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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4 月 13 日电（记者徐弘毅)从
山西老家过完年回来，工作生活在广东佛山的
李佳和丈夫孩子回到当地祖庙街道的兰桂社
区。通过小区门口的体温检测等环节后，一家人
坐上电梯，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道，这让李
佳感到安心。

疫情期间，兰桂社区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居民们也身体力行。从注重个人卫生、接受体温
检测到主动健康申报，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

佛山是一座有着爱国卫生运动光荣传统
的城市，在李佳居住的祖庙街道，60 多年前一
段全民清理“龙须沟”的故事，至今仍为老街坊
们津津乐道。

20世纪 50 年代，佛山近城有一条名叫新

涌的小河，曾经是城乡交通的运输水道之
一，但因年久失修，加上附近居民倾倒垃圾、
瓦砾、杂物造成淤塞，河里蚊虫丛生、臭气熏
天。当时话剧《龙须沟》正在上演，人们便把
剧中的一条臭水沟的名字“龙须沟”用来称
呼新涌。

1958 年，清理“龙须沟”打响了佛山爱国
卫生运动的开头炮。当时市委书记、市长带头，
佛山群众踊跃参加，仅用 48天时间，就把这条
臭水沟变成清水河，“龙须沟”成为名副其实的
“新涌”。

1960 年，中央爱卫会在佛山召开全国
城市爱国卫生运动现场会议，授予佛山“全
国爱国卫生运动红旗市”称号。60 年来，从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红旗市”到“国家卫生城

市”，爱国卫生的旗帜始终在佛山飘扬。
后来伴随城市发展，新涌被改建为马

路。1976 年，双向四车道的祖庙路建成，道
路两旁种着白兰树，每到花开时节，白兰花
一路飘香，市民因而将这条路亲切地称为
“香花路”。

“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社会力量汇聚
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兰桂社区居委会主任程
桂琴说，通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辖区内企
业商家等各方力量融合，当地正在以共建共
享的方式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

2017 年，佛山在广东省内率先开展“健
康细胞”建设，为爱国卫生运动注入了新的内
涵。“健康细胞”以健康村（居）、健康社区、健
康单位和健康家庭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打

造整洁宜居的健康环境、便民优质的健康服
务、和谐文明的健康行动，倡导团结和睦的健
康管理，提高家庭健康水平。

截至 2019 年年底，佛山市共创建五星健
康村（居）4 个、其他星级健康村（居）306 个、
健康单位 1122 个以及健康家庭 106195 个。

在南海区大沥镇白沙社区，当地将卫
生环境建设作为重要条目列入“村规民
约”。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泽恩说，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生活有着共
同的向往。

“爱国卫生运动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一
种习惯。”程桂琴说，如今大家更加重视健康、
爱护环境，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方式在变，但
初心始终不变。

从“龙须沟”到“香花路”
佛山爱国卫生运动看变迁

（上接 1 版）2010 年 6 月，时任中国中铁二局副指挥长
兼总工程师的程思军率队抵达玉树对口援建。“很多人高
原反应强烈，头痛、胸闷、恶心是常事。”但面对党中央的嘱
托和百姓的期待，原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主体结构 53 天全
部封顶，他们创造了“四天一层楼”的奇迹，学校在震后第
二年即投入使用。三年内，玉树州 94 个教育项目、63 个医
疗卫生项目、65 个文化体育项目全部建成，一批福利院、敬
老院和孤儿院投入运行。

玉树地震将原本依靠小水电站发电的电网损毁殆尽。
灾后重建以来，国家电网投资 50 余亿元，相继建成玉树与
青海主网联网等工程，使玉树电网从 35 千伏电力孤网一步
跨越到 330 千伏现代化电网，实现了玉树州 46 个乡镇、
155 个行政村大电网覆盖。

共玉高速建成通车，州县二级油路全部覆盖，乡镇和
行政村道路畅通率 100%，玉树州迎来交通建设史上的黄
金时期，建成市政道路 235 公里、各类管网 1482 公里，112
个水利项目全部完工。45 个贫困村、3 . 8 万贫困人口、162
万头（只）牲畜的饮水问题得以解决。

行走在玉树市街头，市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温
度、湿度和 PM2 . 5，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在繁华的商业街
上来来往往，快递小哥骑着摩托车从身边疾驰而过……

“灾后重建，带动了玉树州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促进玉树市发展为三江源地区中心城市，吸引大批
国内外游客和客商前来考察投资，年旅游人数由 9 . 7 万
人增长到 147 万人。”玉树州委副书记、玉树市委书记蔡
成勇说。

来自湖北的曾维香在玉树市经营玫瑰西点西餐厅已
有 5 年。生意越做越大，餐厅面积从 100 多平方米扩大到
1000 多平方米。她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玉树灾后重建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了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当地干部群众和援建者的
辛勤奉献，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玉
树州委书记吴德军说。

