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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3 月 5 日电(记者丛峰、董小
红)百姓的“小事”，民生的“大事”。近年
来，成都在解决群众民生小事上见真功、求实
效，一个个“小改革”背后，折射出“大民
生”。

砍掉 298 项奇葩证明

群众办事更“撇脱”

2 月 25 日，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当市长罗强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用四川话念出“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
心、更撇脱”时，与会者会心一笑并报以热烈
掌声。

四川方言中，“撇脱”是指简单、容易的
意思。事实上， 2017 年，成都通过“取消 18
项行政许可”“村(社区)证明事项从 313 项大
幅缩减到 15 项”等诉之于民、惠之于民的
“减证便民”行动，让大家的工作生活变得更
“撇脱”。

2016 年开始，成都选择 40 个村(社区)，
摸排当时被要求开具的证明，逐一由市级对口
部门提供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律取

消。
“最后由市政务中心、市民政局、市法

制办‘三堂会审’，形成 15 项保留清单，
并由市政府发文在全市推行。”成都郫都区
民政局局长彭祖成说。

2017 年 5 月 1 日，《成都市村(社区)
证明事项保留清单》正式实施，将原来的
313 项证明事项“砍”至 15 项，并将证明
范本在线上线下“广而告之”。

“一次性砍掉 298 项各类证明，不仅让
群众少跑腿，也给基层组织减了负。”彭祖
成说。

11 个部门延时服务

周末也能轻松办事

博物馆开展了，白天上班，晚上想逛却
已关门；一些服务窗口开放时间与上班族
“共进退”，想办事却要请假……去年 8 月
1 日起，成都以群众最关切的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领域为重点，在公
安、环保、食药监、政务中心等 11 个行政
事业单位启动错时、延时工作制试点改革。

这项改革重点解决了下班后、周末和节
假日群众办事的需求，受到大家欢迎。成都
市政务服务部门延时服务窗口开设前 3 个月
办件总量就达 26 万件，市本级、区(市)县
和乡镇(街道)办件比例分别为 3 ： 6 ： 1 ，
服务有效延伸到基层。

“以后去办事，可以不用请假了，趁着
中午或周末去，很方便。”市民刘林芬说。

“错时工作，‘错’开的是时间，
‘对’上的是服务；延时工作，‘延长’的
是部门工作时间，‘缩短’的是群众跑腿时
间。”成都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一年处理来电来信 236 万件

动动手指“一网打尽”

“小区出门到地铁站太不方便了，
希望能把几个小区之间的路连通”“小
区 附 近 没 有 菜 市 场 ， 需 配 一 个 菜
市”……今年 1 月 17 日起，成都高新区
公众信息网在“民意征集”栏目发起民
生工程建议征集活动，第一周就收到有
效信息 280 余条。

不仅如此， 2017 年成都高新区民生工程
意见征集投票共吸引 14 . 8 万网友参与，收集
有效意见建议 1484 条。经过合并同类项和项
目可行性论证，最终这些意见建议被归纳为
117 项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项目，意见建议
采纳率达 64% 。

运用互联网平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高新区的做法是成都市网络理政的一个缩
影。

2017 年，成都网络理政平台网站累计访
问量 210 多万人次，处理群众来电来信 236
万件；群众来电来信回复办理率 99 . 2% ，诉
求解决率 84 . 1% ，群众满意率 86 . 7% ，平均
回复周期为 5 . 73 个工作日。

限期办理，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答复。
成都网络理政平台的开通，不仅是集成领导
信箱和 12345 市长热线电话等“问需”载
体，还打通从受理、审核、沟通、办理到反
馈、回访的全流程工作机制。

去年，成都龙泉驿区居民叶阿姨因小区
广场堆放垃圾问题，向区上网络理政平台反
映。“信发了没两天，就有工作人员来社区
回访，帮助协调把垃圾搬走了。”她说。

砍掉 298 项奇葩证明 周末也能到 11 个部门轻松办事

成都：“小改革”折射“大民生”

据新华社西安 3 月 6 日电(记者刘书云、张
斌)被誉为中国“农科城”的杨凌是我国唯一的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春耕之际，走在杨凌
的田间地头，记者发现，种地队伍不断走向融
合，种植品类更新换代提速，技术领衔农业生
产，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气息的“农科
城”春耕，启示着我国未来农业生产的新图景。

