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2 编辑：卢瑶

2021年1月15日综合新闻

寒冬中，汛期受灾的他们过得还好吗？
——受灾地区群众生活生产状况走访

（上接1版）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等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作风建设提
出明确要求；主持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
议，分别有18个、11个议题涉及
作风建设；对贯彻落实向党中央
请示报告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防止“低级红”“高级
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等作出50多次
重要批示，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同志和中央政治
局其他同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从自己做起，
从主管地方、分管领域和部门抓
起，高标准、严要求地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

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围绕谋划“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等重
要问题深入基层调研。考察调研
中，督促有关方面简化接待，厉行
勤俭节约，精简随行人员。

在精简会议活动方面，对全
国性会议严格把关。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能以电视电话或视频
会议形式召开的就不开现场工作
会议，减少层层开会、级级陪会现
象。全国两会会期压缩为一周，议
程尽可能作了简化，每次全体会
议时间控制在1.5小时以内，团组
讨论尽量减少集中。

在精简文件简报方面，指导制
定《中央发文和规格办理标准》，继
续严控发文总量和规格，以党中央

或中央办公厅名义发文同比减少
28%，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名
义发文同比减少18.4%。除党中央
统一安排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个
人没有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
本，以及发贺信、贺电、题词、题字、
作序等情况。

在规范出访活动方面，受疫
情影响，视频外交、领导人通话等
密集；出访减少，中央政治局的同
志出访次数大幅减少，出访期间
压缩行程和代表团成员人数。

在改进新闻报道方面，对篇
幅字数、版面安排、时段时长等严
格把关。充分释放融媒体传播效
应，提高报道质量。

在改进警卫工作方面，积极
探索疫情防控背景下警卫工作方
式方法，减少管制不封路、缩小警
戒范围不清场不闭馆。

在厉行勤俭节约方面，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从自身做起，严格执行
办公用房、住房、用车等工作生活
待遇规定，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上作表率。督促中央有关会议筹
备服务工作严格落实简朴、节约、
安全、高效原则，严控会议经费开
支；明确要求政府过紧日子，中央
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非急需非刚
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中央政治局着眼于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党的执政使
命对作风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推动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
强化严和实的作风，为党和国家
工作开创新局面、开启新征程提
供了坚强政治和作风保证。

◎ 驰而不息，交出人
民满意答卷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元
旦、春节到来前夕，释放对“四风”
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的强烈
信号。

“节点”就是“考点”，作风就
是宣言。

“要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防
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
问题坐大。”在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 会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再 次
强调。

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纳入全面从严治党
大局，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实践，以坚决有力的行动推动
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悄
然转变，实现党心军心民心高度
凝聚。

——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
风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习近
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贯穿其中
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
界、作风操守要求，将学习成果转
化为深化拓展作风建设新局面的
思路办法。

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对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
指示批示、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严肃认真贯彻落实，做到令行
禁止。

2020年 3月，中央办公厅印
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规定》，明确将“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四
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党委（党组）的一项重要职
责，以责任制落实确保从严管党
治党要求落地。

——以“严”的主基调纠治
“四风”突出问题。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问 题 12472 起 ，处 理 17989
人。”2020年 12月 24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0年11月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月报数据。这已经是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连续公布月报数据的
第87个月。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驰而不
息，风气可变。

从把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
治“四风”的重要方面，到继续对
享乐奢靡隐形变异的苗头性问
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年
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巩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项整治成果，对“四风”问题一体
纠治，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
锤推进作风建设，积小胜为大
胜，化量变为质变。

2020年1至11月，全国共查
处 享 乐 主 义 、奢 靡 之 风 问 题
48343 起，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4%；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69355起，比2019年同期增长
10.5%。

——以党风政风好转带动社
风民风向上向善。

久久为功纠治“四风”，激浊
扬清树立新风。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良
好风气正在逐步形成，“管够不
浪费”“吃好不奢侈”成为群众

办酒席、亲朋聚会的时尚口头
语，曾经依附于公款消费生产
链条上的灰色利益被剔除，寄
生在奢靡之风上的虚假泡沫被
挤掉……

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发挥党
政机关、党员干部在净化社会风
气、弘扬文明风尚方面示范引领
作用，倡导党员干部带头传承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
教家风，带动更多人践行文明新
风尚。

——以严肃监督执纪问责为
大战大考提供保障。

早在疫情发生之初，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就印发通知，明确要
求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担当、不
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问题从严查处。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坚决履行党内监督专责机关
的职责，深入一线、加强监督，对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风问题坚决
查处。

各地区各部门把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等斗争一线作为检验党
员干部作风的“试金石”，激励引
导党员干部英勇奋斗、扎实工作、
经受考验，以扎实过硬作风交出
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群众
期待的优异答卷。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
齐则事成。

