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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3 月 20 日电(记者沈汝发、张
逸之、刘姝君)19 日上午，福建省大田县谢洋
乡坑口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村民有的在咨
询转学问题，有的在开用电证明……以往群众
反映的村部“铁将军”把门、有事找不到人等
现象，被服务中心的热闹气氛所替代。来办事
的村民对记者说，这一切得益于县里推行的
“住村特派员”制度。

“村部四周杂草丛生，门窗上

挂着蜘蛛网”

2016 年 7 月上任的大田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王怀斌告诉记者，县委组织部曾多次组织
调研，他去的一个村比较典型，村部大门紧
闭，“打电话给村委会主任，说钥匙在村党支
部书记那儿，书记又说在村文书那儿，文书拿
了一堆钥匙过来，找了好久才打开，一看里面
地板破烂不堪，看上去已经好久没有人上班
了。”

大田县委组织部调研后发现：个别村级党
组织对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不够
不到位，执行上级指示打折扣；少数党员干部
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淡薄，作风不
实。

“村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极少数干部还
受宗族势力、利益影响，存在吃拿卡要现
象，该做的工作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王
怀斌曾经担任过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体
会。

针对极少数村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的问
题，大田县自 2017 年 8 月起从乡镇重点培养
对象、新招录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大学
生村官中分两期选派 79 人担任住村特派员，
协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住村特派员就是党的政策

‘宣传员’”

记者在大田县走访发现，这里的村部外
墙上都挂着一颗闪耀的五角红星，屋顶插着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村部一楼设置“党群服
务中心”，实现柜台化办公，柜台里面是村干
部与住村特派员的办公场所。

“我们的村部很好找，找红星、红旗就
行。”大田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詹永璋说，
组织部门对村级活动场所进行规范化改造，
在功能布局、牌匾制度等方面统一要求，更好
地服务群众。

“说实话，以前的服务意识是有些淡薄，

住村特派员来了以后，经常组织培训、讲课，
并带着我们干，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关
系到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意识到肩上的
担子有多重。”大田县建设镇建忠村党支部书
记陈昌沐说，他们就是党的政策“宣传员”。

针对村干部政策理论水平相对不高的情
况，住村特派员通过各种形式向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及
时传达和解读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
署，使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较快了解掌握到党
的新政策新要求。

据统计，目前已累计组织党员参加各类
政治、理论学习 420 多场，发布学习资料 650
多条。“起到了‘宣传员’的作用，提高了农村党
员干部的理论素养。”王怀斌说。

“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为加强基层党建，住村特派员协助比较
薄弱的村级组织加强村级班子内部制度建
设。“以制度管人管事，才是强化基层组织的
长效之策。”建设镇党委书记乐永权说，通过
建章立制，个别村党员干部“不作为”“乱作
为”现象得到遏制。

武陵乡大石村住村特派员杨清明说，

我们的任务不仅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
重点还要帮助村两委规范和完善党务村务
公开、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等工作制度，
提高党员积极性，锻造一支能适应农村新
形势新任务的党员队伍。

记者采访看到，大田县所有村部的公告
栏上都张贴着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的信息。
“以前村里有啥事我们也不清楚，会不会有
暗箱操作，大家心里不免也犯嘀咕，现在公
开透明，清清楚楚。”华兴乡仙峰村村民翁作
虎说。

在农村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吴山乡梓溪
村与大田县供电公司采取“集体闲置空间+光
伏发电”方式，创办村级光伏发电站，预计年
发电量可达 7 万度以上，年新增村财政收入
7 万元以上。

“我们很欢迎住村特派员。”建设镇建忠
村村委会主任吴荣说，他们懂政策、头脑活、
思路广，帮助我们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现在感觉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广
平镇元沙村村民张乃品说，“现在看着插着
红旗、挂着红星的村部，心里踏实多了，这
里天天有人，复印、盖章、开证明很容易
了。”

“住村特派员”来了，激活的不仅是村部“人气”
福建大田实施“住村特派员”强化基层党建，村民感觉“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新华社济南 3 月 20 日电(记者袁军宝、陈
国峰)5 种迁建方式、260 亿资金投入、26 个专
项方案……为破解黄河滩区这个百年难题，山
东整合资源，分类施策，提出 2020 年全面完成
滩区居民迁建各项任务，解决 60 . 62 万滩区群
众的防洪安全和安居问题。

