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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2 月 27 日电（记者王存理、蒋
芳、陈聪颖）扬州古代园林曾鼎盛一时，瘦西湖、
个园、何园等曾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识。记
者近日到扬州采访，从基层群众、社区干部到市
委书记，不约而同地郑重推荐当地的公园建设。

乍暖还寒，花不红、草不绿的公园究竟有什
么可看的？又为何有看头？

治污增“绿”，见缝插“园”

登上扬州城东的万福大桥俯瞰，京杭大运
河等 7 条河流冲刷出了 8 座岛屿，形成了“七河
八岛”51 . 5 平方公里、十里长廊生态奇观。走进
公园，篮球场、足球场、秋千区设施齐备；沿着堤
顶公路向北，不时有骑车和跑步健身的市民经
过；再往北走，陆续经过深潜赛艇运动基地、万
方数据等入驻企业。

“过去嫁人不嫁廖家沟，如今新环境带来新
经济。”万方科创书院副总经理黄娟告诉记者，
这里曾经又偏又穷，船厂、砂石厂、养牛场聚集，
水体污染严重；2011 年，行政区划调整为新中
心，也成为开发商追逐的焦点；如今，这里成了
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建成了 10 . 7 平方公里
的廖家沟城市中央公园。

生态倒逼，不仅把养牛场逼出了大数据产
业，还把拆迁安置区逼成了高品质住宅区。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原小茅山垃圾填埋
场——— 如今的花都汇公园。恰巧碰到了附近社

区居民刘万芬，她告诉记者，过去这里有条黑
臭河，2011 年瘦西湖隧道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大量泥浆也被运送至此，日晒风干形成了一
座黄土山。如今，垃圾处理机械变身工业景
观，水系绿地呼应，还配备健身步道、雨廊、条
椅等。每天日落，附近居民到此散步、锻炼。

“这里曾是房价洼地，现在高档小区集
聚。”刘万芬指着旁边的一所小学自豪地说，
“这可是全市最好的小学。”

在上海工作的吴頔春节返乡时，发现小
区旁破旧网球场变成了建筑精美、设施齐全
的“口袋公园”。“公园虽小，但一草一木布局
用心，健身器械和健身步道一应俱全，更重要
的是，就在家门口。”吴頔说。

“如果说园林曾是古城扬州的标志，公园
则是现代扬州的标配。”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
说。2015 年，“让生态成为市民的永续福利”
被写入扬州市政府工作报告，迄今全市新建
了大大小小城市公园上千个，总占地面积超
过 11 平方公里，相当于 10个瘦西湖核心景
区的面积。

“三个舍得”探索生态惠民

2012 年底老体育场拆迁一度引发信访
风波。谢正义对记者说，当时不明白拆掉市中
心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老体育场，到城郊建
个更现代化的，何以引发百姓那么大的反感。

“深入听取民意发现，百姓在意的不是体育
场，而是身边的体育休闲场地。”

从民怨中听民声。2013 年扬州将紧靠瘦
西湖景区的千亩土地建设宋夹城体育休闲公
园。拿出黄金地段，再投入 13 亿元建公园，也
曾引发干部群众不解。直到 2014 年公园免费
开放，在人潮涌动与群众点赞下疑虑化为乌
有，迄今已接待 600 余万人次。

“今天有没有去宋夹城啊？不夸张地说，
这个公园改变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连见面问
候语也变了。”退休人员杨永兰说。

怎么衡量建公园是民生不是形象工程？
扬州的标准是——— 能不能做到三个舍得：舍
得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舍得投入资金配套，
舍得投入心思规划建设。

每个区域建一个生态中心，人口集中区
建生态体育休闲公园，老城区见缝插针建“口
袋公园”。2015 年以来，扬州每年从土地出让
金中拿出 5% 用于植树造林和园林绿化，保
证生态投入增幅高于 GDP 和财政收入增
幅。市级财政在绿化和公园维护等方面累计
投入近 65 亿元，市级土地储备从 2009 年
5700 亩增加到目前 10138 . 73 亩，人均绿地
面积从 17 . 18 平方米提高到 18 . 58 平方米。

