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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2019 年 3 月 19 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
决策部署，推动消防执法理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
层次变革，打造清正廉洁、作风优良、服务为民的消
防执法队伍，构建科学合理、规范高效、公正公开的
消防监督管理体系，增强全社会火灾防控能力，确
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意见》明确，消防执法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
治理，从社会反映强烈的消防执法突出问题抓起，全面

改革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从源头上堵塞制度漏洞、防
范化解风险；坚持简政放权、便民利企，最大力度推
行“证照分离”，坚决破除消防监督管理中各种不合
理门槛和限制，提升服务质量；坚持放管并重、宽进
严管，把该放的权力充分放给市场，做好简化审批和
强化监管有效衔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守住
消防安全底线；坚持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健全执法
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
加强执法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提出了
消防执法改革 5个方面 12项主要任务。（下转 7 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深化消防执法改革
新 闻 故 事

知了和鸣，绿树青葱。
自家小院里，农妇贺香

燕小心翼翼地将大红“福”字
贴在新砌的照壁上。

一只胆大的“扶贫鸡”在
院子和厅堂间进进出出；远
处屋顶上的太阳能板，闪着
耀眼的光。

“给我和‘福’拍张照吧！”
她笑说。

(一)
贺香燕家住江西省萍乡

市莲花县良坊镇清塘村，家
里的两面砖墙格外显眼。

一面一水儿鲜红，是
2006 年起孩子们获得奖项
的“奖状墙”；一面图文并茂，
是贴着各项扶贫政策宣传单
的“政策墙”。

2014 年，这两面墙第一
次有了交集。

那一年，正是女儿读初
三的关键时期，丈夫生了重
病。该交的读书费用又欠下
了，看病的钱还没有着落，好
端端的一个家陷入绝境。穷
亲戚穷帮穷，破袖子补不了
烂裤腿儿。借得多了，就讨
嫌，在村里抬不起头。

入夜，苍穹像一头无边的怪兽压
在屋脊上，一家人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读了。”懂事的女儿咬紧
了嘴唇，眼泪啪啦啦地掉，“打工赚钱
养家！”

“不行！”贺香燕瞪圆了泛红的双
眼，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再苦再穷
都要读下去！”

(二)
女儿的话刺痛了贺香燕脑海深处

的记忆。
良坊镇位于罗霄山脉连片特困地

区，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但这里
的人有一股霸蛮劲：耕得田、吃得苦、
读得书。读书，是孩子走出大山的唯一
途径。

可家里五张嘴，全靠父亲给人剃头
为生。直到一天，出门半个月谋生计的
父亲回到家，噗通一下蹲倒在她面前，
抽着嘴巴痛哭：“女儿，咱不上了吧！”

这几巴掌，成了原来想通过读书
改变命运的贺香燕一生最深的痛。

有了孩子后，她全力支持孩子读
书，将一双儿女的奖状视若珍宝，全部

贴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
可眼下，要实现这个梦看

来并不容易。

(三)
就在贺香燕母女抱头痛哭

后没几天，家里突然来了个客
人——— 驻村扶贫书记王梦星。

王梦星年龄不大，却拉着
贺香燕的手说了很多知心话，
更捎来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扶贫
政策。贺香燕一股脑将自己的
心酸倒给这位“小干部”，眼泪
止不住地流。

临走前，“奖状墙”边的墙
上多了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政
策一览表——— 这意味着：丈夫
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90%，女儿每年能有 2000 元的
贫困生补助。

几年里书记在换，但扶贫
政策不变。

再后来，政府牵线搭桥设立
“扶贫鸡”“光伏发电”项目。联系
鸡苗、买太阳能板；帮扶小额贷
款，就连售后都做好了。县里开
办了技术培训班，百八十户贫困
户轮着培训了一遍。

2017 年，全家收入加在一
起 2 .9 万余元，超过脱贫标准。

喜讯接连传来，这一年，女儿考上江
西财经大学。

(四)
今年 4 月，莲花县宣布整体脱贫

摘帽。
贺香燕家的“政策墙”却并未停止

更新。
又是一个夏夜，小院里人声嘈杂。
“‘扶贫鸡’好养，牛不好养啊！”
“村合作社跟肉牛公司合作，牛犊

公司出，技术人员上门检疫。”
“跟‘扶贫鸡’一样，小额贷款政府

贴息。还有保险。”
贺香燕估算了一下，一头 600斤的

牛犊养到 1400斤，能赚 3500 元。和合
作社对半分利，加上产业扶贫补贴，两
头牛一年至少挣 5000元。

9 月开学，贺香燕的小儿子就要
上初中了。

可以肯定的，他的求学路，将比妈
妈好出去十万八千里，比他的姐姐，也
会顺利很多，他家的“奖状墙”又要有
新精彩。（记者刘敏、高皓亮、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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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乡，湘东区。两台挖掘机同
时上阵，一阵轰隆隆的作业后，4个直
径 10 米、高六七米的旧窑炉顷刻间垮
塌，烟尘灰土卷起几层楼高。

