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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刘怀丕

14 日，北京正式供暖，将 2019 年至 2020
年采暖季提前一天。自当天开始，北京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和市区供热服务管理平台对供热
温度不达标的投诉逐一派单，督促整改，并计入
考核。天气虽冷，但城市治理者关心百姓冷暖的
贴心举动，让市民心暖。

关切居民冷暖，适时调整供暖时间，体现
了城市治理要让群众感到受用的导向。随着城
镇化不断推进，“乡土中国”逐步向“城乡中
国”转型，城市治理涉及越来越多百姓的生
活。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完善城市治理体

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创造宜业、宜居、
宜乐、宜游的城市环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回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城市是人民
的，城市治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要下足“绣花”功夫，让群众感到受
用、过得幸福。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治理归根到底是
要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城市治理得好不
好，要问百姓满意不满意，要看群众生活方便
不方便。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
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民生事办得怎么
样，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城市治理需聚焦群众需求，找准切入点和着
力点，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活、
生态等各方面。

截至 2018 年，我国城市数量已达 672

个，城镇化率提高到 59 . 6% 。回望过去，我国
城镇化进程波澜壮阔，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
史上的奇迹，城市治理也取得重大进展。房子
变大了、看病更方便了、绿地增多了、办事便
捷了、文化味浓重了、安全感更高了……城市
综合面貌大为改善。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精神
状态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
一些地方的城市治理急功近利，忽视群众呼
声，出现了不少乱象。有的地方规划贪大求
洋，搞大拆大建，切断城市文化传承，导致
千城一面毫无特色，土洋混杂不伦不类；有
的地方建设毫无章法，挖了填、填了挖，严
重影响百姓正常生活；有的地方管理混乱无
序，公交站牌同名异地把乘客搞迷糊了。凡
此种种，都是走偏的政绩观占了上风，忘了

城市为民服务的初衷。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治理坚持民有所

呼、政有所应，要以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把解决房价高涨、交通拥
堵、大气污染等“城市病”作为突破口，对
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要突出地
方自然人文特色，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注重文化传
承，让城市留下更多记忆。推动城市治理的
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以钉钉子精神抓落
实，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让治理的针脚更细密，把群众大大小
小的事情办好。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直接决定城市品
质。以“绣花功”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让群众接受更好的服务，城市生活才能更加
美好。

城市治理情系民生冷暖，百姓自然受用
新华融媒选粹

■■下下一一站站，，火火星星 ！！

扫描右侧二维码，查看新华
社微信消息《中国火星探测任务首次
公开亮相》

14 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
验在河北省怀来县完成，此次试验是我国火星探测任
务首次公开亮相。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于 2020 年择机实施，
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
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并对
火星表面重点地区精细巡视勘查。

■■戈戈壁壁““追追星星””

历时 92 个小时，连续 2000 多公里，一辆“追星大
篷车队”穿越茫茫戈壁滩，只为牢牢牵
引“中国星”。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披星戴月 风雨兼程！他们
横穿新疆只为追星之旅》

■■““119900 万万岁岁””的的牙牙齿齿

这是一颗 190 万年前的巨猿牙齿化石，它出自广
西田东县的一个山洞，它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中国与丹麦科学家在这颗巨猿化石中成功提取了遗
传物质，这项发现揭示了早已绝灭的巨猿的起源和演化
过程。这是在亚热带地区的化石中，首
次提取到年代如此古老的蛋白质证据。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一颗 190 万年前的牙齿中藏
着怎样的秘密？科学家来告诉你》

对一般人来说，冬天到了，家里的暖
气，打开阀门就热起来。你只要交供暖费就
行了，似乎很简单。

但当我们深入到小区里、居民家、热力
公司、燃气公司采访，我们才真切感受到，
貌似简单的供暖背后，是超出想象的复杂：

供暖的能源供应源头复杂。能源供应
来自煤和天然气。先不说两者本身由于价
格、缺口等问题有时候会导致供应波动，一
系列环保措施和技术的应用更是考验供暖
的火能否烧旺。

供暖的设备和技术更是复杂。在管道
方面，仅北京市地下的供暖主干线管道就
总长 2000 多公里，比北京地铁多近三倍，
至于通到居民家的分支管道多得无法统
计。全国供暖管网有多长？没有部门能提供
出数据。

居民供暖方式上也是五花八门地复
杂。有市热力集团集中供暖的，有小区自己
单独烧锅炉供暖的，有百姓自家安装天然

气壁挂炉的，有安装电暖气的，农村则被政
府要求使用清洁煤炭。不同的供暖方式，有
不同的收费渠道，有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的
享受补贴，有的没有。在复杂的“暖气阀”面
前，问题也就出来了。

蓝天和百姓暖和过冬能兼顾么？采访中，
我们看到，用天然气取暖的百姓，享受着政府
发放的补贴，取暖费用和以往变化不大，百姓
尚承受得起。在甘肃农村，我们看到，当地百姓
使用的是政府要求的无烟煤；在北京通州耿楼
村，原来烧煤取暖，家家烟囱冒黑烟，政府前年
给农民免费安装天然气管道通到家。农民高兴
地说：“现在用天然气取暖、做饭、洗澡，又干净
又方便，就是好。”