改变城市“颜值”，提升城市价值

采访中多位干部群众用数据、用感受，直

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公园建设是一笔“划得来”
的民生大账。

明月湖公园里融入 24 小时城市书房，
花都汇公园叠加花卉与农业体验业态，社区
公园成为家门口的运动场，“生态+”带动民
生环境、城市形象与营商环境蝶变。扬州智
图科技公司是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
图最大的服务商，分公司遍布多省市。“坦白
说，开门见绿的自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
环境是我们总部落户的重要原因。”董事长
何小军说。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统计，2017 年扬州市
地区生产总值跃上 5000 亿元新台阶，增长约
8%，增幅位列江苏省第 4 位。生态科技新城
党工委副书记夏正东感慨地说：“生态与财富
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短时看肯定有，实践证
明长期来看 GDP、生态、文化可以同步积
累。”

环境“颜值”提升也在潜移默化改变城市
气质。市民王永华退休后每天准时到宋夹城
体育休闲公园“上班”，他散步随身携带塑料
袋，碰到烟头、果皮就随手捡拾，“刚开始能捡
不少，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2015 年以来，该市棋牌室减少 30%，常
年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 38 . 2%，医保经费有
了节余。

扬州市不仅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三连冠，也连续三年实现人才净流入。

近年来，武汉围绕农村资源要素
和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推进农村资源
资产化、集体资产股份化、城乡收益一
体化的“三化”改革，探索出一条振兴
新乡村之路。

土地流转农房抵押，农

村资源资产化

去年下半年，江夏区法泗街八塘
村村民易志林抵押自家农房，从银行
贷款 10 万元，在他家附近一所高校食
堂中再承包一个窗口。两个食堂窗口
加上流转的 20 多亩地种植水稻，去年
家庭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他说：“流转
的土地、农民的房子都可以抵押贷款，
这在以前都没法想象。”

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被
称为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三块地”。
武汉市农委主任谭本忠说，长期以来
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只有承包或使
用权，必须通过改革让权属资产化，使
资源变财富。

武汉市通过完善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与抵押融资
等改革，推动农村资源要素流动。

“农村各类资源权属只有能交
易、可抵押，才算真正的资产化。”武
汉市农交所总经理孙晓燕说，目前包
括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四荒地”使
用权、林地使用权等 11 类农村权属
均可在武汉市农交所内挂牌交易、抵
押融资。

截至去年底，武汉市农交所组织
各类农村产权交易 3631 宗，涉及面积
134 . 98 万亩。农村产权交易价格呈稳
步上升态势，去年土地经营权交易价
格达到平均每年每亩 566 元，与 2011
年相比增长了 31 . 63%。

“共有”变“共享”，集体

资产股份化

村集体资产经营增收难、收益分
配难、日常监管难，长期是农村集体经
济做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瓶颈。
武汉市以蔡甸区作为改革试点，探索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差异化、分配自主化、监管常态化，实现村集体资产从理论
上的共有，变成现实中的共享。

蔡甸区群力村有 580 亩集体土地未分包到户，一直是
村民矛盾焦点。村支书周木林说，村里不少外来空挂户，也
有姑娘外嫁户口没迁走的，集体土地收入分给谁、不分给谁
矛盾很突出，“钱不多可问题大，最后只能每亩每年 120 元
租给农户”。

2016 年底群力村成立土地合作社，将 580 亩土地折算
股份分给 1728 名村民。首批 60 亩土地按每亩 900 元流转
给企业虾稻连种，租金收入按股分红。“这样不仅能做大村
集体资产‘蛋糕’，村民都能从中公平获益。”周木林说。

目前蔡甸区 9个试点村中共有 9938 人获得集体资产
股份，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 4500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 2 . 1 万元，与改革前相比都实现大幅度增长。

“过去村民只要把户口迁走，就自动丧失村集体收益分
配权。”蔡甸区曾铁岭村支书万明安说，现在股份化改革后，
股份随人走，即便户口迁进城，也能继续持股，“给农民吃了
颗定心丸”。

