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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程士华、孙清清、吴
慧珺）记者近日跟随国务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
组在安徽、河南一些地方现
场检查发现，一些村镇已经
完成改造的厕所不好用、不
能用，厕所长期闲置，成了
“摆设”。厕所革命中出现的
“为改而改”“一改了之”等问
题，亟待解决。

抽查 10 多户 ，

竟无一使用

“感谢政府给我们修厕
所，但是好事没办好。”安徽
省肥东县石塘镇红光社区居
民柳绍应说。去年政府给村
民新建了厕所，在房后建了
化粪池；但是，新厕建好后，
他一次也没用过。

日前，记者跟随第九检
查组在肥东县随机走访，在
石塘镇红光社区抽查了 10
多家去年完成改厕的农户，
发现没有一户厕所正常
使用。

有村民反映，新厕所没
接通自来水，每次上厕所，都
要用水瓢舀水冲，大便很难
冲干净，觉得很麻烦。

面对检查组暗访发现的
问题，镇村干部起初表示不
知情。检查组带着镇村干部
再次进村入户，现场抽查。
连续抽查的多个农户，依然
没有一户的新厕所正常
使用。

检查组发现，在抽查的
10 多户村民家中，每个厕所
都有质量问题，有的是出粪口损毁，有的是 3 个粪格之间
的隔板变形，其中粪格串水、雨水渗漏进入化粪池等最为
普遍。

检查组还发现，红光社区没有建立卫生厕所管护机
制，大量化粪池检查口被水泥封死，需要用锤子敲开混凝
土，才能勉强打开，普通家庭日常使用时很难开启。同
时，这也说明化粪池建成以来从未清掏过。

记者从肥东县委县政府获悉，今年上半年，肥东县在
全县范围开展改厕工作摸排，发现大约有 20% 的改厕户
存在闲置不用的问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开
展整改。对检查组暗访发现的问题，肥东县表示将认真
剖析原因，进行彻查整改。

“厕所改造是上边要求的，应付过去

就妥啦”

第十一检查组赴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通许县、尉氏
县等地明察暗访发现，一些地方厕所改造缺乏科学指导，
人员缺乏相关资质，刚改的新厕就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尉氏县庄头镇鸡王村王小枪家今年进行了厕所改
造，然而三格式黑色化粪桶已被挖出，丢弃于村头的荒地
里。他家重新修了水泥化粪池。王小枪的妻子对检查组
介绍，厕改后没多久发现设施出了问题，却找不到人管，
所以又拆了，重修了厕所。

祥符区陈留镇二里寨村党支部书记霍传群介绍，村
里从今年春节开始进行改厕，目前已完成 100 户左右。
今年一场大雨让不少改厕后埋在地下的化粪桶漂了起
来，约有四五十户。村民说，化粪桶之所以雨后漂起来，
是因为安装不专业——负责安装的是村委会找的本
村人。

在通许县大岗李乡小岗郭村郭治勤家，检查组发现
他家改造后的户厕厕室内高低不平，地基不牢，人站到便
池上摇摇晃晃；而且水冲压力器压力太小，水冲成摆设，
便池易堵，得靠棍子捅。

检查组随即来到通许县大岗李乡乡政府了解当地
农户的具体改厕情况，有关负责人提供给检查组的改厕
总户数是 735 户，但是在核查中，检查组发现电脑底账
上显示的改厕总户数为 326 户，而纸质材料更是不足百
户。当地政府多名工作人员再三核对也难以说明改厕
数量。提供给检查组的村民厕改登记表中，除了开始几
份，大多数仅封皮有简单信息，翻开全是空白。

针对部分农户改厕存在的质量问题，有村干部告诉
检查组，厕所改造是上边要求的，应付过去就妥啦；对贫
困户“六改一增”中的改厕，好赖改改就行了。

检查组还发现，部分农村改厕推进速度快，但由于使
用成本较高，让改厕这项惠民工程变成了群众的烦心事。

紧挨鸡王村村委会的一户居民把化粪桶挖出来丢弃
了。有村民告诉检查组，村里好多人都挖出来了，因为化
粪桶抽粪一次要 30 元，她家一个月抽了 3 次；与旱厕相
比，费钱费事。