从“土专家”到“土博士”：

“农民”队伍走向多元化

48 岁的农民王中来站在自家大棚里，对记
者说：“我棚里草莓有 17 个品种，采用立体化种
植，别人一亩种 8000 苗，我种 1 . 5 万苗。”

王中来是杨凌的职业农民，脑子活、善学
习，在当地颇有名气。比起农民身份，王中来
更看重前缀“职业”二字，在他看来职业化是
未来农业对农民的要求。为此，他要求自己要
翻看农业杂志，善于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要
和教授交朋友，还要出国学习提升。

像王中来这样的职业农民在杨凌不在少
数。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天
雄说：“仅 2017 年杨凌就培训技术农民 4 . 6 万
人，截至去年底，已有 1 . 2 万余人拿到农民技

术职称证书，农民职业化正成为一种趋势。”
春耕队伍里不仅有年长的“土专家”，还

有年轻的“土博士”。31 岁的姜义亮是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的在读博士。2016 年，他与同为
博士的高海龙、沈锋、李鹏飞等人成立了一家
生态技术公司，专门从事土壤检测、土壤改良
与修复等技术服务。

“我们参与指导和改良的毛乌素沙漠、陕
西蓝田县和甘肃庆城县等地的土壤利用效率
明显提高。”姜义亮说，“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
务行业大有作为。”

从“大棚菜”到“大棚果”：从

供给侧紧盯市场端

35 岁的汤新国是“归乡潮”中的一员。
2006 年专科毕业后，他在城里盖过楼房、搞
过装修，结婚后，他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未
来。他说：“2010 年左右，我们杨凌的设施农
业发展很快，搞得很红火，加上我家也有 8
亩地闲置着，就想回来试试。”

“搭棚、买种子、除草，别人咋来我咋来，
没想到第一年 4 亩西红柿就赚了 12 万元。”
尝到甜头后，汤新国与 80 户农民一起成立了

合作社，集约了 146 个大棚，并且硬化路面、
盖仓库，准备大干一场。

但他逐渐发现，传统的“大路菜”并不时
时都是“摇钱树”。“种的人多了，掉价就厉害，
不少大棚开始出现‘空窗期’，对合作社社员打
击很大。”为此，汤新国开始寻求转型。

2016 年，他分出 8 个大棚尝试种植南方
水果火龙果，收益颇丰。他说：“西红柿行情不
错的时候一亩赚 3 万多元，但火龙果一亩就可
以赚 10 万元，而且在地头就卖完了。”2017
年，他又引进试种了包括百香果、莲雾等多个
热带品种。他说：“今年还要引进 30 多个品种，
提升更新换代速度。”

“调整种植结构说到底还是要紧盯市场
需求，跟紧市场错不了。”对于种什么，汤新国
有自己的想法：“比如现在，‘大路菜’我们也不
能放弃，但是要转换销售方式，比如我们最近
就在和一个火锅产业谈订单销售，让‘大路菜’
也能卖出好价。”

从“大水漫灌”到物联网干

预：技术引领现代农业未来

大棚里的瓜种没播在地里，而是着床在

地上的“有机枕”里；纳米膜电热水机组让
大棚也能变频加热；给牛槽装上特制设备，

有效防止牛只吃饲料不吃草……
职业农民李海平是新设备、新技术的忠实

粉丝。作为杨凌锦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务农 9 年的李海平认为“勤劳不一定能致富，

但技术可以”。为此，他种植的葡萄和猕猴桃，
不但种类甚多，而且灌溉和施肥方法也不大一
样。用他的话说，要用创新方法提高果品质量：
“在别处吃不到的我这儿都有，味道还更好。”

在合作社的一个大跨度双拱双膜大棚里，
一种新品种葡萄苗刚刚种下。为了提高品质，
他专门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对土壤进
行检测，在种下果苗后，还为果苗“定时喂养”。

“以前我们都是开春一次性施肥，但是植
物不同生长阶段需要的营养不一样。”李海平
说，“现在，我们大棚都建有物联网系统，灌
溉系统也已经更新，可以做到营养定时定量供
给。”

科学种植，技术领先，李海平的葡萄和猕
猴桃不但价格坚挺，而且销售火爆。他说：“现
在一个大棚可以赚 12 万元，去年以来，各地来
人参观学习，现在售苗成了又一收入增长点，
快赶上水果的收入了。”