迈入 2021 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然
开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风华正
茂的百年大党，坚持以伟大自
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一
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一
场又一场硬仗，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
（新华社朱基钗黄玥王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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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全面建成
2100个高原美丽乡村

新华社西宁1月 14日电（记
者 王艳 严赋憬）记者从青海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2014年至
2020年，青海全面建成2100个高
原美丽乡村，占全省村庄总数的
50.6%，省级财政资金累计投入
25.1亿元，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
明显提高。

“7年来，青海省立足城乡统筹
发展，以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为契
机，坚持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的原
则，大力实施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和
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引导推动农牧
区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
升。”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王发昌说。

在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青海
住建部门注重补齐突出短板、人居
环境改善和乡村风貌打造，把保障
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放在首
位，因地制宜开展农牧区生活污水
治理。截至2020年底，全省16个
县 125个村有序推进生活污水治
理试点、5个村庄列入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123个村庄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黄南藏族自治州成功列
为国家第一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州。

王发昌说，2021年，青海省将
继续实施一批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以未实施过乡村建设的村庄为重
点，强化村庄规划引领，依据村庄
自然禀赋和建设实际，分类型标准
化高质量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成都公布第二批
“城市阅读美空间”名单

本报讯（记者 袁矛）1 月 13
日，四川成都第二批“城市阅读美
空间”名单正式公布。这是成都图
书馆“阅读+”创新服务的再升级。

为进一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
条例》精神，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
作为全民阅读阵地积极作用，加快
构建体现新时代发展趋势、契合市
民文化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按照成都市委宣传部要求，
成都图书馆结合当下最流行的“图
书馆+书店”的模式，联合成都各大
品质书店，升级“阅读＋”创新服务
打造了“城市阅读美空间”，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借阅图书，致力于为
广大读者建立一个融合阅读、生
活、美学等多元化的文化公共服务
空间体系，并于2020年5月中旬公
布了首批名单。

此次公布的第二批“城市阅读
美空间”共包含24家品质书店。覆
盖范围包括了成都 15 个区（市）
县：既有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
金牛区、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
的不少网红书店，也有青白江区、
龙泉驿区、郫都区、都江堰市、邛崃
市、崇州市、大邑县、蒲江县的品质
书店。相较于第一批名单，此次的

“城市阅读美空间”覆盖范围明显
扩大，既有位于大型商业中心、景
区的大型书城，也有坐落于社区、
人才公寓的特色书店。

广州市越秀区全力守护
市民“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记者1
月13日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市
场监管局获悉，2021年春节将至，
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管局坚持农
贸市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食品安
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防
范疫情防控风险与食品安全风险
叠加，全力守护市民身体健康和

“菜篮子”的安全。
据介绍，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

管局通过开展农贸市场党员先锋
活动等充实强化市场防疫力量，并
指导协助农贸市场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设置出入口，采取拉闸等手段
落实人流管控，全力防范农贸市场
疫情传播风险。同时，广州市越秀
区市场监管局深入排查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通过加强进口冷链食
品、生鲜、冷冻禽畜肉类、水产品及
其制品等产品监管，督促商家落实
进货查验及记录要求，强化猪肉、
蔬菜、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节前价
格管控，督促商家做好明码标价等
方式，保护好市民的“菜篮子”，切
实维护市民消费权益，守护市民生
命健康。

2020年夏季，我国遭遇1998
年以来最严重汛情，多条江河同
时发生流域性洪水，全国28个省
份遭受洪涝灾害影响，超过7000
万人次受灾。寒冬时节，汛期受灾
地区的群众生活、就业有着落了
吗？生产恢复了吗？笔者就这些问
题前往安徽、江西、湖南多地进行
了走访。

新家新生活

2020年 7月，江西省鄱阳湖
区域发生超历史标准洪水，位于
鄱阳湖畔的鄱阳县鄱阳镇桂湖村
受灾严重。

时隔半年，笔者再次来到桂
湖村探访发现，受灾群众生活稳
定，除了留在房屋外墙上的水渍，
几乎看不到洪灾肆虐过的痕迹。

桂湖村村民黄长春正在自己
的新家忙着打扫卫生。他还记得，
2020年秋天，当他从住了一个多
月的临时安置点回到家里时，眼
前被洪水冲垮的老房子只剩一片
狼藉的瓦砾。