加强质量监管，防止“建而不用”

“‘建而不用’现象并非只是在安徽发生，在其他多个
省份也有。”第九检查组成员中的厕改技术专家说，他曾
经作为农业农村部改厕技术服务团成员，前往山东、甘
肃、河南、天津等多个省份调研，发现“建而不用”问题较
为普遍。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直接关系着农村厕所
革命的成败。

对于在河南省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新厕没法用、用不
上等问题，第十一检查组认为，要对已经完成改造的农村
户厕逐户排查，认真摸查整改。同时，还要在摸清农户实
际需求基础上，分类施策，精准施工，精细服务，保质保
量，让群众满意。

检查组建议，不能将改厕只作为政府的任务单向推
进，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愿改就改，不愿
改就不改。同时，还要加强质量监管，建立严格的质量把
关机制，从产品设备质量到施工质量，建立全流程的选
购、监督和验收把关制度，确保新改厕所好用、管用。在
重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探索后期维护的长效机制，真正
解决“建而不用”问题。

多位农村基层干部认为，改厕要根据不同区域生活
习惯、卫生习惯、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
同，采取适宜的改厕模式，防止生搬硬套、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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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

“学术造假”疑云，需要掷地有声的回答

新华社南昌 12 月 1 日电（记者胡振华、黄
浩然）初冬清晨，“挂”在山间的篁岭古村在雾气
升腾中醒来。44 岁的乡村摄影师曹加祥穿着摄
影背心，挎着相机走在村头巷尾，看到喜欢的砖
雕、木雕、石雕就停下脚步，按下快门。“这些精
致的老工艺，让人看了心旷神怡。”他说。

在江西省东北角，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
之一的婺源县，有 4000 余栋保存比较完好的明
清徽州古建。近年来，婺源将保护古村落与发展
乡村旅游相结合，全县 36 万人口中 70% 以上
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产业。

短短几年，山乡巨变。同一个村落，同一群
村民，生活方式悄然改变。

乡村摄影师：用镜头记录家乡变迁

“这是我在篁岭的摄影工作室，这里有我的
很多珍藏嘞。”曹加祥笑着说。

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简陋而温馨，墙角的
架子上摆放着他多年来用旧的相机和新入手的
无人机。两面墙上密密麻麻挂着 400 余张他拍
摄的照片，山村从贫穷衰败到欣欣向荣的变化
被生动记录。

时光仿佛在屋里停滞，岁月似乎就沉淀在
斑驳的两面墙上。

这里是有近 600 年历史的婺源县江湾镇篁
岭古村，处处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传统徽派
建筑，一律灰墙黛瓦，水墨青砖。天气渐冷，但游
人如织，生机盎然。

曾几何时，篁岭地质灾害频发，缺水缺电、
房屋失修、经济凋敝。“篁岭村和附近的村落有
很多徽派建筑，但我们守着‘金饭碗’，过着苦日
子。”曹加祥说。

1993 年，曹加祥购买了第一台相机。在那
个拍照需要胶卷的年代，曹加祥每次回乡拍照，
都会洗出几张带去务工的地方。

2009 年，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
当地政府协商，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搬迁安置等
形式，在山下建了新村，同时对古村进行保护性
开发。2013 年，景区开始试营业，一年后篁岭一
跃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

“ 20 多年来，我在照片中看到了家乡的变
化。”曹加祥说。

2012 年，曹加祥结束在浙江的打工生活，
回到江湾镇，成为篁岭景区的工作人员，业余时
间当起了乡村摄影师。“我用镜头记录家乡变
迁，很有意义。”他说。

乡村“模特”：幸福再现传统生活

时下，篁岭仍沉浸在“晒秋”的喜悦中。
58 岁的曹细香，裹着头巾、系着围裙，将盛

满柿子、辣椒的晒匾摆到木架上。游客们围在四
周，举着手机拍下丰收图景。

“晒秋，是我们山里人特殊的生活方式。”曹
细香说，山里种的，地里长的，树上摘的，赶上什
么就晒什么。

只是如今不为生计，而是让山村多一番
景致。

从篁岭古村搬下山的村民中有近 200 人被
景区返聘，从事和旅游相关的工作。像曹细香这
样的妇女每天向游客展示当年的生活场景，她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晒秋大妈”。