60 万滩区群众盼安居

一百多年前，黄河夺道山东入海，频繁水患
让周边百姓叫苦不迭。

据相关部门统计，自 1950 年以来，山东黄
河滩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水漫滩 20 余次，受灾
村庄 1 . 23 万个次，被水围困人口累计达 160 . 8
万人次，倒塌房屋 73 . 1 万间。目前，山东仍有
60 多万群众生活在滩区。

因为黄河频繁发大水，家住鲁西南东平
县银山镇北刘庄村的刘振臣，大半生都在提
心吊胆中度过。72 岁的他共搬了 9 次家，其
中有 3 次不仅房倒屋塌，全部家当也被洪水
冲走。

以前每到七八月汛期来临，黄河水就像
脱缰的野马，裹挟着泥沙冲出河槽，漫过庄
稼地、漫过村庄道路、漫过房屋院落，洪水
过去，庄稼绝收，房倒屋塌……北刘庄村村

民们回忆说。
有个安稳的家，也是济南市章丘区黄河

镇岳家村村民岳永吉一辈子的心愿。
岳家村与黄河的直线距离不到 1 公

里，村前一处池塘格外显眼。“池塘面积
得有 12 亩，深 6 米，是村民长年累月挖土
垫村台挖出来的。”岳家村党支部书记岳
永强说，为避洪水，村民不断筑高自家村
台，造成房屋有高有低，道路起伏不平。
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岳家村，俨然一副山
区村模样。

山东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处长李秋生介
绍，滩区生产生活条件比较恶劣，普遍面临
“住房难、行路难、浇地难、吃水难、上学难”等
问题。最难的当属住房问题，滩区老百姓中间
流传着“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
还账”的说法，安居成为他们心头最大的期
盼。

五条路子共解一个难题

黄河大堤在章丘辖区内绵延 20 多公里，
一堤之隔，两重天地。近年来，相比于滩区外
生产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滩区内的 21 个村
各类基础设施仍十分落后。

章丘决定将黄河镇的这 21 个村、 1 . 2
万余名群众迁至堤外，集中安置到一处新社
区。当地政府与中国建筑集团合作，按照
“绿色建筑”标准规划建设安置社区，住宅
楼顶全部设计为分布式光伏发电。新社区离
黄河镇政府仅百米之隔，生活十分便利。为
迎接外迁的滩区群众，当地将天然气管网接
入黄河镇，并专门建设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

在黄河镇南李村，记者遇到刚去新社区
转了一遭的 72 岁村民刘庆宝。“盼着新楼
赶紧盖起来，做梦都想从这穷窝窝里搬出
去。”此前，一说要外迁，全体村民积极响
应，签字同意率 100% 。

按照计划，明年底， 130 多栋楼房将在
黄河镇的安置社区建成完工，滩区群众将在
新房中辞旧迎新。

据了解，外迁安置是山东为啃下黄河滩
区迁建这块“硬骨头”实施的五种办法之一，
这一方式涉及 192 个村，将建设 42 个新社
区，安置人口 14 . 10 万。同时，山东还将就地
就近筑村台安置 1 3 . 8 9 万人，筑堤安置
15 . 97 万人，旧村台改造提升安置 5 . 11 万
人，采用临时撤离措施安置人口 11 . 55 万
人。

山东省发改委介绍，迁建工程规划总投
资 260 多亿元，将按照“各级政府补一块、

土地置换增一块、专项债券筹一块、金融机
构贷一块、迁建群众拿一块”的思路筹措资
金。为解决资金难题，山东允许有滩区搬迁
安置任务的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挪旧窝、创新业” 搬得出

更要稳得住

安居只是第一步，乐业才是确保长期
稳定的关键。山东在此次规划安置新社区
时，同步布局适宜产业，建设特色产业园
区，解决群众就业发展的长久生计问题。

章丘利用滩区迁建整理出的 3 万余亩连
片土地，打造农业产业园区，让迁建群众一
上楼就有工作。他们引入正大集团建设高标
准种养结合基地，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还
与另一家农业企业合作，发展经济作物种
植、生物质能源等。

“村民把土地流转给企业，也可以去企
业打工，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但收入
肯定比以前高出一大截。”南李村党支部书
记刘庆民对滩区外的新生活充满信心。