现代农业什么样？“农科城”杨凌有答案

没有闪光灯，没有拉拉队，没
有精彩的空中大灌篮，也没有刺激
的压哨三分球，但这丝毫不影响农
民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
拼搏。正是这带有“泥土”气息的
比赛，被称为农民“NBA ”，在
场的观众无不欢呼呐喊，直喊“得
劲”。

3 月 4 日，河南省第十届万村
千乡农民篮球赛总决赛在河南省洛
宁县文化体育中心开赛，首场比赛
中，洛阳队以 77 ： 53 战胜了新乡
队。据了解，总决赛将持续四天，
共有来自郑州、洛阳等八支代表队
参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参加农民篮球赛的运动员们都
来自基层，有的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有的是餐厅服务员，有的是退
伍军人，有的是乡村体育教师。只
要在基层的赛区报名，就能参与其
中。

商丘代表队球员杨浩是第二次
参加农民篮球赛，他是商东外国语
实验学校的一名体育教师。“在这
里我不仅能与其他球员切磋球技，
更能够提高自己的赛事组织能力与
判罚能力，回到学校后，我的角色
就由运动员转变为了组织者和裁
判，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宝贵的学习机会。”杨浩说。

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始
于 2009 年，是由省体育局、省农业
厅共同举办的覆盖全省广大农村的
大型赛事。每年都能够吸引约 30 万
农民参与此项活动。

郑州大学体育系教授、篮球国
家级裁判董胜利从第一届开始就担
任这项赛事的裁判长。“不少年轻
人，三步不离手机五步不离电脑，一得空就打游戏，沉迷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董胜利说，“把农民从过年的牌桌、
酒摊和网吧拉到球场，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我们举
办农民篮球赛的初衷。”

下一步，篮球赛将尝试外援机制以进一步提高赛事的
对抗性与观赏性。

(记者李嘉南)据新华社郑州 3 月 6 日电

河
南
农
民
﹃N

B
A

﹄火
遍
万
村
千
乡

把
农
民
从
过
年
的
牌
桌
酒
摊
和
网
吧
拉
过
来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王都鹏、
刘慧)随着证监会近日就退市制度改革公开
征求意见，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已提上日
程。业界注意到，这次改革意见强化了证券
交易所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的决策
主体责任，意在让交易所在退市制度实施中
“唱好主角”。

历史上退市制度经历过多次改革，执行
一直是难题。证监会表示，此次修改是在总
结 2014 年该意见发布以来执行情况的基础
上，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进一步完善。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改调整了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内容，强调证券交易所的退市

工作主体责任，加大退市执行力度。
证监会拟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构成欺诈

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重大违法
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
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证券交
易所应当制定上市公司因重大违法行为暂停
上市、终止上市实施规则”。

“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监管来看，普遍
是交易所优先落实主体责任，其次才是证监
会的介入。”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说，此次
的改革将推动监管的权责归属更加清晰。

证监会表示，后续工作中，证券交易所
将制定具体实施规则，明确上市公司因重大

违法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标准、程序等
事项，严格执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制度。

此次修改还明确将对新老划断作出安
排。孙建波说，可以看出，交易所的一线
监管主体责任会明显增强。不过，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的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未来
还需看具体落实。

证监会也提到，在完善重大违法行为
退市制度的同时，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大对
财务状况严重不良、长期亏损、“僵尸企
业”等符合退市财务指标企业的退市执行
力度，促进上市公司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退市制度再改革，将让交易所“ 唱好主角”

据新华社杭州 3 月 6 日电(记者余靖静)5 日，杭州小
学 2018 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杭州市辖的滨江区和余
杭区内所有小学一到三年级、余杭区所有幼儿园启动学生
放学后“免费托管”服务工作。

滨江区教育局表示，“免费晚托班”这项服务上学期
已在 4 所小学的一到三年级中试点推行，本学期起在全区
所有小学的一到三年级推行，到 2018 学年下半年再在全
区小学的一到六年级推行。

余杭区教育局除了在全区小学的一到三年级启动学生
放学后“免费托管”服务工作，也要求区域内的逾百所幼
儿园提供“晚托”服务，晚托班不向家长收费，区教育局
根据相关标准统一拨付经费，给予管理人员补助。

关于“免费晚托班”内容，滨江区教育局要求，“不
搞培训，不上文化课”，学校可进行体育活动、作业辅
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安排等。

