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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 电（记 者

胡浩）记者 20 日从

教育部了解到，为

规范个别竞赛在组

织过程中暴露出的

问题，教育部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活动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竞赛

主办单位全面开展

自查，对以往获奖

项目的真实性、独

创性进行复核。

“ 近 期 个 别 竞

赛组织过程中暴露

出一些问题，如评

审不严格、涉嫌家

长代劳等，造成了

不良影响。”通知要

求，在复核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评审办

法、评审标准，健全

异议处理机制、监

督机制等，对申请

参评的竞赛项目严

格把关，特别是加

强资格能力审查，

实施全程跟踪，坚

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

知能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

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

通知明确，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做到

“零收费”。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

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

教育部 2018 年印发《关于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

法（试行）》，从2019年开始审核并公

布竞赛名单，严控竞赛数量。

据了解，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

审核通过的竞赛的管理，严肃查处竞

赛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

或者经警告、提醒仍不改正的，将从

竞赛名单中移除，并不再受理举办单

位举办竞赛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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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旅游业复苏重启的过

程中，乡村旅游也发挥着“排头兵”

作用，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各地也

通过政策扶持等方式，为乡村旅游

的健康发展培厚土壤。（A4版）

乡村旅游，未来可期

陕西麟游坚持以创促建、以创

促管，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群众

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越来越浓。 （B2版）

陕西麟游
创文“唱主角”共享好环境

本期
导读

奋斗绘就“新天府”
——川蜀大地干群“战贫”轨迹扫描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 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要

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

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

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意见》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大

力改造提升城镇老旧

小区，让人民群众生活

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2020 年新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3.9 万

个，涉及居民近 700万

户；到 2022年，基本形成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

制；到“十四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

力争基本完成 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意见》要求，明确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

的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可分为基础类、

完善类、提升类3类，各地因地制宜确

定改造内容清单、标准。科学编制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和年度改造计划。

养老、卫生、托育等有关方面涉及城镇

老旧小区的各类设施增设或改造计

划，以及专业经营单位的相关管线改

造计划，应主动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规划、计划有效对接，同步推进实施。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统

筹、条块协作、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专

门工作机制。利用“互联网+共建共治

共享”等线上线下手段，开展多种形

式的基层协商，主动了解居民诉求，

促进居民形成共识。明确项目实施主

体，推进项目有序实施，完善小区长

效管理机制。

《意见》要求，建立改造资金政府

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按

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积极推动居

民出资参与改造，可通过直接出资、

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实。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将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给予

资金补助。支持各地通过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筹措改造资金。支持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

采取市场化方式，运用公司信用类债

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

但不得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杜绝新增

地方隐性债务。商业银行依法合规对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

目提供信贷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新

增设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

式，吸引各类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

投资参与各类需改造设施的设计、改

造、运营。落实税费减免政策。

《意见》要求，精简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审批事项和环节，构建快速

审批流程，积极推行网上审批，提高项

目审批效率。完善适应改造需要的标

准体系。推进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

动改造，加强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共建

共享。加强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

《意见》强调，省级人民政府对本

地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负总责，

要加强统筹指导，落实市、县人民政

府责任，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做好宣

传引导，形成社会支持、群众积极参

与的浓厚氛围。

今年夏天，在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夜晚选择走出家门,以健康文明的方式休闲娱乐，

消暑纳凉。图为在阳平村举行的有上千观众前来观看的夏季篮球邀请赛决赛，不仅推动了篮球运动在基层的开

展，也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史云平 史港泽 摄

在世人眼中，千年都江

堰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

饥 馑 ”的“ 天 府 之 国 ”。其

实 ，在 都 江 堰 滋 养 着 的 成

都 平 原 之 外 ，四 川 还 有 广

袤的高原地区、凉山彝区、

秦 巴 山 区 、乌 蒙 山 区 四 大

连 片 贫 困 地 区 ，千 百 年 来

与贫困抗争。

幸福来自奋斗，实干成

就 梦 想 。脱 贫 攻 坚 战 打 响

后，川蜀大地上，广大贫困

群众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

不懈奋斗，正在绘就全面小

康的“新天府”画卷，创造美

好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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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
“战贫”之役 尽锐出战

清晨，大凉山，通往“悬崖村”阿

土列尔村的钢梯闪着银光。

驻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又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

“5月，村里的 84户贫困户搬下

山，住进了县城边的安置小区，但山

上还有一些村民，还有农田、果园、

牛羊，产业发展、旅游开发……还有

很多事要做。”

2015 年，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政府工作的帕查有格，被

选派到阿土列尔村任第一书记。那

一年，他29岁，女儿才两岁，而妻子

正怀着二胎。

“那时到村上还没有钢梯，只有

17段简易藤梯，最陡的地方接近90

度，背后就是万丈深渊……”第一次

到“悬崖村”，帕查有格爬了 3 个多

小时。

艰险之余，更令帕查有格心酸

的是村庄的困窘。“村民住在低矮的

土坯房中，没手机网络、没自来水，

光伏电仅能供照明，地里就种些玉

米、土豆，广种薄收。”

“组织信任我、派我来，我就要

干出个样子。”驻村第一书记任期一

般为两年，帕查有格和其他帮扶队

员 在 阿 土 列 尔 村 至 今 已 工 作 4

年多。

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种脐橙、

花椒、核桃，养羊；改建藤梯为钢

梯，发展旅游；开办幼教点；搬迁贫

困户……驻村干部和村民在各方的

支持下，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干，阿土

列尔村一年一变样。

“现在‘悬崖村’村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帕查有格说，“但是，脱贫

攻坚这场仗还没打完，我还得继续

坚守。”

帕查有格是四川 5.9 万名驻村

帮扶干部中的一员。作为全国扶贫

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始终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