南李村畅想的美好生活，在其上游 150
多公里远的东平县银山镇耿山口村早一步
实现了。耿山口村党支部书记耿进平说，
新社区与镇上的工业园区相距仅 1 公里，
工业园区内已创办航空运动器材、建材、
制衣、生物制品等多家企业，吸纳了 1500
人就业。 10 多里外的老村庄将复垦出 800
多亩土地，与原有土地一道发展高效农
业。

为给迁建村植入长久发展的动力，山东
整合 26 个部门力量，在新村建设、两区同建、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
编制了 26 个专项方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携手把滩区群众拉出“穷窝”。

山东：五条路子解难题，60 万滩区群众得安居

新华社青岛 3 月 20 日电(记者陈灏)我
国功勋科考船“大洋一号” 3 月 20 日上午
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科考基地码头起航，开始执行 2018 年综合
海试任务。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底机器人“潜
龙”和“海龙”均将参加本次海试的相关科
学调查。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海试的主要目标是贯

彻“蛟龙探海”重大工程要求，通过使用“大洋
一号”科考船在东海、西太平洋、南海开展相
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
“海龙”和“潜龙”系统的发展。海试统筹安排
了西马里亚纳海盆海洋调查、深海多金属结
核采矿试验工程项目等任务，将探索“一船多
用、一船多能”。

本次海试共 45 天，其中海上工作时间
42 天。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

海洋局北海分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
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等 18 家单位共 119 人参加海
试。

据了解，“大洋一号”是一艘 5600
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具备海洋地质、海
洋地球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物理
海洋、海洋水声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条
件。

“大洋一号”海试起航，“双龙”出海担重任

▲ 3 月 20 日，“大洋一号”科考船船长申请起航。 ▲ 3 月 20 日，“大洋一号”在码头停靠。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陈灏摄

“孩子，别说不认识我/这
乡音/就是我守护了一辈子的
胎记”——— 19 日凌晨，著名诗
人洛夫在台北逝世。在洛夫家
乡湖南衡阳，他那些饱含家国
情怀的诗句，被乡亲诗友不断
传诵。

“洛夫的乡愁不亚于余光
中。”衡阳市迴雁诗社社长李镇
东说，洛夫的《边界望乡》《衡阳
车站》等作品，通过诗歌表达了
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衡阳市作协主席陈群洲回
忆，上世纪 80 年代，20 多岁的
他将自己第一本诗集邮寄给远
在台北的洛夫。洛夫的回信言
辞恳切，对于家乡有这样的年
轻诗人感到欣慰，勉励他好好
创作。

“为何雁回衡阳，因为风的
缘故。”最近 20 多年来，洛夫先
后 9 次回到衡阳，探亲寻根，参
加诗歌节等活动，在学校发表
演讲，鼓励青年学子。

洛夫的出生地位于衡南县
燕子山。多次陪同洛夫的衡南
作家胡朝阳说，洛夫第一次看
到老屋，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往
事历历在目：儿时住在阁楼上，
在那里读过《红楼梦》《水浒
传》；屋后是养马的地方，在那
喂过马。

“而我挥动的手/依旧悬在
四十年来/未曾冰解的/乡愁
里。”在《再别衡阳车站》里，洛
夫写下这样的诗句。胡朝阳说，
几乎每次回乡，洛夫都要在衡
阳车站看看那里的老站牌，在
一棵大树旁徘徊又徘徊，感觉
“故乡永远在这里”。

胡朝阳说，家乡面貌发生了变化，洛夫便去寻文化
的根，他很喜欢寻访南岳、王船山故居、石鼓书院等人
文景点。在南岳衡山，洛夫告诉她，他 16 岁时的文学处
女作就是在衡山写的，“是南岳的烟云成就了我的诗
歌”。

1949 年，洛夫离开大陆赴台时，家乡仍积贫积弱。当他
重返故土，大陆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迎来时代巨变。

李镇东说，洛夫和亲朋诗友见面、交流，对家乡人总是
称呼“各位乡亲”，他常感叹家乡发展日新月异，表现出对故
土的浓浓依恋，对家乡的事业也是尽力支持。

2015 年，洛夫当选为迴雁诗社终身名誉社长。李镇东
说，对于其他地方一些诗社的相关邀请，洛夫大都婉拒，但
对于家乡诗社的邀请，他欣然应允。

洛夫的弟弟莫运征今年 80 岁，兄弟俩分别排行老二和
老五。莫运征说，1988 年二哥回来后，在他家过春节，吃年
夜饭，喜欢家乡腊肉的味道。今年二哥原计划农历五月回衡
阳过 90 岁生日，兄弟俩做好了见面的准备，没想到只差了
几个月。