“民生温度”铸就幸福玉树

一排排藏式院落依山而建，太阳能路灯照亮傍晚的高
原乡村。距离玉树市区约 20 公里的新寨街道办事处代格
村在地震中遭受重创，2012 年整村搬迁，成为科技示范村。
走进 34 岁的村民欧珠永藏家，玻璃房内的绣球花一簇簇开
得真是红艳。

屋顶上安装有太阳能集热系统，厨房里配备了生物质
节能炉，上下水、淋浴器、坐便器等设施一应俱全。欧珠永
藏说，“白天用太阳能烧水，晚上有地暖，生活舒适便捷，和
城市没有区别。”

灾后 10 年，玉树州每年统筹 75% 以上的财政资金用
于民生，有效解决了牧区群众生产、上学、交通、就医、养老
等方面的问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在玉树市新寨街道当代社区，记者看到“一站式”便民
服务大厅干净整洁，居民旦增达哇顺利领到卫生厕所改造
的政府补助 2000 元。他说，现在办低保、户口、医保十分方
便。玉树市积极推进网格化管理模式，将市区划分为 75 个
网格，将人、地、物、事、组织等纳入网格管理，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

第四批北京援青干部、玉树州人民医院院长郭勇说，
为切实解决偏远农牧区群众看病难问题，10 年来，玉树州
人民医院先后成立感染性疾病科、包虫病诊疗基地、危重
儿童新生儿救治中心等 14 个新学科，引入 168 项新技术、
新业务。

地震后，玉树启动大规模异地办学工程，6247 名学
生在北京、辽宁、四川、湖北等地就学。15 岁的仁青永占
被送到山东泰安医学院上学，学费全免，每月还有 300
元生活补助，如今，仁青永占已是称多县歇武镇卫生院
的医生。震后 10 年，玉树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初升
高升学率从 32% 提高到 98%，幼儿园入园率从 3 . 5% 提
高到 68%。

玉树市扎西大同村 33 岁的村民扎西达哇盼望着夏天
到来，他可以继续在村办的藏家乐里上班。开着货车将村
办牧场的牛奶运送到藏家乐，再和 47 户村民分成四组轮流
管理藏家乐，生活充实而快乐。

“玉树地广人稀，扶贫成本高，产业选择难。”玉树州扶
贫开发局副局长杨晓伟说，立足于生态畜牧业，全州 258 个
行政村目前有畜牧业合作社 264 个，有效提升了抵御风险
的能力。

去年初玉树遭遇 10 年未遇的严重雪灾，得益于精准
扶贫政策和交通、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虽遇大
灾，未受大难。目前，玉树州贫困发生率从 5 年前的 34% 下
降到 3% 以内，全州实现绝对贫困“清零”目标。

“精神高度”打造绿色玉树

“用生命守护生命”，是可可西里巡山队员龙周才加每
天做的事。2017 年 7 月，可可西里成为青藏高原首个世界
自然遗产地。

位于玉树州的可可西里是藏羚羊重要的栖息地。过去
10 多年，龙周才加和队员们在可可西里风餐露宿、爬冰卧
雪，顽强守护着这方净土。

经过不懈努力，藏羚羊种群恢复到 7 万余只，雪豹种群
1200 多只，三江源成为全球雪豹最密集的分布区域。黑颈
鹤、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种群明显
增多。

玉树州涵盖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
园区，占园区总面积的 85%。作为“中华水塔”，这里维系着
全国乃至亚洲水生态安全命脉，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让三江源牧民从草原使用者变成草原管护者，2015 年
中央决定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后，玉树已有 1 . 8 万人走上
生态公益性岗位。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
色感恩，生态报国’是我们的初心，要把三江源生态保护作
为最大的政治坚守好、最大的责任担当好、最大的民生保
障好。”玉树州州长才让太说。

2013 年后，玉树境内的探矿权全部退出，所有规划内
的水电开发项目全面叫停。10 年间，玉树累计完成营造林
83 . 81 万亩，实施荒漠化和黑土滩治理面积 464 . 73 万亩，
湿地面积由 2012 年的 3 . 9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 5 万平方
公里，三江源区水资源量由 384 . 88 亿立方米增加到 408 . 9
亿立方米。

2015 年 6 月，玉树市结古排水有限公司正式投运，
日处理污水能力达 1 . 5 万吨至 1 . 8 万吨，处理的污水全
部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纳污浊，吐清泉，确保一江清水
向东流。”玉树市结古排水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晋美加
措说。

近几年，玉树市已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目前正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开放包容，潜移默化地
影响和改变着玉树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新玉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藏区的变
化得益于祖国的强大。”玉树州副州长、玉树市市长扎西才
让说。