武汉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局长尤俊说，结合前期试
点情况，武汉市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对全市 2000 多个行政
村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

市民下乡农民进城，城乡收益一体化

每天种菜、养羊、喂狗，武钢退休工人谌鄂湘空着城市
房子不住，选择在武汉新洲区汉子山村租住的农房中，过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田园生活。

“我和朋友喜欢乡村生活，大家退休后就相约找到这个
山村。”谌鄂湘说，他所在农房的房主已搬到城区居住。经过
简单翻新、修缮，以租期 10 年、每年 3000 元租金租下农房，
“每天生活特别悠闲、充实”。

武汉市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城镇化提速，大量农
民进城，农村不少农田、农房闲置；同时大量有下乡需求的
市民、资本却因政策限制受阻，“坚守底线，打破壁垒，才能
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渠道，避免农村空心化”。

经摸底，武汉市长期闲置农房占总量比例达 15 . 8%。
对此武汉市出台“黄金 20 条”扶持政策，鼓励市民下乡租用
农房养老、创意、创业，形成市民组团下乡休闲养老，企业进
村办工厂开民宿的热潮。

据统计，去年武汉市农村空闲农房签订出租协议
10078 户，年租金达到 1 . 49 亿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工
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总额达到 22 . 12 亿元。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说，坚持“富民
导向”“问题导向”“改革导向”，就能真正让“市民下乡有盼
头、能人回乡有劲头、企业兴乡有干头、农民增收有奔头”。

（记者周甲禄、李劲峰）新华社武汉电

周宇虹至今不肯相信父亲已经走了，“我伸
手去摸茶几下面爸爸的烟盒，发现是空的，原本
挂着检察官制服的衣柜也是空的……我不敢进
客厅，因为爸爸的遗像挂在那里。”周宇虹的父
亲名叫周会明，生前是安徽省一名检察官。

2011 年起，时任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反渎
职侵权局局长的周会明，作为第一批援藏检察
业务专家，连续两任挂职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山南分院副检察长。无论是在江南水乡，还
是雪域高原，他始终勤勉敬业，敢于担当。因为
工作成绩突出，2016 年，周会明被中央文明办
评为“中国好人”；2017 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
评为“守望正义——— 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和
“全国模范检察官”。

1 月 12 日，周会明积劳成疾，猝然离世，年
仅 53岁。他一生热爱检察事业，用自己的汗水
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为了心中净土，他主动两任援藏

“我热爱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爱心中的那
一片净土。”周会明生前曾谈起过进藏的初衷是
因为一次自由行。

初到西藏赴任，周会明从电视新闻中发
现了一条案件线索：2011 年底山南地区加查
县发生口蹄疫疫情，给当地群众造成了几百
万元损失。他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渎职行
为，立刻组织干警追查，查明乡干部未按规

定给畜群注射疫苗。
在驻藏工作期间，周会明以“业务援藏”

为抓手，通过改造升级技术，加强人员培养，
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多民族检察官队伍。

为提高干警办案能力，周会明提出“请进
来、走出去”思路，开创了“组团式援藏”的先
河。

经他协调，安徽检察系统先后选派 23 名
业务骨干到山南挂职，与当地干警组成多个
办案组，在实践中“传帮带”；6 名山南干警被
选派到安徽培训锻炼，获得面对面指导。

“师傅教会我正确方法，给了我信心和勇
气，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短短两年，藏族
干警尼玛扎西从“怯场新手”成为办案骨干，
他尊称周会明为“师傅”。

爱藏如家，他与山南干群心连心

援藏期间，周会明成了高原上的“拼命三
郎”，从线索初查、审讯、固定证据到后勤保障，
他样样亲力亲为。加上山南地区平均海拔
3700 米，高寒缺氧，他的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
状态。2013 年，周会明援藏到期，但是在山南
同志们的盛情挽留下，他毅然选择再干一任。