“发哥”一转身，头也不回：“早该
拆了！”

(一)
“发哥”名叫罗接发，国家工业陶

瓷生产制造龙头企业、江西萍乡龙发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十几岁
起，缝过衣服、倒过矿产、开过厂子，一
直转行一直发财，又因名字里带个发
字，众人皆称呼其为“发哥”。

对于一两年变换一次行当，“发
哥”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船小好调
头，什么赚钱转什么。‘污染户’‘暴发户’
又怎样？赚到钱就是王道！”

乍一听还真没啥不合理，可不？一
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娃娃，凭着精明的
头脑做成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有啥
好质疑？

说是说，形势的变化还是让他觉
察到一丝忧虑——— 搞矿产环境污染
大，村里村外走一遭牙缝都是黑的；更
糟糕的是，陶瓷厂产品旧、技术老，没
有拳头产品心里总是没有底……

一向沾着枕头就睡着的“发哥”竟
然失眠了。

就在这时，“发哥”2012 年去宁夏
考察时发现：环保新工艺一天产工业
瓷砖 2 . 4 万块，比自己的老工艺产量
多三分之一，人工少六成，耗能少一
半。“不转型等啥？死路一条！”也是在
那一年，国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节能降耗，政策密集出台。

(二)
风向是真变了，“发哥”是真的着

急了。
2014年，他远赴德国工业材料展找

思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上下着大
雨，雨点打在伞上噼里啪啦爆裂开来，整
个地面却见不到一片积水。

一打听，才知道当地铺的全是透水
砖；再打听，竟是陶瓷废料做的！

“剁手都要转！”
没想到，这一设想刚一提出来，就

遭到了老员工的反对。
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夜，会议室

里火药味正浓。
“可能就是昙花一现，风头过去了

能把本收回来吗？”
“转先进陶瓷，技术接得上不？”
“咱们的陶瓷废料只够三分之一

产量，其他从哪来？”老员工张思海直
接拍起了桌子。

“火攻”之后，“发哥”的话像子弹
似的一串串往外蹦：“多雨多涝，转型
迫切；未来趋势，转逢其时；原料攻关，
大有可为……”说到关键之处，语调提
高八度：时势逼人，不得不转；政策要
求，不能不转；企业责任，必须要转！

一阵讲理，在场每个人脑袋里都
深深刻下几个字：“转转转……”

没出半年，第一批透水砖正式
投产。

2016 年，萍乡被选为国家第一批
海绵城市试点，龙发公司的环保透水
砖大受欢迎，再次“发”了。

“叱咤”半辈子的“发哥”也愈发明
白，他这个“发”字，在不同时代有了不
同意义，过去代表的“发财”“发达”，现
在更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

(三)
今年正好 60 岁，“发哥”萌生了退

出企业管理的想法，却没有退休的意
思。一个月三分之二时间在各地跑，干
啥呢？建一个先进工业陶瓷研究院。用
他的话说，技不如人就要被“卡脖子”，
加速核心技术研究，才能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这是不是你最大一笔投资？”我
们问。

“那还用说！”
“看不到效益怎么办？”我们再问。
“路走对了，再远心里也有底、也

不怕！”“发哥”使劲儿捻灭手中的烟，
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

（记者刘敏、郭强、吴锺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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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哥”转型记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杨三军、陈健

当游客站在都江堰“离堆”前，了解到对面的“宝
瓶口”是古蜀先民用火烧水浇坚硬的岩石、历时 8 年
才开凿而成，就会理解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不仅满含着“乘势利导”的科学智慧，而且渗透着坚
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滚滚江水，沧海桑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都江
堰灌溉面积由 1949 年的 280多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1076 万亩；巴蜀儿女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
创新，描绘出一幅幅犹如都江堰一般波澜壮阔、激越
豪迈的治蜀兴川画卷。

“蜀道”不再难 开放变前沿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诗仙”李白的一句仰天长
叹，千百年来把四川交通落后的情景定格在世人心间。
解放之初的四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治蜀兴川，交通先行。1950 年 6 月 15 日，被誉

为“新中国第一路”的成渝铁路开工。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是成渝铁路建设的精神内涵，许多群众自发将
家中的木材、房料捐献出来用作枕木。

仅仅两年后的 1952 年 7 月 1 日，成渝铁路全
线通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依靠自己力量修建的
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
的士气。

不畏艰辛，只争朝夕。成渝铁路通车当天，我国首条
电气化铁路——— 宝成铁路破土动工。1958 年 1 月 1 日，
身披彩带的火车头一声长鸣从成都火车站驶出，宝成铁
路全线通车，“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嗟
叹成为历史。

