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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孙志平、李丽静、甘泉)
河南省三门峡市聚焦破除沉疴顽疾、激发干部
状态，持续开展效能革命。记者调查发现，一年
多来，随着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提高，群众的怨气
少了，企业投资信心增强，显示出提高政府效能
对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向好的可贵价值。

破沉疴顽疾，需“革命”勇气

位于豫陕晋三省交界的三门峡市，在国家
水利建设历史上有着光辉的记忆。然而近年随
着三任市委书记腐败落马，干部整体状态不
佳，进取意识消退，加之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
转型挑战，让这座“黄河明珠”城市蒙上一层阴
影。

2016 年 9 月，履新不久的三门峡市委书记
刘南昌被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三门峡市外国语
小学改扩建项目历时两年多，先后盖下 100 多
个章。“虽然项目不涉及土地变性、不涉及规划，
但相关同志告诉我‘目前才只走到一半’。”刘南
昌坦言，这样的“效率”让他吃惊。类似问题还出
现在群众不动产登记办理、部分城中村回迁户
安置中。

为破解官僚思想，刘南昌在一次讲党课中
给这些干部画出九张画像：得过且过、敷衍塞责

“守摊子”；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
“收发室”；对领导热对群众冷“冷漠症”；各自
为政、趋利避害“小山头”；追求光环、作风浮
漂“明星相”；办事拖拉、行动迟缓“拖延症”；
工作推不动、局面打不开“低能儿”；头脑僵
化、死搬教条“死脑筋”；借权营生、手脚不廉
“馋嘴猫”。

干部工作效能低下使经济、社会和事业
发展失去活力。经过研判，新一届三门峡市委
班子选择以效能为切入点改变局面。刘南昌
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大刀阔斧改革。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投

资项目“容缺预审”

以打造中西部地区审批环节最少、审批
效率最高、审批服务最优城市之一为目标，一
批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正在三门峡市探索建
立。

“下午才来 1 个多小时，新公司的注册手
续就办妥了。过几天工商营业执照下来，工作
人员说可以快递给我。现在办事真是太方便
了。”40 多岁的薛凤霞正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行政服务中心注册婚庆公司。行政服务中心
主任叶国明介绍，这里整合了各职能部门行

政审批、行政服务项目，实行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邮政快递送达
“一条龙”服务。其中仅不动产交易登记事项
就由过去的 34 个工作日压缩至 7 个工作日。

三门峡市还深化放管服改革，创造性推
出项目“容缺预审”机制。即在项目基本审批
条件具备、申报材料主件齐全、其他非关键
性材料欠缺的情况下，实行容缺预审，待申
请人在承诺时限内将材料补齐后，再作正式
审批。这套机制不仅顺利解决了三门峡市外
国语小学改扩建问题，也极大提振了企业投
资信心。

三门峡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永朝告诉记者：“审批流程再造后，哪部
分手续全，哪部分可以先开工，一天都不需要
等，平均每天能为企业节省成本 50 万元。”现
在，张永朝所在的公司一年内在三门峡商务
中心区新上两个项目，开发面积是过去 10 年
总和的三倍。

搭建智慧平台，打造高效率政府

“曾经两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违章建筑，
现在打了一个电话就被拆除！”为了让群众反
映诉求有一个畅通的渠道，三门峡市依托智

慧城市建设，专门开通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受理群众非警务类诉求。

“群众只需要一个电话。”三门峡市政府
办综合科科长乔灵军说，尤其是对那些职责
交叉、界定不够明晰的投诉问题，由熟悉政府
职能的“派单员”确定责任主体和协办单位。
“所有的这些程序都在后台运转，呈现给群众
的只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目前，三门峡全市 8 个县(市、区)和 53
家职能责任单位接入系统，热线每月接 1300
多单，由市政府对群众事事回访，考核相关
职能部门工单签收率、按时办结率、结果满
意率等。涉及群众诉求也从井盖缺失、暖气
不热等日常问题，逐渐涉及医疗保险、农村
土地管理等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深层次问
题。