为了与西藏干群有共同话题，周会明认
真学习当地文化书籍，了解风土人情。看到山
南检察院办公用品不足，他联系亲友赞助了
近 20 万元的电脑和设备。

周会明有一次到洛扎县办案，当地一位
藏族检察官因缺氧患有多血症，身体极度虚
弱。他回来后立即安排把自己的制氧机送了
过去。

周会明生前用过的手机里至今还存着一
张照片：他与一群藏族孩子在空地上踢足球，
孩子们洋溢着幸福的笑容。2015 年秋，周会
明到浪卡子驻村，听说教学点缺少文体用品，
便和朋友们一起捐助 1 万多元，开车走了四
五个小时山路把文体用品送到海拔 4000 多
米的教学点。这张照片就是周会明与孩子们
玩足球时拍下的。

“如今你有了两个家乡：一个在平原，一
个在高原。”援藏期间，周会明先后荣立一次
二等功和一次三等功，被山南市委评为优秀
援藏干部，连续两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猝然离世，他生前诠释大爱

2017 年 8 月，经组织研究，周会明赴宣
城任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在新的岗
位上，他以“观念新、作风实、勤学习”成为当
地干警心目中的典范。

“他分管很多业务，但对经手的每一个案
子都不轻易放过，特别专业、细心。”宣城市检
察院侦监处检察官助理杨凌说。宣城市检察
院案管中心主任汤军说，周会明特别注重科

技对检察事业的助推作用，“他对大家说检察
机关要与时俱进，要思考‘互联网+’的作用。”

10 月，周会明赴京参加“群众最喜爱的
检察官”颁奖礼回到宣城，得知院里的一位老
驾驶员患肝癌，需要肝移植手术。虽然素未谋
面，周会明却将获得的所有奖金全部捐给了
他。

去年底，妻子曹菁发现周会明脸色发暗，
人也瘦了，多次催他检查，他说年底太忙，春
节后再说。今年元旦，身体已很虚弱的周会明
在妻子的“逼迫”下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
晚期。1 月 3 日，在组织安排下，周会明到上
海就诊，但病情仍无法控制。12 日，带着对未
竟事业和家人的不舍，他离开了人世。

“会明走得太快太突然，这位检察楷模，
10 天前还战斗在工作一线，转瞬间生死两
隔。”谈到周会明的离世，安徽省检察院检察
长薛江武感到无比沉痛和惋惜。

出于个人兴趣和对父亲的敬仰，周会明
的女儿周宇虹本科学的是法律专业。今年即
将毕业的她说未来的志向是从事法律工作，
继承父亲的遗志。

曹菁对女儿说：“咱们就当爸爸回西藏上
班去了，他热爱那片土地，那边的老百姓也都
由衷敬爱他。爸爸能为自己热爱的检察事业
付出一辈子，我们该为他高兴。”

（记者余俊杰、徐海涛）
新华社合肥 2 月 27 日电

三年长出十个瘦西湖

扬州人为何青睐建公园？

春节期间，新疆边陲小城特克斯，沈建佳的
家很是热闹，前来拜年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
柯尔克孜族、汉族客人络绎不绝。

年过花甲的沈建佳，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特克斯县一名普通的退休干部，住在县城
南边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小院里。对于很多人来
说，叩开沈家大门就算是回家了，因为沈建佳是
他们最亲密的“阿塔”(哈萨克语，意为“爸爸”)。

担当：“苦孩子”同一个“爸爸”

“阿塔，您还好吗？”22岁的哈萨克族小伙
儿别克阿力仔细端详着沈建佳。沈爸爸身板仍
然结实，但多了些白发。

沈建佳开心地点着头，一把挽住别克阿力，
穿过院内狭窄的走廊，步入一幢内室宽敞的新
屋。“这房子是你 6个弟弟的卧室，政府去年给
新建的。”沈建佳指着正享受寒假的“儿子们”，
向别克阿力一一介绍，“他叫阿衣布尔，17岁；
这是巴格兰，今年 16岁……他们有的来自贫困
家庭，有的是单亲家庭，和你一样都是‘苦孩
子’……”