置身于这座现代化草原新城，久远浓郁的康巴文化，
正和时代一起前进。

（参与采写记者：陈凯、王大千、白玛央措、李占轶）

候鸟医生·江豚保镖·宠物殡葬师
江西动物保护衍生新职业

新华社南昌 4 月 1 3 日电（记者邬慧
颖、程迪、姚子云）专门医治鄱阳湖候鸟的
医生、守护长江江豚的“保镖”、为逝去宠物
举办“告别仪式”的殡葬师……近年，随着
人与动物关系的日益密切，江西动物保护
衍生许多新职业。

鄱阳湖候鸟大部队近日完成北迁，李春
如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冬
候鸟保护工作基本结束。”

2011 年，江西都昌县多宝乡的内科
医生李春如几乎花光积蓄，买下多宝乡洞
子李村已被废弃的一栋房子，修缮并建起
候鸟医院。

“鄱阳湖是亚洲重要水鸟越冬地，以前到
了候鸟飞抵的高峰期，连轴转都忙不过来，巡
护员会带回不少受伤候鸟。”李春如说。

李春如认真为每只入院治疗的候鸟
建立档案，详细记录入院候鸟的种类名
称、鸟龄、外形外貌等体征，以及治疗方
法、用药品类、药量，并记下候鸟出院时
的体征。

“随着湖区群众护鸟意识的提升，如今救

助的鸟类越来越少了。”李春如说，去年候鸟
飞抵季只救助了一只因误食食物而受伤的小
天鹅。

在鄱阳湖区，越来越多群众自发加入候
鸟保护队伍。湖区涌现出候鸟保护采茶剧团、
候鸟保护协会等一批爱鸟护鸟民间团体，他
们救治病伤候鸟、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参与湖
区巡护。

在江西许多地方，一些人的职业因动物
保护悄然发生改变。

记者在鄱阳湖畔走访发现，随着各地对
渔业资源及水生生物保护的日益重视，湖区
一些渔民不仅收起了渔网，还转而开始保护
渔业资源。

在长江和鄱阳湖交界处的江西省湖口
县，渔民张传国的渔船早已不再用于捕鱼，撒
了半辈子的渔网也收了起来，如今他是一名
长江江豚巡护员。

前几年，张传国自愿报名成为湖口县江
豚协巡队的队员，协巡队中多数人和他一样
世代以捕鱼为生。“我们每周巡护不少于 5 航
次，一旦发现偷捕、采砂、排污等行为，立即向

渔政部门报告。”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江西越来越多

群众参与到动物保护与救助工作中，共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2019 年，江
西新增 7500 名生态护林员，总量达到
2 . 15 万名。目前，仅上饶市鄱阳县 12 个
湖区乡镇就成立了 1 2 支护渔生态志
愿队。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人与动物关系的
日益密切，“宠物殡葬师”这一特殊而温情
的职业开始出现。

细心整理宠物遗容，让主人与宠物
再单独相处片刻，最终将宠物进行火
化……帮离世宠物准备一场“告别仪
式”，是江西省南昌市宠物殡葬师万义伟
的日常工作。

“有时候我们就像心理医生，听每一位
宠物主人分享他和宠物之间的故事，为他
们疏导情绪。人们选择宠物殡葬，是对生命
的尊重。”万义伟说，他与南昌市 8 家宠物
医院有业务联系。过去 7 个月来，他已办了
30 多场宠物“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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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家里
通了电，是用上了手机，还是有
了一辆小汽车？45 岁的曲多自
己也说不清楚，但他知道：当吾
朵可以像藏刀、藏服一样被售
卖时，时代确实不同了。

曲多的家在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称多县珍秦镇十一
村，这里属于被雪山环抱的嘉
塘草原。千百年来，牧民赶着牛
羊游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场
上，好似碧蓝如洗的天空中不
时飘过的朵朵白云。

生于此，长于此。嘉塘草原
的牧民说起吾朵的故事，三天
三夜也讲不完。“战士打仗需要
武器，牧民放牧离不开吾朵。”

与曲多同村的牧民久美旦周
说，由牛毛编制而成、形似牧鞭
的吾朵，集合了格萨尔王使用
过的所有兵器的优点。

在曲多家，记者看到了已
经制作完成的 10 多根吾朵挂
在墙上。它由特定花纹编制而
成，中间较宽的部分用来兜住
石头，使用时依靠惯性甩出的
石头可以被抛至两三百米外的
区域。曲多说：“吾朵上有‘九
眼’‘弓箭’的纹样以及彩色的
牛毛，每个部分都寓意了吉祥、
平安与美好。”

“我们家每个人都会编制
吾朵，就像是会唱歌跳舞一样，

这种技艺流淌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不需要刻意学
习。”拿起一根制作考究的吾朵，曲多热情地向记
者演示起了它的用法，只见他抡圆了胳膊，朝着
两百米外的目标，瞬间将吾朵包裹的石子抛出。