“群众是出题人，政府是答卷人。”三门峡
市市长安伟说，通过不断收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政府办事效率提高，进而增加了人民群
众获得感。2017 年，三门峡经济增长指标摆
脱全省垫底局面，进入第一方阵。一批人民群
众关心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其中全市热
网面积扩大 220 万平方米，相当于前 10 年的
总和；新增 5000 多个学位和 1500 多张病床，
大班额和看病难问题得到缓解。

聚焦破除沉疴顽疾，激发干部状态

三门峡：为干部“画像”撬动政府“效能革命”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作为一个住房供需较为紧张的特
大城市，上海将如何实现居民的“住有
所居”？

27 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局长胡
广杰在做客 2018 上海“民生访谈”中
透露，上海今年将重点保障两类人群
的“住有所居、安居宜居”需求：一类是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另一类则是
本市常住人口中在上海创业、稳定就
业的，包括各类人才、新就业职工在内
的新市民。

胡广杰表示，上海基本明确“一个
定位、两大体系、三个为主、四位一体”
和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框架。“一个定
位，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两大体系，就是聚焦住房市
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三个为主，是
深化以居住为主、市民消费为主、普通
商品住房为主；四位一体，是优化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征收安置住房的住房保障体系，完
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对城镇户籍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实行‘应保尽保’。”胡广杰
说，对于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
住问题，上海将主要通过“四位一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今年初，上海把
廉租房准入门槛从原来的人均月收入
2500 元提高到 3300 元，人均资产从 9
万元提升到 12 万元，进一步扩大了受
益人群。截至今年 3 月底，上海市廉租
住房累计受益家庭已达 11 . 9 万户。

“共有产权保障房则解决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需
要。现在的准入门槛是，人均月收入
6000 元，人均资产 18 万元，居住面积
小于 15平方米。前五批签约 9 .2万户，
第六批预计有 3 .9万户签约。第七批次
申请受理工作计划于年底前启动。”

在上海市常住人口中，在上海创
业、稳定就业的年轻“新市民”占比较
高，他们面临的阶段性住房困难如何
解决？胡广杰表示，此类人群的居住需
求主要通过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来满足。胡广杰说，今年上海“两会”提
出“加大租赁房建设力度，新建和转化
租赁房源 20 万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
9 万套”的目标。目前上海各区都在积
极盘活存量用房和存量用地，年内完成这一目标可期。

胡广杰还在访谈中透露，为加快培育发展规模化、机构
化、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为市场
参与各方提供便捷化服务，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已于 3 月 31 日上线试运行，7 月 1 日起将正式运行。

（郑钧天、梁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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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4 月 29 日电(记者陆睿、耿
学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29 日说，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27 日与韩国总统文在
寅会晤时表示将于 5 月关闭位于北部的丰溪
里核试验场。

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灿 29 日
在记者会上披露了文在寅和金正恩会谈的部
分具体内容。他说，金正恩表示，为向国际社
会透明公开关闭核试验场过程，将邀请韩美
专家和媒体访问朝鲜。

金正恩还说，除了现有核设施外，朝鲜还

有 2 个保存完好的更大坑道。
金正恩说：“虽然美国对朝鲜体制怀有反

感，但通过对话会发现，我并不是会向南侧或
太平洋发射核弹或者有意针对美国的人。今
后如果能够通过经常见面与美国积累信任，
宣布终战，约定双方互不侵略，朝鲜何必在拥
核中艰难生存？”

“不会让朝鲜战争的悲痛历史重演，保证
将不会使用武力。”金正恩说。

青瓦台方面表示，金正恩决定关闭核试
验场并向外界公开这一过程，表明朝鲜提前

迈出了无核化核查过程的积极一步。
此外，金正恩还在会晤时提出将把平壤

标准时统一为首尔标准时。“北南先从时间开
始统一吧。”他说。

对此，青瓦台说，这一措施体现出朝方有
意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也有助于消除今后
韩朝、朝美间的交流合作障碍。