听闻洛夫去世的消息，衡阳诗界纷纷自发纪念，并积极
筹备追思会。“边界望乡，一望就是几十年……越过海峡，让
不尽的乡愁生根发芽……”19 日，李镇东写下悼念洛夫的诗
行。

“诗歌永在，精神永存。”陈群洲说，洛夫的诗歌感召了
家乡很多后辈诗人，并将继续鼓励他们在创作道路上前行。

(记者白田田)新华社长沙 3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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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查文晔)据媒体报道，
台湾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 20 日声称，台湾是“主权
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不会因为外界而有
任何改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对此表示，这种赤裸
裸的“台独”言论，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挑衅，必将自食恶
果。

安峰山指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
家。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径和
伎俩都注定是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
罚。

国台办：

搞“台独”必将自食恶果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0 日电 (记者申
铖 )记者 2 0 日从财
政部了解到， 2018
年，财政部将力争
年内完成个人所得
税法 (修订 )、契税
法、资源税法、消
费 税 法 、 印 花 税
法、城市维护建设
税法、关税法、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部内起
草工作，及时上报
国务院。

财政部条法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8 年，财政部将
以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为目标，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

根据当日公布的
2018 年财政部立法
工作安排，财政部还
将力争年内制定政府
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政府采购信息公
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
章。积极开展会计法、
注册会计师法、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财政转移支付条例、企
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
制定或修订工作，适时上报国务院；开展财政预
算评审操作规程等部门规章的起草工作，适时
发布实施。

此外，今年，财政部也将对土地增值税法、政
府采购法(修订)、政府债务法、国家金库条例(修
订)、财政资金支付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
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修订)等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企业财务通则(修订)等部门规章进行
立法研究，争取尽早形成一定的立法成果。

财
政
部

力
争
年
内
完
成

个
税
法
部
内
起
草
工
作

新华社武汉 3 月 20 日电(记者俞俭、冯国栋)眼下正值
樱花盛放期，武大樱花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20 日，武汉
大学向社会公开了为接待游客进校赏樱的投入，每年约为
600 万元。

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说，武大樱花全国闻名。大家愿意
到武大来，武大有责任接纳。为尽到这份责任，学校愿意为
此承担每年约 600 万元经费。

对 600 万元投入，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主任徐东兴解
读说：“其中包括运营投入和修复性投入。如预约管理系统
的开发、带人脸识别功能闸机系统的定制、流动卫生间的租
用、临时交通管制设施、标识牌、政策宣传品的制作。聘请安
保、保洁、交通引导人员，及每天管理人员的盒饭饮水开支。
另外，每年要投入资金修复游人高强度踩踏而受损的草坪、
被损坏的树木和部分公共设施。”

今年开春，武大发布的一篇微博“樱花开了，蜜蜂和游
人还会远吗？”，透露出“美丽”背后的“烦恼”。樱花是武大一
“宝”。每年春天，绽放的樱花吸引海内游客前来，高峰时创
下一天接待 20 万人次的纪录。游客潮一度让武大变得拥挤
不堪，高峰时学生上课甚至要提前半小时出门，教学生活秩
序受到影响。

面对“樱花劫”，武大不得不实施一些“非常”对策。2013
年开始，按每人次 20 元标准向社会游客收取“赏樱门票”，
票价较往年的 10 元翻了一番。但门票非但未能阻止游客的
脚步，还引发舆论关注，网民纷纷追问“钱去哪儿了”。

2016 年开始，武汉大学取消门票，实行网络预约免费
入校。2017 年，学校对预约数量做出限制，日最高限额 3 万
人。由于过于火爆，一度出现卖预约号的“黄牛党”。今年，学
校为打击“黄牛党”和“黑导游”，在入口处设置“人脸识别”
系统配合身份核验。

目前，武大樱花已开通网络预约，同时在微博开通“不
文明行为曝光台”，一些游客攀爬树木、按压树枝等不文明
行为将被曝光。

武 大 为 开 放 赏 樱

每年“舍得”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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