2007 年，由于家里兄妹多、耕地少，不堪重
负的父母要求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别克阿力中断
学业。“沈爸爸知道后把我接回家，管我吃住，供
我读书。”别克阿力现在已成为一名出租车司
机，还在县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是沈爸爸给
了我现在的一切。”

沈建佳曾是军人，后转业到特克斯县林
业局工作。从 1986 年开始，他陆续接收一些
贫困家庭的农牧区孩子到自家住下，短则二
三年，长则七八年，直到他们完成学业、走向
社会。

32 年来，他先后帮助 173 名哈萨克、柯尔
克孜、维吾尔、蒙古、回、汉等民族濒临辍学的孩
子走进课堂，其中不少人考上了大学。

其中的艰辛付出可想而知。年轻时，沈建佳
多次相亲失败，原因大多是女方嫌他家“人口”

太多，负担太重。而今，退休了，他月退休金超
过 5300 元，在当地算是不错了，可几乎没有
存款。但沈建佳从不后悔：“不读书，苦孩子就
会一直苦下去，我吃些苦不算啥。”

行动：让孩子学会感恩

1958 年，两岁的沈建佳随家人迁至特克
斯县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生活。由于家
境贫寒，他吃着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

邻居的百家饭长大。
1979 年，23岁的沈建佳参军。他在人民

军队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多次立功受奖，入
伍第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疆
人，我永远感激养育我的各族乡亲。作为一名
中共党员，我要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学会感恩。

这些年，他坚持筹措资金为偏远农牧区
的孩子赠送文具、书本等学习用品，几乎每次
他都带上家里的孩子一起去。

沈家现在的 6个孩子都亲身感受过这一
课。最大的孩子地力木拉提已 18岁，上初中
时，他便把沈爸爸给他的交通费余额攒下来，
替贫困同学买车票。年纪最小的阿尔曼 12
岁，每回买文具都会多买几份，班里同学需要
了，便给出去。去年春节，阿尔曼见沈爸爸脚
上的皮鞋破洞了，把 200 元压岁钱拿了出来：
“爸爸，您别老给我们花钱，快换一双新鞋
吧！”

“我这样做，不求他们回报我，只希望他
们能回报社会，为其他有困难的人提供帮
助。”沈建佳说。

榜样：聚合爱的力量

这些年来，沈建佳最怕的是孩子生病。
“胳臂摔骨折，疝气手术，一进医院就发
愁……”时常捉襟见肘的他，很多时候只有通
过信用卡来“腾挪”、“补洞”。

有人劝他，通过自己的号召力，发动更多
人一起干。沈建佳通过微信、QQ 等动员家
人、战友、同事加入爱心事业。2013 年以来，
他组建的博爱志愿者、退伍老兵志愿者等志
愿队总人数已发展到 140 多人，“除了新疆
的，还有内地志愿者！”沈建佳很欣慰。

特克斯县志愿者张世莉说，这些年，志
愿队助力学生高考、慰问一线民警、关爱留
守儿童、关注两癌妇女等，帮助了更多的
人。沈建佳的战友赵海虎 4 年前成了爱心
志愿队的活跃分子。他说：“物质上，战友中
比老沈强的人很多。精神上，老沈一直是我
们的榜样！”

当年的“苦孩子”别克阿力现在也是志愿
队一员。他每月向 1 名 13岁的汉族孤儿汇去
150 元生活费，一直坚持了 3 年。他表示：“我
要努力做爸爸那样的人。”

（记者张晓龙）
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27 日电

用 生 命 守 望 正 义
追记“全国模范检察官”周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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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佳：173 名各族孩子的“爸爸”

▲沈建佳和孩子们（ 2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

▲江西省鹰潭市信江新区夏埠乡农民运动会已连续举
办 32 年。2 月 27 日，夏埠乡全乡 10 个代表队共 300 多名
运动员参加了包括拔河、袋鼠跳、螃蟹赛跑、跳绳等比赛项
目。 (柴玲琳摄)

农民运动会连续举办 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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