2015 年 8 月 15 日起，朝鲜开始使用“平
壤时间”。“平壤时间”以东经 127 度 30 分为
基准设定朝鲜标准时间，比先前采用的东 9
区时间推迟 30 分钟。

韩国总统府披露文在寅和金正恩会谈的部分具体内容

朝鲜 5 月关闭北部丰溪里核试验场
把平壤标准时统一为首尔标准时

千里爱心接力

▲ 4 月 26 日凌晨 3 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送小
超的救护车抵达石阡县人民医院后，医护人员将小超从救
护车上送下来。

24 岁的小超是贵州石阡县的精准扶贫对象，罹患先天
性游离齿状突畸形伴寰枢椎脱位。石阡县人民医院会商苏
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扶工作队之后，决定将小超转诊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手术。3 月 27 日，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专家团队为小超进行了手术。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石阡县人民医院结成对口帮
扶关系以来，帮扶石阡县人民医院开展了 20 余项新技术、
新项目实施，帮助治疗疑难杂症 60 余例，提高了被帮扶对
象的医疗技术水平，也使石阡县患者在当地就能享受到三
甲医院的治疗水平。 （本报记者欧甸丘）

▲ 4 月 28 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郁天祥在检查涉嫌违法使用假沪
牌的机动车牌照。

2009 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郁天祥，9 年来共查获机动车、燃油燃气助动车、电动自行车假牌假
证 236 起，查获被盗电动自行车 43 辆，多次收到群众来信致电表扬。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火眼金睛识“李鬼”

4 月 26 日，国家电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京发布并上
线国网分布式光伏云网 2 . 0，全面助力精准脱贫攻坚。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洪天云出席
会议，并与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共同为光
伏学院揭牌。

洪天云表示，国家电网公司以分布式光伏云网为基础
建成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光伏学院，探索了一
条富有电网企业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为保障扶贫开发大
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舒印彪表示，光伏学院将借助云平台，开展光伏电站规
划建设、运维检修、技能鉴定等方面的培训，带动中小企业
创收创效和农民工创业就业，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
实现“造血式”扶贫。 (宋筱航)

国 家 电 网 分 布 式

光伏云网 2 . 0 上线

(上接 1 版)目前，北部湾港已经成为我
国西南、中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川、滇、
湘、黔、渝 5 个西南中南省市通过广西所属
口岸进出口的货物值，年均增幅在 30% 左
右。

防城港是我国大陆距马六甲海峡最近海
港，现已建成万吨至 20 万吨级泊位 37 个，与
全球 190 多个国家或地区通商通航。通过这
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往金
川集团在广西的基地。

“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

户逐步形成

去年 9 月，哈萨克斯坦作为首个“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出任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特邀合作伙伴。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陆建人说，哈萨克斯坦是农业大国，其来到南
宁看中的不仅是广西市场，还将以此为跳板，
促进其农产品走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

同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也纷纷布局广西北部湾。世界第二大燕窝生
产国的马来西亚已有多家燕窝加工企业入驻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他们看中的同样不仅是
中国市场，还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中马钦州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莫福文
说，因共同看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巨大
市场机遇，目前中外企业在中马钦州园区投
资项目超过 90 项，涉及传统制造业、新能源
汽车、生物医药等行业，投资总额近 900 亿
元。

陆建人表示，广西已参股马来西亚关丹
港和文莱摩拉港，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中越跨
境经济合作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中泰
产业园建设，深化泛北论坛、中国—东盟博览
会等合作机制，这一系列渠道的搭建，加速了
广西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进
程。 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三大定位”

引领改革开放新格局

(上接 1 版)刘子清说，光谷 70% 以上有
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是本土培养，37家上市企
业中，多数是大学生创办，“这是光谷最引以
为豪的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最近 5 年，光谷新增 2 个 300 亿元企业，
5 个百亿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283
家增加到 1848家。

众多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小米、科大讯
飞、尚德机构、小红书等纷纷在这里设立企业
的“第二总部”，渐渐让光谷成为中国互联网
“第四极”。