“以前山上缺水少电，上山下山要走很长的
山路。如今老家成了景区，我们成了‘上班族’，
还有工资领。”曹细香说，“游客都说我们是幸福
的‘模特’嘞。”

在距篁岭 70 公里的察关村，村民詹有社牵
着牛走过老樟树下的拱桥。如今，养牛对他而言
不是为了耕地，而是“表演”。

在桥头不远处，72 岁的台北摄影学会理事
周李隆德带着 14 名摄影爱好者，正在拍摄詹有
社牵牛的画面。

“过去的 15 年里，我每年至少来两次婺源。

这里保留了古村的原汁原味，是我们最想寻
找的‘味道’。”周李隆德说。

曾经的农活，现在的“绝活”，淳朴的村民
成了诗意乡村的别样“模特”。

民宿店主：乡村振兴让景美人更美

山脚下，移民搬迁的篁岭新村，一栋栋乡
间小楼鳞次栉比、干净整洁，民宿、商铺等开
了近百家。

以旅带农，村民富了起来。“2014 年景区
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到 2019 年，仅‘十一’黄
金周就接待了 12 万人次，全年游客量预计突
破 140 万人次。”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向阳说。

“村里发展好了，游客多了，我也不想在
外漂泊了，2014 年就回乡经营起民宿。”45
岁的村民曹松钦说，通过提升服务品质，线上
线下发力，今年纯收入预计突破 20 万元。

据婺源县统计，篁岭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旅游开发前的 3500 元，提升为 2018 年的 4 . 5
万元。

以农促旅，实现共同发展。在景区门口，
一些民宿店主排着长队招揽游客，秩序井然。

“排队揽客是村民自己想出来的主意，不
争吵，乡风更文明。”当地村干部俞日民说，篁
岭新村的污水处理项目快完工了，环境更好
了，景区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从景区运营以来，篁岭在外务工的村民
陆续回乡创业。“目前，篁岭新村近 800 人中，
在外打工的人不超过 20 人。”曹松钦说，“向
心力增强了，村里景美人更美。”

午后，一群游客从民宿中走出，在冬日暖
阳的照射下坐着缆车上了篁岭古村。来自浙
江的大学生朱婷婷架起画板，坐在古村的墙
脚下写生。

画毕，她在画纸右上角写下“山村如画”
四个字，过了一会儿，又加上了几个字。

“现在的山村比画还美，应该是‘画如山
村’。”朱婷婷说。

变身乡村摄影师、乡村“模特”、民宿店主……

乡村旅游让农民不仅是“农民”

新华社评论员

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治党，重在基层。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加强
和改进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新部署、提
出新要求。

机关党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党
和国家各级机关地位重要，肩负的责任重大，机
关党的建设对其他领域党建起着表率和风向标
作用。“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修订《中国共产党
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举措，对
于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机关基
层党组织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模范机关，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服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加强机关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建强机关党的基层
组织体系，让基层组织的经脉气血畅通起来，
让党支部强起来。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
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
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解决好“两张皮”

问题，做到深入融合、相互促进，切实增强党
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推进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强化
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引导党员干部
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
作，防止制度成为“橡皮筋”“稻草人”。要选拔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从事党务工
作，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素质能力，把党务干
部培养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

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为加强机关党建提
供坚实组织和人才保障。

抓好抓实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
牵住党建工作责任这个“牛鼻子”，形成抓党
建工作的合力。机关党组（党委）要牢固树立
抓机关党建是本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抓
不好机关党建是渎职的理念，把机关党的建
设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
设的领导。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动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好
“一岗双责”，机关工委要指导督促党组（党
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共同锻造模范机
关、过硬队伍，不断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新华社沈阳 12 月 1 日电（记者熊丰、汪
伟）河道、林区的关键点位，气象、交通的实时
情况……在沈阳市应急管理局的智慧应急管
理综合指挥应用平台，工作人员紧盯着与安全
保障相关的画面，不时切换。“这个平台可以实
现日常监管、突发事件报警和处置的实时可视
化，让安全‘看得见 ，摸得着 ，防得了 ，控得
住’。”沈阳市应急管理局规划和科技处处长唐
洪刚说。

