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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三任扶贫队长的“接力棒”

民生“关键小事”就是政府“头等大事”
——北京垃圾分类满月观察

吉林梨树：矿山复绿造就“小天池”成网红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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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

市以垃圾分类这件民生“关键小事”

撬动基层治理，一个月来桶站配置

率、垃圾分类指导员覆盖率、家庭厨

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垃圾分类效

果逐步显现的同时，仍存在部分社

区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不及

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题，需进一步

完善解决。

“我们小区怎么还没动静？”“夏

天到了，垃圾桶异味很大。”条例实施

前后，石景山区八角街道通过12345

派单、社区居委会反馈等渠道接到多

起有关垃圾分类的居民意见建议。

“条例实施遇上疫情，推进确实

有难度。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接

诉即办’，根据居民诉求不断调整优

化方案，打响垃圾分类持久战。”八角

街道党工委书记高春玲说。

5月29日晚7时，笔者在八角街

道八角中里社区西片区看到，垃圾

清运车载着 4 个垃圾桶，准时来到

垃圾投放点。垃圾分类指导员手持

垃圾分类钳，现场指导居民投放。

“5月 20日开始，西片区撤除原

有垃圾桶，试点垃圾不落地模式。”

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李美红介

绍，垃圾收运时间、点位设置等，都

通过小区微信群、楼门长入户等方

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这是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接诉即办”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的一个缩影。北京市专门成立生活

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每日调

度，加强检查，查找问题，补齐短板。

此外，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还与12345热线建立对接机制。5月

1日至31日，12345热线共受理生活

垃圾分类相关来电1.7万件。

“诉求主要集中在混装混运现

象依然存在、垃圾桶设置不合理等

具体问题。”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

心副主任冯颖义介绍，12345热线快

速派单并加强督办。

条例实施一个月来，桶站配置

率、垃圾分类指导员覆盖率、家庭厨

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北京市垃圾

分类效果逐步显现。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

增强

通州区中仓街道北人家园小区

里，旧轮胎做成花盆、桌椅，“垃圾”