看到百姓家里窗明几净，目睹百姓脸
上的笑容，我们心里感到很欣慰。不过，百
姓温暖过冬上仍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仍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记者林红梅）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随着北方冬季的来临，这一次，我们报道
的视角转向供暖。

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展开了系列调研。从国
家部委到一家一户，从地方政府到各个企业，我
们发现，小小的一个暖气片，事关能源消费和百
姓生活，连接国计与民生。

在各地调研采访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北
方的天更蓝、空气更加清新，体会到村民供暖
能源从散煤换成清洁高效的天然气或电力时
的喜悦，但也看到一些居民小区因供暖温度
不够、纠纷难以解决的烦恼与苦闷；

我们与政府官员面对面，了解政府对于
“温暖”和“清洁”如何平衡的思考，跟踪供暖
能源保障、供暖体制改革乃至城市服务等方
方面面工作的进展，亲眼看到各个部门、地
方、企业如何统筹协调，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
题或困难……

不同的视角，让我们理解一个转型大国
选择清洁供暖之路的决心和不易，深刻体会
到“民生无小事”的千钧重量，也引发我们对

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治理等诸多思考。
如果说能源供应是供暖问题的一端，另

一端则是送热。千头万绪，细枝末梢，每一条
线的终点都是百姓家庭。供热领域高度市场
化，供热模式极为多样，供热环节格外复杂，
个体感受千差万别，这都给我们的调研采访
带来不少难度。如何不被个体纠纷牵着鼻子
走，进而拨开迷雾，抓住本质？中国地域广阔，
供热受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影
响深刻，如何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把握大势？

一次次采访，一次次讨论，一次次思
考，视野不断拓展，思路更加开阔。

我们的报道中，呈现了“全力以赴做好供
暖保障”“供暖版图嬗变”“做好绣花功夫”等
视角，通过我们的报道，让受众对我国复杂的
国情、政府的民生价值考量多一些理解；让百
姓的关切和呼声传递出来，得到政府更多的
关注、回应和有针对性的解决。在政府与百姓
的双向互动中，民生得到不断改善。
（记者安蓓）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香港中文大学沦为“火场”“战场”。包括
一些学生在内的黑衣暴徒连续多日攻占校园，四处
纵火，疯狂破坏，占据桥梁向交通要道投掷物品，朝
警方投掷汽油弹，手持弓箭与警方对峙。类似突破
法律底线的行为也在香港多所大学上演。一时间，
原本优美安静的校园四处烽火，乌烟瘴气。

“高等教育学校是孕育未来栋梁的地方，为
什么会变成‘兵工厂’？”这是香港警方的质问，也
是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人们的心头之问。大学
者，研究高深之学问，培养健全之人格。追求真

理、明辨是非，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无论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代，社会寄望于大
学传承的是知识、赓续的是文明，而绝不是践
踏法治、打砸抢烧、四处施暴的恐怖行径。

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的新亚
书院，其学规有云：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
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础。“爱
国家、爱民族”的要求赫然在列，不知道那些
变身蒙面黑衣人的少数害群之马，是否还记
得这条学规？筚路蓝缕、不辞辛劳建起新亚书
院的钱穆、唐君毅等创校先贤，在九泉之下看
到这些黑衣暴徒践踏校园、甚至扬言要炸掉
校园，不知会否痛心疾首、愤懑难平？

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之地，不是暴徒罪
犯“庇护所”。长期以来，香港和境外的反对势
力处心积虑地将黑手伸进大学校园，用各种
歪理邪说向学生灌输洗脑，核心就是要“反中

乱港”。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不断造谣生事，
不遗余力抹黑特区政府与警方，并用各种说
辞对暴力行径予以美化包装，大学校园成为
暴力“重灾区”，一些大学生成为反对派操纵
下冲在前台的棋子。逼迫校长谴责警方、谎称
“被警察性侵”、围攻殴打持不同政见的老师
和学生、公开在校园里训练暴徒……种种故
意触犯法律、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恶行就发
生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既令人愤怒，又令人
痛惜，更为香港的教育而忧心。

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些本应作为“传道、授
业、解惑”的为人师者，某些本应作为教育家、
学校引航者的大学校长，面对暴徒暴力暴行，
仍然荒唐地持有暴力犯罪的学生“还是孩子”，
“警察不能进入校园”等歪理。警方更指出，警
方在中大阻止暴徒暴行时，中大校长曾与大批
蒙面暴徒向警方防线走近，当中更有人持电锯

及汽油弹。试问中大是独立王国吗？大学是法
外之地吗？正如警方所严正指出的，包括校长
在内的中大相关人士是否欠市民一个交代？！

古语说，“惯子如杀子。”大学的校长不仅
要当好学生的“父母”，还要做有眼界、有担
当、有风骨的教育家，而不是唯唯诺诺、怯于
暴力的“乡愿”。不问是非，一味地纵容犯事学
生，一味地向暴力屈服，其实就是在纵容犯
罪，最终只会害了学生，毁了香港。

香港决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香港校园
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法外之地。一切违
法暴徒，不管其身处何地，是何身份，都必将
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希望香港的大学和校
长们切实承担起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共同
责任，积极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尽快恢复校园
秩序，还青年学子以平静的课堂，还校园以安
宁。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香港的大学校园不是法外之地

暖气管送热更送“民声” “暖气阀”前算“暖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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