还有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桥隧占比 40% 的成昆
铁路，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为促进攀枝花
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二滩水电站等重点项
目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还有被誉为“雪域天路”的川藏公路。在 4 年多的
建设时间里，11 万军民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以
血肉之躯硬生生劈开高原峭壁，降服险川大河，让天堑
变通途。

……
攻坚克难，从不停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加快

构建现代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015 年 12 月 26 日，成渝高铁开通，成为首条

出川高铁；2017 年 12 月 6 日，西成高铁开通，跨越秦
巴天堑更加便捷；2018 年底，雅康高速公路通车，四
川高速公路建成总里程达到 7238 公里，居全国第
三；今年 6 月，成贵铁路四川段开通，结束川南地区没
有高铁的历史……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宝成铁路上的马角
坝车站有了新的功能，中欧班列每天从这个小站驶
过，途经阿拉山口，将“四川造”货物运往欧洲。如今，
从成都开行的中欧班列累计超过 3800 列，数量保持
全国第一。

通过开辟“空中通道”，地处内陆的四川成为重
要的全球中转枢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已开通国际
地区航线 116 条，通达五大洲，去年旅客吞吐量近
5300 万人次。

2016 年 5 月 27 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工
建设，目前进展顺利，有望 2021 年投入使用，届时成都

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大陆第三个拥有双
国际机场的城市。

如今的四川，现代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
本形成。

依托日益完善的开放通道，不沿边不靠海的
四川，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着力构建“四
向拓展、全域开放”的立体全面开放格局。

目前在川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347 户，
居中西部第一。2018 年，四川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 5947 . 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 . 2%。

敢为人先促改革 天府之国展新颜

敢为人先，是四川人的精神特质之一。
改革开放之前，位于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的

广汉，农民一度守着“金土地”，却吃不饱肚子。
1977 年夏，看到百姓挨饿，时任广汉县委书

记常光南坐不住了。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处查看，
一路行来，庄稼像没力气的人一样东倒西歪、稀稀
拉拉，唯独骑到西高公社五大队二小队，庄稼齐刷
刷地挺立着，结的穗也格外饱满。

常光南眼前一亮。一打听，原来，这个小队发挥
主观能动性，分成 3个作业组，人员土地、种子化肥
优次搭配，大家抓阄分好，联产承包，责任到组。

实践出真知。到当年收成时，这个小队打了
43 万斤粮食，比承包前足足多出了 21 万斤，几乎
翻了一倍！

正如油画《父亲》所表现的中国农民形象一
样，面对困境，基层群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果断决策、顺势而为，四川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
源头之一。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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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江油市，西成高铁四川段青岗坝特大桥横跨宝成铁路（2017 年 3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姚友明

宁夏固原云雾山区，绿意盎然。
64 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教授

程积民将手轻轻从草丛中拂过，就像抚摸孩子的头发。
这里曾经“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

峁，刮风浮土跑”。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贫穷就像《西游
记》中妖精手里的“捆仙锁”，人们越想挣脱，就越被它
紧紧束缚。

程积民用 40 年的朴素坚守，解决了黄土高原林草
地建设分区、退化草地恢复、恢复草地利用等关键理论

与技术难题。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在宁夏、陕西、甘肃、山
西、内蒙古等省(区)示范推广，创造了 500多亿元的经
济效益，带动 30 余万贫困户脱贫。

今天的云雾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贫困的帽子和恶劣的生态，逐渐消失在一代
人的记忆里。

初心：把青春献给需要我的地方

择一事，惠众生。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程积民说，自
己有一颗“平凡的初心”。

40 年前，云雾山区并不像名字那般美好。那
时，程积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位于陕西杨陵的水
土保持研究所，像家人期望的一样，有了一份体面
的工作。1979 年夏，参加工作不久的程积民随所里
的老师们到云雾山考察，踩着羊肠小道走遍了云雾
山周边沟峁塬梁的旮旮旯旯。一天，科考组在野外吃
晚饭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等大家拿开遮挡双目的
手一看，带来的馒头和咸菜已经覆盖了一层黄土。

那顿“沙土饭”，改变了程积民的人生选择，激起
了他改变黄土地贫瘠状况的强烈愿望。（下转 6 版）

白发换青山 花甲槿正荣
农业科学家程积民扎根宁夏固原 40 年守望“平凡”

▲程积民在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海波
家中查看果树生长情况（6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7 月 28 日，“历史·文脉”古厝保护与利用专
题论坛在福州朱紫坊 38 号古民居举行。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福州：古厝保护与利用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从 2019 年 3 月起

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乡容镇貌。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湖州：古镇整治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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