杭州近百所学校

推行“免费晚托班”

据新华社南宁 3 月 6 日电(记者刘伟、何伟)“刚刚实
施的《广西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将广西管理海域总面
积的 60 . 12% 纳入红线管控范围，在全国沿海省区市中占
比最高。”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和渔业厅总工程师刘斌日
前接受采访时说。

广西海域大陆岸线 1628 . 59 公里，此次划定大陆自然
岸线(滩)保有长度 585 . 53 公里，占广西海域大陆岸线的
35 . 95% 。广西海洋生态红线区总面积 4100 . 65 平方公
里，共划定禁止类红线区和限制类红线区 54 个。

广西沿海分布有红树林、海草、珊瑚礁等重要的海洋
生态系统，通过实施“蓝色海湾”行动和“南红北柳”工
程，海洋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刘斌介绍，广西海洋生态红
线特别注重保持珍稀濒危物种、海洋旅游资源以及特殊物
种生态可持续发展。本次划定北仑河口红树林保护区、合
浦儒艮保护区、山口红树林保护区 3 个自然保护区禁止类
红线区，严禁任何人进入核心区。

广西守护北部湾生态

划定海洋生态红线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记者熊丰)最高人民检察院 6
日印发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意见，根据意
见，八类因本人或其抚养人遭
受不法侵害等陷入困境的未成
年人将获国家司法救助，救助
金额一般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
区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基准确定。

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
要牢固树立特殊保护、及时救
助理念。对特定案件中符合救
助条件的未成年人，要根据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
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
既立足于帮助未成年人恢复正
常生活学习，也应尊重未成年
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和隐私
权等合法权利，避免造成“二
次伤害”。

意见明确，对下列未成年
人，案件管辖地检察机关应当
给予救助：受到犯罪侵害致使
身体出现伤残或者心理遭受严
重创伤，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
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受到
犯罪侵害急需救治，其家庭无
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抚养
人受到犯罪侵害致死，因不能
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
困难的；家庭财产受到犯罪侵
害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及时
获得有效赔偿，且未获得合理
补偿、救助，造成生活困难
的；因举报、作证受到打击报
复，致使身体受到伤害或者家
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
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
困难的；追索抚育费，因被执
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生活
困难的；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

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
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其他因案件造成
生活困难，认为需要救助的。

意见确定的救助标准为检察机关根据需
救助未成年人家庭经济状况，综合考虑其学
习成长所需合理费用，以案件管辖地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基准，一般不超过三十六个月工资总
额。对身体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家庭生活特
别困难的未成年人，以及需要长期进行心理
治疗或者身体康复的未成年人，可以突破救
助限额。

八
类
陷
困
境
未
成
年
人
可
获
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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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高寒地区植树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试验基地绿化工程师何亚锐在苗圃基地内查看气象站大数
据自动监测设备，并用手机端采集气象数据（3 月 2 日摄）。试验基地占地 1000 亩，位于那曲地区那曲县境
内。该项目技术人员研究树木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同时开展试种工作，以攻克高寒地区树木成活
率低这一难题。目前，高寒植树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西藏那曲

高寒植树

上海升级苏州河整治

后年消除劣 V 类水体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6 日电(记者李荣)上海在实现中小

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的目标之后，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
整治四期工程，并且在全市实施劣 V 类水体整治的攻坚
战。这是从上海 6 日召开的 2018 年河长制暨苏州河整治
四期工程部署会议上传出的最新信息。

据了解，上海今年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
工程，加强岸上的截污治污，计划完成 155 公里河道环境
综合整治、 46 条断头河的整治，基本完成相关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新建工程。

同时，将加强苏州河的防汛能力建设，相关的堤防达
标改造及底泥疏浚工程力争年内开工。加强两岸的生态整
治，完成苏州河南岸长宁段慢行步道工程。

上海市水务局人士说， 2017 年，上海实现了“中小
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的目标，打赢了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
治这一河长制治水的“首场战役”。上海城乡水环境面貌
持续改善，河湖水面率止跌回升， 1864 条段中小河道已
基本消除黑臭，全市 259 个主要河流断面水环境功能区的
达标率为 59 . 1% ，较 2016 年上升 16 . 2 个百分点。

上海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基本消除劣 V 类水体，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升至 78% ，河湖水面率达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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