变身新景观。“它们像是在无声地

提醒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居民李

阳说。

为方便居民参与，北京市侧重

服务端发力，不强制破袋、不强制撤

桶、不强制定时定点，各街道社区广

泛发动党员、楼门长、志愿者等各方

力量，加大宣传引导。

2万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人盯

桶”；1400 余名挂牌责任督学对 16

区所有中小学校垃圾分类落实情况

开展专项督导；热心居民脱下疫情

防控红马甲，穿上垃圾分类志愿者

绿马甲……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氛

围正在形成。

——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

明显增加

厨余垃圾是垃圾分类的重点、

难点。数据显示，5月 1日至 25日北

京市居民家庭日均分出厨余垃圾

622吨，比4月日均量增长118%。

“尤其是 5月中旬以来，居民家

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明显增加。”北京

市城管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说。

——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

行为的立案处罚力度

“责令立即整改，并立案调查予

以处罚。”北京城管执法人员近日在

朝阳区霄云路 35号院检查时，发现

一起清运单位将厨余垃圾和其它垃

圾倾倒在一起运输的违法行为。

据统计，5 月份北京市城管执

法部门共检查生活垃圾分类主体

责任单位 6.45 万家，发现存在问题

单位 9911 家，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2330起。

“下一步，继续紧盯混装混运、

泄漏遗撒等突出问题，促进垃圾分

类主体落实责任。”北京市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笔者走访发现，部分社区仍存

在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不及

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题。“精准投

放率有待提高，这是下一步要重点

做的工作。”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

军说。

市场化力量为垃圾分类助力，

“爱分类”“绿猫”等再生资源公司除

上门回收外，还将业务拓展到垃圾

分类宣传指导等方面。

“通过公众号预约上门回收很

方便，一公斤还给 0.8 元环保金奖

励。”家住金隅嘉和园小区的张先

生说。

“现在一天能接40多单，明显感

觉大家的分类积极性提高了。”“爱

分类”回收员李万海说。

5 月份，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

区分出的厨余垃圾同比增长 10%

至 15%。负责该小区垃圾分类的北

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权介绍，通过定

期公布每个桶站的厨余垃圾分出

量，老百姓看到成效，增强了分类

信心。

“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

形之手’同向发力，有利于再生资

源回收产业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通

过反哺机制降低垃圾分类和处理

的成本。”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王

灏说。

（新华社 骆国骏 王君璐 关桂峰）

十八洞村，是湖南第一批脱贫

的村庄。在当地苗族百姓脱贫的道

路上，有三个名字印刻在人们心

底：龙秀林、石登高和麻辉煌。

作为花垣县委接连派驻的三任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他们传递着

决战贫困的“接力棒”，参与并见证

了这个深山苗寨从“众人成林”“步

步登高”到“走向辉煌”。

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十八洞村，

是一个藏在偏僻幽静山谷中的苗族

聚居贫困村。2013年，全村贫困发生

率高达57%，集体经济是一片空白。

2014 年初，花垣县委派出的扶

贫工作队来到村里，时任花垣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的龙秀林是首任扶贫

工作队队长。

当时，十八洞村是合并不久的

新村。村子合了，人心不合。龙秀林

把团结群众，激发内生动力当成首

要工作目标。在工作队和村干部的

带动下，宽敞的道路打通了与外界

的联系，闭塞已久的十八洞村敞开

了大门，摆脱贫困的意志在村民心

中开始扎根。

作为第二任队长，2017年 3月，

石登高正式派驻十八洞村。他进村

时，十八洞村已整体脱贫，但脱贫的

基础仍不牢固。与此同时，随着脱贫

攻坚的深入推进，十八洞村知名度

不断扩大，石登高带着村民们将视

线放在了继续发展产业之路上。

在石登高带领下，当年4月，一

支外来队伍走进群山中，沿着山泉

水汇聚的细流向上溯源。一座矿泉

水厂在村内拔地而起。借助民族风

情和自然风光，十八洞村对全村资

源进行整合，流转绝大部分田地，

成立旅游公司统一开发；组织村民

成立各类产业合作社，发展苗绣、

黄桃、油茶、蜂蜜等民族工艺和绿

色环保产业……

如今，十八洞村村民们的生产

生活，正从过去的“靠天吃饭”到如

今农业、第三产业等齐头并进。但

在转变过程中，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去年 10月底，十八洞村所在的

双龙镇镇长麻辉煌，作为十八洞村

第三任扶贫工作队队长来到这里。

为了修路，麻辉煌带着工作队

召开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跑到群

众家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和拆迁户一起为道路拓宽工程

清扫障碍；和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

的团队一起实地调研，为销售特产

的摊位选点；和工作队与村支两委

一起讨论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不再

“大包大揽”，而是向市场化和专业

化转变，通过农户加合作社的模式

将两者联系起来……

有着 20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

麻辉煌，带领着工作队和村支两委

密切配合，一步一个脚印，带着老

百姓将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如今，村里飞虫寨通往当戎寨

的道路扩宽工程已经动工，十八洞

村村民日思夜想的篮球场，也即将

开建。

有了产业支撑，2018 年，十八

洞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70 万

元。2013 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

1668元，2019年增长到14668元。

“脱贫并非终点，而是为新生活

奋斗的起点。”麻辉煌说。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全面向好，

十八洞村的乡村旅游逐渐复苏。

三位队长共同期盼着，未来，十八

洞村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向

辉煌。

（新华社 张玉洁 袁汝婷 席敏）

山东试点企业
复工复产政策性保险

新华社济南 6 月 3 日电（记 者

王阳）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

省财政厅等 4 部门近日在山东全省

开展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性保险试

点，期限为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

持山东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工作。

复工复产保险主要面向注册地

及营业场所均在省内且已复工复产

的企业，保障范围包括企业财产损

失、营业损失及雇员工资等 3 项，损

失赔付累计限额分别为5万元、10万

元和5万元。每家投保企业保费2000

元，其中财政补贴 50%。为确保风险

总体可控，试点规定首批投保企业数

量不超过 1万家，保险机构累计承保

总额不超过20亿元。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此 次 山 东 省 财 政 安 排 专 项 资

金，通过保费补贴方式，提高企业

投保和保险机构承保的积极性。相

关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山东省内已经复

工复产的企业均可自愿选择投保

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性保险，保险机

构为省内提供复工复产过程中的

基本风险保障，并鼓励保险机构根

据企业在融资增信、员工生命安全

等方面的需求，开发商业性保险产

品 作 为 附 加 险 ，为 企 业 提 供 全 方

位、多样化保险保障。

山西将投入870多亿元
修复汾河流域生态

新华社太原 6 月 3 日电（记 者

王飞航）记 者 从 山 西 省 水 利 厅 获

悉，为了守护好山西的“母亲河”，

山西省将在 15 年内投入 870 多亿

元进行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城市

环境建设。

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纵贯

山西省 6 市 29 县（市、区），绵延 710

多公里汇入黄河，流域面积 39721 平

方千米，哺育着山西四分之一的人

口，被誉为山西的“母亲河”。

为 了 进 一 步 修 复 汾 河 流 域 生

态，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汾

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2020—2035

年）》，明确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

总投资 870.5 亿元，其中生态补水及

供水工程 104.1 亿元，河道综合整治

工程 440.4 亿元，水文化与景观建设

工程 116.7 亿元，河源及生态敏感区

生态保护工程 76.6 亿元，河道生态

防 护 林 及 水 源 涵 养 林 建 设 工 程

132.7 亿元。

山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布局是以河

流为纽带，实施源头区保护，通过对

河流自然形态的修复及两岸的水生

态空间管控、种植结构调整、绿色产

业导入，构建“一源、两路、三线、四

区、五带、多节点”的河流生态景观空

间布局。

“温江环保诊所”
上线运营助力环境保护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为助力落实企业环境保护责