近年来，沈阳市大力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示
范城建设，重构了市智慧应急管理平台。据介
绍，平台整合了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智慧城市
运营指挥中心平台、水利应用系统、气象信息系
统、道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等信息资源，打通与
13 个区县、16 个行业部门和水电气、地铁等运
行保障单位间的视频会商通道，实现突发事件、
防汛防火、救灾减灾的联动指挥。

“哪里发生了突发事件，哪条路赶往事发地

最快，未来的气象条件如何，是否有利于事件
处置，平台都能‘告诉’你。”唐洪刚举例说，今
年 8 月，受台风“利奇马”和高空槽冷空气共
同影响，沈阳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一些路
段出现积水。“迅速找出积水较深路段，实时
视频会商布置救援任务。在应对这一极端天
气过程中，智慧应急管理综合指挥应用平台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现代化的技术，安全保障还要有法

治思维和时刻紧绷的安全底线。今年以来，
沈阳市修订出台了《沈阳市安全生产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规章 8 部，制定了《市委、市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等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重新梳理了 32 个部门安全
生产职责，开展了安全生产执法行为不规范
专项整治等一系列活动。据统计，今年前 10
个月，沈阳市非煤工矿商贸领域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28 . 6%、27 . 5%。

沈阳：智慧系统让城市安全“看得见”

本报评论员袁汝婷

近日，一封疑似发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举报信在网络热传，举报者质疑院士、长江学
者及国家杰青获得者等多名知名科研工作者学
术造假。目前，已有涉事科研院所否认研究人员
学术造假，还有涉事部门正在组织核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表示，正在调查核实此事。

原本专业性极高的学术举报，如今却有了
“话题出圈”的热度，反映了人们对学术诚信的

高度关切。学术诚信事关普通人对待科学的态
度，事关“科学家”这个闪耀着求真务实光芒的
名词的崇高信誉，事关人们是否还愿意相信那
些孜孜以求、皓首穷经的学术成果。近期学术造
假相关的新闻频频曝出，无疑会对学术诚信构
建带来负面影响。

无论是院士还是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都是
我国千万科研工作者中的头雁人物。他们是学
术研究的领先者，更应是遵守学术道德的模范。
一旦他们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失去的不仅是某
个人、某个研究机构的信誉，还会动摇人们对科
学研究客观性、严肃性、可靠性的信任。

学术造假是伴随着学术研究出现的“恶疾”，
在各国各个领域都时有发生，而国际学术圈的诸

多案例也反复证明：如果一场造假风波引发的
“学术地震”不能及时回应、彻查严处，将对一
个国家的学术诚信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对于当下雾里看花、众说纷纭的这桩“学
术造假”疑云，公众急需一个掷地有声的答
案。让答案掷地有声，首先要讲清楚“到底有
没有”。据报道，尽管举报信落款人称举报信
“没有发出，有过草稿”，但举报信曝光后，此
次事件所涉的相关单位均已展开调查。及时
回应质疑是值得肯定的第一步，人们更期待
的是拿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

让答案掷地有声，更在于讲清楚“错了怎
么办”。学术诚信问题积弊已久，一个显而易
见的原因在于犯错成本低。“风波过去、大事

化小”，一些悬而未决、无疾而终的疑案，不仅
会让造假者心存侥幸，而且会让守规者失望、
寒心。“学术造假”疑云，要彻查，更要严处。

让答案掷地有声，最终在于讲清楚“未来
如何走”。学术诚信建设并非一日之功，既要
求我们有时刻警醒反思的自觉，也要求我们
保持日拱一卒的耐心。今年，《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出台，引发热烈反响。如何向学术造假等不端
行为亮剑，如何用可行的制度防范学术不端，
亟待将文件要求落到实处。

对任何一起“学术造假”疑云，都不可暧
昧处之。事件当事人需要一个说法，公众也期
待早日得到掷地有声的回答。

▲婺源县的詹有社牵牛行走在路上，供游客拍照（11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