随着清淤和消杀工作逐步完
成，黄长春和乡亲们在当地政府
的帮扶下开始着手建新房。2020
年底，黄长春家65平方米的新房

重建起来，作为贫困户，他还拿到
了近5万元建房补贴。

墙壁粉刷一新，抽水马桶、电
视机、热水器等一应俱全。“新房
子比老房子质量好多了，住得比
以前还舒坦。”元旦刚刚搬进新家
的黄长春说，住进新家的村民们
已经置办好了过年要用的香肠腊
肉，大家正忙着商量明年的种植
计划。

安徽淮河流域在 2020 年夏
季也发生了较大洪水，“千里淮河
第一闸”王家坝闸开闸泄洪。在阜
阳市阜南县的行蓄洪区，百余座
庄台成为汪洋中的小岛，生活在
上面的居民靠船只运送生活
物资。

几个月前凶猛的洪水如今已
回归平静，曾经为保住淮河下游
地区安全而舍小家保大家的庄台
村民们，在冬天来临之前部分搬
进了保庄圩里新落成的淮上社区
新房。这里一共13栋崭新的住宅
楼，可容纳305户庄台搬迁居民，
宽敞的道路，可以休闲的小花园，
村民们都说，比住在狭窄逼仄的
庄台上舒心多了。

43岁的村民乔雪擦拭着崭新
的家具，为过年准备的腊肉香肠
挂满了整个阳台。“现在离菜市

近，离医院近，还有物业，真是别
提多好了。”乔雪脸上满是笑意。

耕种新收获

鄱阳县昌洲乡在洪灾后的冬
季迎来了南瓜丰收，装进一辆辆
货车的不仅仅是圆润饱满的南
瓜，还是当地村民辛勤补种带来
的丰收喜悦。

“去年夏天洪灾中，我家 10
亩田地全部被淹，颗粒无收。全家
人正发愁的时候，政府给我们免
费发放了南瓜苗，9月就实现了复
垦复种。南瓜生长周期短，产量
大，弥补了损失。”永林村村民曹
常平喜滋滋地说，政府还帮助村
民对接好市场，丰收的南瓜不愁
销，他家今年的纯利润超过 2
万元。

在昌洲乡，同样通过农作物
改种补种弥补了灾害损失的共有
15个行政村。南瓜、萝卜、油菜等
作物的种子和肥料免费发放，农
技人员上门指导播种，昌洲乡的
受灾群众用“不抛荒一亩田地”的
精神，让生活像不远处的春天一
样充满希望。

在安徽阜南县，66岁的杨春
明搬出了庄台，却依然喜欢骑着

电动车去看夏季被洪水淹没的自
家田地。“夏天种的大豆、大葱、西
瓜全都没有了，但政府不但给补
贴了损失，还帮扶补贴我们补种
了蔬菜。”他说，“现在就在新家等
着在外打工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
女回来，一起好好过个年啦！”

据了解，阜阳市累计灾后补
改种农作物及蔬菜近10万亩，为
蒙洼蓄洪区受灾群众补偿超过
2.9亿元。

复工复产带来新希望

“都是熟人打电话要求上门
回收，生意还不错。”在位于洞庭
湖之滨的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胜
天村，曹成中在寒冬的清晨早早
起床出门收废品，妻子田维学则
在家里分类整理，忙得不亦乐乎。

2020年夏季，湖南省先后遭
遇24轮强降雨，湘、资、沅、澧和
洞庭湖共84站次河道发生超警
戒及以上水位洪水。洪水退后，曹
成中一家和乡亲们陆陆续续回到
家里，“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淤泥、
清运垃圾、消毒防疫，还在尊重大
家意愿的前提下，帮助我们就业，
自力更生，补回损失。”

村党支部书记臧伟奇看到曹

成中夫妻捡来被丢弃的废旧物品
堆在房前屋后，便建议他开个废
品收购点。半年来，曹成中走村串
巷，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能收上
千斤废品，利润达200多元。

曹成中的邻居唐平安在村干
部介绍下学会了开铲车和洒水
车，在附近一砂石搅拌场找到了
工作，一个月有四五千元稳定收
入，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
信心。“我家新添了外孙，女儿一
家会回来过年，年货要备得丰厚
点。”他笑着说。

在安徽阜南县，因洪水而损
失了1万多只下蛋鸡的潘光俊在
原地重建起了养鸡场，在春节前
又不屈不挠地养起了15000只蛋
鸡。腿部有残疾的他在乡里、村里
的帮助下重建了板房和鸡棚，还
打通了鸡蛋销路。

“40多万元的补偿全部发放
了，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我卖鸡蛋
也远近都出了名，天天有人上门
来收鸡蛋。”潘光俊说。

“只要肯干，生活就会一直往
好的方向走。”潘光俊说着，又搬
起了饲料走进养鸡棚。春节将至，
等待他的是更忙碌的生意和更美
好的生活。

（新华社朱青范帆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