集结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下足

“绣花”功夫，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发起最强总攻。

打硬仗，要配备最能打仗的人。

为集中力量攻克位列“三区三州”的

凉山州贫困“堡垒”，2018 年，四川

对凉山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组建 11

支专门工作队，在全省选派 5700余

名干部常驻开展综合帮扶，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

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付出的，

除了心血、汗水，甚至还有生命。“你

走出穷山沟，又来到穷山沟，百姓的

冷暖忧愁，总放在心头。你把村民当

亲人，付出了所有……”一名网友的

留言，道出对党员干部马伍萨的深

情怀念。

出生在大凉山的马伍萨，生前

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农机推广服

务中心的一名彝族干部。在甘孜州

甘孜县夏拉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期间，他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医治

无效，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不幸去

世，年仅38岁。

据四川省扶贫开发局统计，截

至目前，全省在脱贫攻坚中因公献

出生命的人员已达 77名。在和平年

代，这些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在没

有硝烟的“战贫战场”将为民初心淬

炼成钢。

奋 斗
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

秦巴山深处，重峦叠嶂，沟壑

纵横。

身高仅 1.5 米的四川巴中市南

江县小田村村民秦发章，走路一瘸

一拐，但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了不屈

与自豪。

今年 51 岁的秦发章儿时患上

小儿麻痹症，因家里穷没钱治病，

落下了终身残疾。从 14 岁开始，他

到外地学手艺、打零工，又回乡种

地，百般辛苦，却始终无法摆脱贫

困的“魔咒”。

2014 年精准扶贫启动，秦发章

家被确定为贫困户。在干部帮扶和

扶贫政策支持下，他内心“不认命”

的倔强被充分激发。

“每天公鸡打第一声鸣我就起

床，比任何人出门都早；坡陡路不

平，我就坐在山坡上溜着走；背不起

满背篼粮食，我就背半背篼、多跑两

趟。”秦发章说，想脱贫，要靠奋斗。

如今，秦发章通过发展种养业，

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不仅甩掉“穷

帽子”，还住进新房子，过上了富足

的幸福生活。

左手缠绕着红毛线，右手握住

一根织针，手指交错翻飞之间，一只

婴儿毛线鞋逐渐成形。在四川阆中

市王家嘴社区残疾人编织基地，双

下肢瘫痪的李荣华是业务骨干。

李荣华今年 36 岁，是阆中市得

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曾经想脱贫

却苦于没有技能。2018年，当地残联

建立手工编织基地，面向贫困残疾

人开展技能培训。

“开始我不好意思出来，怕学不

会被别人笑话。”李荣华说，残联的

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导，既扶贫又

扶志，坚定了她参加培训的信心。培

训之余，她还上网找视频自学。

如今，李荣华通过一针一线的

编织，不仅收入稳定、顺利脱了贫，

家庭生活也经营得很温馨。“作为一

个残疾人，能自食其力挣钱养家，我

觉得很幸福。”李荣华说。

地处大凉山深处的凉山州昭觉

县谷莫村平均海拔 2300米，是脱贫

攻坚的难中之难。由于丈夫长期患

病，村民俄地曲西曾是村里最困难

的贫困户，也是干部帮扶的重点。

打猪草、拌饲料……靠着养殖

生态猪和土鸡，俄地曲西逐渐脱了

贫，从土坯房搬进了新居，还开办

了彝家风情民宿，年收入超过 5

万元。

昔日“最困难的人”变成了谷莫

村的“致富带头人”。“要想过上好日

子，就要努力干、加油干。我还要带

动更多妇女努力脱贫奔小康。”俄地

曲西说。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20世纪

90年代闻名全国的巴中精神，在他

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们用自己

的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

圆 梦
走小康路 绘“新天府”

一片片白色大棚里，一串串各

色葡萄，果实累累。

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果园村的

“好运来”家庭农场内，种着阳光玫

瑰、夏黑、美人指等 8 种葡萄，33 岁

的农场主张雄在藤蔓叠生的葡萄架

下忙着采摘。

“种上了好果子，娶来了好妻

子，生了个好儿子，买了个好车子，

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对

于张雄来说，小康生活就是这六个

“子”。

十多年前，果园村却名不副实。

全村 7000多亩土地，以传统农业种

植为主，村民普遍不富裕。

“我们四处考察，最后敲定葡萄

种植作为村里的主导产业。”果园村

党总支书记李永伟说，从最初试种2

亩，到如今的 5200 亩，小葡萄成了

增收奔小康的大产业，去年村民人

均收入超过3.1万元。

如今，行走在川蜀大地上，不论

是成都平原、川中丘陵，还是西部山

区，各地在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小康过程中，各有创新、各有特

色，相同的是村民满满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川中丘区的乐至县金鼓村，倡

导乡风文明有实招。村民在环境卫

生、邻里关系、尊老爱幼等方面履行

村规民约，即可获得“幸福积分”，并

能在“幸福超市”里兑换生活物品。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67 岁的村

民王显荣和老伴用“幸福积分”兑换

了一桶菜籽油、五包挂面、两提抽

纸，笑呵呵地满载而归，“我们老两

口赶上了好时代。”

在德阳市旌阳区高槐村，咖啡

屋、扎染工作室、非遗“潮扇”等十余

个新商户散布在青山绿水间，昔日

贫困村成为网红打卡地，去年村民

人均收入超过2.3万元。

“小康对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

在我的咖啡店里都实现了。”返乡创

业的“芳华·旧时光”咖啡店主人刘

雪梅说。

……

截至 2019 年底，四川贫困县从

2013 年底的 88个减少到 7个，贫困

人口从 625 万人减少到 20.3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9.6%下降到0.3%。

当前，攻克最后“堡垒”的反贫

困决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天府之

国”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 杨三军 陈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