融合乐城：一座宜业宜居新城区

中国光谷既是高科技产业园，又是产城
融合的新城区。

走进光谷生物城，如同走进了一所美丽
的大学校园。绿树掩映之中，是人福医药、美
国辉瑞、德国拜耳等企业大楼；小溪环流之
畔，矗立着一栋栋人才公寓。人们工作在美丽
的园区，生活在优雅环境中。

光谷将“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紧密连在
一起。区域内拥有湖北最大的奥体中心、现代
化的科技展览馆、规模巨大的图书城、最先进
的医院和国际学校。

光谷步行街是武汉规模最大的商业街
区，是当地科技创业者休闲、娱乐、消费的好
去处。漫步街头，可以领略不同国家的建筑艺
术和风情，体会光谷的活力与时尚。

光谷宜业宜居，成为年轻人追梦之地。
2017 年，7 万余名大学生在此就业，现在全
区共聚集 1 万余名博士、6 万余名硕士、30
多万名本科生。

中国光谷，承载着“光谷客”的生活与梦
想，演绎着“每天不一样”的故事。

新华社武汉 4 月 29 日电

78 岁的任七孩的家紧邻明代军事边
堡——— 得胜堡的城墙。20 岁时因为穷，他把
长城砖搬回家垒院子；50 余年后，他拆掉院
墙送城砖“回家”，抢救濒临倒塌的长城。

得胜堡是山西久负盛名的“长城村”。这
个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明代军事边堡，曾驻
军 3000 名，辖边 96 余里。现存建筑为明嘉靖
二十七年(1548 年)所建，黄土夯筑，明万历
二年(1574 年)石砌砖包，墙高约 12 . 67 米。

如今村里仍居住着 998 户 2180 人。

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登上得胜堡的“菩萨
阁”，可以眺望到四周的土墙，塞外风光尽收
眼底。看着脚下平整的地面，任七孩如释重
负，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老祖宗的
砖终于还回去了。”

上世纪 60 年代前后，为解决生存问题，长
城脚下的不少百姓将长城砖拉回家盖房子、垒
院墙。得胜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长城砖。

任七孩回忆说，1958 年村民开始搬长城

城砖，以后几年里周边七八个村庄的百姓拉
着牛车赶来拉长城砖。

与现在小块的红砖不同，青灰色的长城
砖一块重达 18 斤。

历经 400 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
后，砖包的得胜堡城墙已成为断断续续、高低
不一的土墙。即便如此，长城的气势依旧，裸
露着的夯筑印记，透出一种残缺美，吸引了不
少游客慕名前来。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见识的增长，任七孩
和村民们逐渐认识到长城的价值。

2017 年秋，他发现“菩萨阁”上出现一个大
积水坑，如果长期积水，墙体将会有坍塌的风
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任七孩约上邻居刘悦，
在征得村委会同意后，拆掉自家院墙，将 280 块
城砖搬回来重新铺砌了“菩萨阁”的地面。

因为院墙出现一个大豁口，任七孩家的
老院子显得更加破败。“房子是老先人盖的，
有 200 多年的历史。”任七孩说，让他惊喜的

是，自己马上就要搬新家。

得胜堡村是中国传统村落、山西省历史文
化名村，为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当地政府将长
城保护与扶贫结合，2017 年在得胜堡外建设
了新农村，今年将有 89 户贫困户搬入新家。

而像任七孩这样物质、思想“双脱贫”的
村民，在得胜堡越来越多。他们有一个愿望，
希望保护好长城，通过旅游开发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笔永久的财富。

大同市新荣区文物局局长袁德团说，当
地老百姓保护长城的意识普遍提高，下一步
文物部门将对得胜堡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记者走访时，村民郭鲜花、何爱云等人正在城
墙根上清理杂草，为下一步抢修做准备。

“以前不觉得长城是文物，现在可是我们
心中的宝贝。你看长城多好看呢！”任七孩指
着落日中的古长城说。

(记者王学涛、陈昊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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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得胜堡：长城古砖“回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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