一块风干肉，一小袋糌粑，就是牧民放牧一
天所需的口粮，他们与牛羊相伴在广阔无垠的
草原上，一走就是一天。“在草原上放牧，难免遇
到猛兽，但是带着吾朵就不会害怕了。”久美旦
周说，吾朵末端的“措吉”抽打在地上会发出像
鞭炮一样的声响，不仅打发了放牧的寂寞，也能
驱恶避邪。

时过境迁，伴随牧民生活的变化，吾朵也被
赋予了新的功能。“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草
原上很多人搬了新家，有了自己的汽车，吾朵就
成了挂饰，用来保佑全家平安。”曲多说，通过编
制售卖吾朵，一年能为家里增收 5000 元左右。

在牧民生活蒸蒸日上的背后，主要还是当地
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2015 年，曲多所在的十一
村成立了嘉塘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全村 405 户牧
民的 42 万亩草场被整合成夏季、秋季、冬季草场。

谈起草场变化，作为合作社副理事长，久美
旦周感到自豪：“轮牧使草场有了‘休息’时间，
草比原来长高了。合作社统一管理又使村里
60% 的劳动力可以选择外出务工，还可以在县
城照顾年迈的老人、上学的娃娃。”

四月的嘉塘草原还覆盖着白雪，但对于这
里的牧民来说，春天早已来到。曲多手持吾朵，
甩出清脆的响声，将成群的牦牛赶向白云深处。
（记者陈凯、王金金）新华社西宁 4 月 13 日电

武汉：绿道休闲 ▲ 4 月 13 日，人们在武汉东湖绿道休闲。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武汉绿道
上健身休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提高报酬职业化，定向招录拓空间

武汉：新规关爱社区工作者
新华社武汉 4 月 1 3 日电（记者王自

宸）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作出重要贡
献。记者 13 日从武汉市委组织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适应新时代加强城市基层治理
的需要，武汉出台社区工作者管理新规，
提出从提高社区工作者报酬、面向社区工
作者定向招录公务员等举措入手，不断推
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

据了解，这份《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
法》从社区工作者选任招聘、教育培训、规范
管理、考核、职业发展、待遇保障、激励措施、
退出机制等多个方面对社区工作者管理工作
作出了规定。

记者注意到，为推动社区工作者队
伍实现职业化目标，办法进行了诸多探
索和创新。例如，提出设立社区正职、副
职、委员和社区干事四类岗位共 18 级的
等级序列，以促进社区后备力量培养；规
定各区每年分别拿出 2 0 % 左右的街道
（乡镇）公务员职位、基层事业单位管理
岗位的录用和招聘计划，定向考录、招聘
社区工作者；大幅提高社区工作者报酬，
按年人均收入不低于上年度全市城镇职
工平均工资标准设定社区工作者报酬体
系，同时增设学历津贴、职业津贴。社区
工作者年人均应发报酬 7 . 3 6 万元，增

加 3 . 41 万元。
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丹红表

示，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能力
突出、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需要
社区工作者真正感受到社区工作有尊
严、有价值、有奔头。

办法中提出诸多举措，实现了社区
工作者进出有通道、履职有目标、考核
有标准、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激励
有机制，有利于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
业化，不断使社区工作者在知识、技能、
观念、思维、态度、心理等各方面，符合
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

辽宁实施退田还河

加速推进辽河治理
新华社沈阳 4 月 12 日电（记者孙仁斌）清

明过后，辽宁大地天气转暖。在辽宁和吉林两省
交界处的西丰县东辽河流域，生态封育工程施
工正酣。2020 年，辽宁将巩固辽河、大小凌河等
河流 88 万亩退田还河生态封育成果，推进辽河
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除水田、护堤林、防风固沙
林以外的河滩地退田还河生态封育，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近年来，辽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辽河
流域生态环境。2019 年，辽宁省在辽河等重点
河流实施退田还河生态封育 88 万亩。全省完成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66 万亩。

在东辽河西丰县平岗镇杨木村施工现场，
一台挖掘机正在挖掘保护沟，全长 13 . 97 公里
的保护沟已经基本完成。以保护沟为界，向河道
延伸 35 米范围为河道封育区。封育区域内，土
地回租已经全面完成，工人们正在忙着卸树苗、
栽植，这些树苗将在今年秋季发挥生态作用，改
善水质，防沙固沙。

辽宁省水利厅厅长王殿武介绍说，2020 年，
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将全面展
开，通过补齐防洪工程短板、强化水污染治理、
实施生态封育、抓好监督执法、坚持绿色发展 5
方面措施，力争“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五年基本完成”，全力以赴把辽河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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