任，加大基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

度，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温江环保

诊所”日前正式上线运营。

“温江环保诊所”是以温江生态

环境局党员先锋队为主体，联合温江

环保管家协会、绿色温江高校联盟、

高校专家教授等，为企业开展环保审

批手续办理指导、污染治理咨询、企

业普法宣传等服务。

据了解，“温江环保诊所”主要

通过“线上咨询问诊+现场义诊”两

种方式运营。线上门诊在“金温江环

保”微信公众号开设，企业通过“金

温江环保”微信公众号内的“环保诊

所”栏目进行相关问题咨询。现场义

诊则由温江环保医疗队主动上门到

企业进行义诊，开展环保普法宣传、

环保管理培训、生态环境专题廉政

调查等服务。

新华社银川6月3日
电（记者 任玮）记者日前

从宁夏银川市审批服务

管理局获悉，银川市将用

3年时间，通过业务协同、

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全

面精减事项办理环节中

各类证明材料，构建“一

网通办、一证通办、一码

通办、全城通办”的政务

服务体系，从而打造“掌

上办事之城”，让办事群

众“零跑路”。

据了解，银川市打造

“掌上办事之城”主要围

绕“四办”进行，其中，

“一网通办”旨在解决网

上业务系统众多、群众

办事申报端口多而杂、

反复注册、反复登录问

题，实现“一次登录、全

网通办”；“一证通办”和

“一码通办”分别指个人

办事只需一张身份证，

法人办事只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旨在解决

办事材料多、证明多、操

作繁问题；“全城通办”

即市民和企业可不受行

政区域限制，在全市范

围内各级审批部门无差

别办理同一事项，旨在

解决行政区域不同，标

准和要求不统一，结果

互不认可问题。

银川市将以数据共享为核

心，不断提升跨区域、跨部门、跨

层级业务协同能力，推动面向市

场主体和群众的政务服务事项公

开，数据开放共享，推进网络通、

数据通、业务通；通过数据共享、

信息复用，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

程，精减事项材料，逐步打造“零

用时”“零跑路”“零证明”政务服

务体系。

新华社长春 6 月 3 日电（记者

高楠 邵美琦）山中有池，池中有水，

水中有鱼。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

县，新出现的一处名为“小天池”的

旅游景点成了网红打卡地。

“小天池”地处梨树县孟家岭镇

马油坊村。20世纪 70年代开始，当

地在此开采矿石，由于长期开采，

周围20公顷林地遭到破坏，还形成

了一个40米深的矿坑。

“以前这里都是采矿企业，放炮

开矿，老百姓提心吊胆，不敢出屋。

采矿企业24小时连轴转，大车一趟

趟跑，噪声污染和环境污染都非常

严重，不少村民不得不搬到别的地

方。”马油坊村村民刘海龙说。

2018 年以来，梨树县加快补齐

生态短板，实施矿山复绿生态修复

工程，在全县范围关停违法矿山企

业 110 家，在原来的矿山上植树造

林。梨树县副县长闫鹤介绍，针对

原有矿山土层薄或基本没有土层的

现状，林业部门选择有较强耐旱性

和耐瘠薄性的云杉、樟子松等树

种，通过采取钵苗、播种造林等种

植方式，达到复绿效果。

2019 年春，梨树县在实施矿山

复绿生态修复工程过程中，对马油

坊村的矿坑进行复绿，栽植云杉、

金叶榆、抗寒月季等树木花草10余

万株。梨树县国有林管理中心主任

张达介绍，实施矿山复绿生态修复

工程以来，共栽植樟子松、云杉、赤

松等66万株，复绿还林3042亩，累

计投入资金1.2亿元。

昔日“弃山”变“绿山”，过去老

百姓怨声载道的地方如今成了休闲

好去处。矿坑最深处 40米，降雨形

成的一池碧水如同微缩版的长白山

天池，当地群众给这里起名为“小

天池”。

如今，梨树县正在谋划将“小天

池”周边50公顷的范围打造成4个

观光区域，发展生态旅游。

接诉
即办

瞄准群众关心、关切
做好政策落地

效果
显现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
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

全民
参与

提高精准投放率
市场化力量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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