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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村头制衣厂响起了缝纫声，村
里的麻将就“哑”了。

“哒哒”的缝纫声取代了“哗哗”的麻
将声，“闲奔波”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多年
来为了改变村里的面貌，没有“白奔波”。

“闲奔波”是江西省武宁县鲁溪镇梅
颜村党支部书记夏涓沅的网名。2014
年，夏涓沅放弃年薪 30 万元的企业高管
职务，回到家乡。

“当时我的决定，家人和乡亲们都很
不理解。”夏涓沅说，“我只是想趁有能力
的时候，为家乡做点事。”

2015 年之前，梅颜村虽然也是先进
村，但“搓麻”之风刹不住。村里年轻人
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每
天把上学的孩子送去学校后，空闲时间
就会聚在两个小卖部打麻将，几乎每天
都会凑齐十几桌，围观者都把路堵住了。

“那时候，村里因为打麻将经常出现
吵嘴的现象，家里也不和谐。”夏涓沅说，
靠明令禁止没有用，劝说也只能是卖个
面子管一时，找到让村民觉得比“搓麻”
更有味道的事是关键。

一定要让村民们“忙起来”。2016
年，夏涓沅利用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资
源，在村里创办了一家生产消防梯的工
厂。梯厂用工以村里的留守人员为主，
尤其是贫困户优先。

夏元林曾是村里的贫困户，2016
年，夫妻俩进入消防梯厂做烧火工。如
今，他们三个月的收入远超往年三百天，

已于 2017 年底脱贫。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还能照顾家

里，这样的日子之前想都不敢想。”夏元
林说。

看到办厂帮助乡亲效果很好，夏涓
沅接着又在村里办起了消防制衣厂。曾
是村里麻将馆的一座两层楼民房，如今
成了制衣厂的缝纫车间。

“以前打麻将包输不赢，现在做衣服
只赢不输。”53 岁的村民柯秋香一边赶
制着消防衣，一边爽朗地对记者说。柯秋
香介绍，以前打麻将经常一个月就输掉
1000 多块钱，“输了钱心里也不舒服！”

每天工作不到 8小时，每个月大约有
2000 元入账，还不耽误接送小孩上学、做
家务，怪不得柯秋香这么开心。

在消防梯厂做刷漆工的夏金香是被
夏涓沅“骗”进厂的。她是搓麻“带头大
姐”之一，从进厂初期的不习惯甚至抵触，
到现在撵也撵不走——月薪 4500元稳稳
地放进荷包里的“诱惑”挡不住。

制衣厂和梯厂共招用了村里近 50
名留守人员，“集”齐了像柯秋香、夏金香
这样的全部麻将桌常客。

产业有了，村民有事做了，但闲暇时
间如果不充实，“搓麻”之风还可能返潮。
怎么办？

喜爱诗书的夏涓沅成立了“竹林堂”
诗社，很受村民欢迎，一些原来爱打麻将
的村民加入其中，现在已有 2 0 余名
会员。

走进村部，诗书满墙，“农民诗人”们
的作品扑面而来。“这是我们这几年出的
诗集。”“诗人支书”夏涓沅自豪地捧出一
本本诗集。

尝到以文“化人”的甜头，2018 年，
夏涓沅又创办了梅颜村农民老年学校，
村里一下就有 200 多名老人报名参加。
诗词创作、广场舞、采茶戏、龙灯舞、马灯
舞、篮球赛……梅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
多彩。

“平时有活干有钱挣，闲暇时间被各
种文化活动填满，谁还有时间打麻将？”
鲁溪镇党委书记熊自安说。

曾经“风光无限”的麻将桌，已“失业
下岗”，被“冷落”在制衣厂杂货间的墙
角，落满灰尘，这是乡村风气的改善，更
是社会治理的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
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们
着力构建和谐人文生态，谋公共事业
发展、公共文明指数升值，让人民群众
有浓浓的获得感、幸福感。”武宁县委
书记杜少华说。

“分享丰收喜悦，扫平灵魂的荒
芜，让阳光四溢，重浴肥沃的良田。”夏
涓沅写下了这样的诗词。

（记者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6 日电

麻 将 桌“ 失 业 ”记

新华社记者任卫东、谭飞、王博、张玉洁

山从这里起，水从这里来。透过生
态之眼，西北地区可谓极端重要又无
比脆弱。

木里煤田超规开采、腾格里沙漠
排污、祁连山无序开发、秦岭北麓违建
别墅…… 2014 年以来，生态警钟在西
北不断被敲响，引起中央和全社会高
度关注。

记者长期跟踪这些典型案例，见
证了起初破坏的触目惊心到整改治理
恢复的步步变化。近期，记者再回访、
再调查，当年的疮痍大地伤痕渐愈，阵
痛之后再迎新生。

观察、解析这些生态问题的标本，
就是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找准症
结，为未来探寻出路。

“由黑到绿”的底色之变

祁连山腹地，高耸密林旁，一片低
矮云杉正在静静生长。600 多天前，这
块新绿处却是黑黢黢，深藏地下亿万
年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被开掘。

这是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
县千马龙煤矿的旧址，其探采历史已
有 40 多年，并数易其主。两年前，煤矿
采矿手续齐全，员工有 460 多人。

2017 年 7 月，中办、国办就甘肃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
坏问题下发措辞严厉的通报。通报称，
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
严重。

千马龙煤矿的九成区域在祁连山
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依规必须退出。
当地政府和企业主签订了补偿式退出
协议，政府委托，企业出资，边拆除、边
清运、边覆绿。

如今，设施设备拆除，矿业权证已
注销，煤矿旧址“由黑转绿”。天祝县自
然资源局局长赵明军表示，生态恢复验
收合格后，这里将移交保护区管理局统
一管理。

令人痛心的是，祁连山生态环境
问题在西部不是首例、也非个案。前有
木里煤田超规开采留下“黑色天坑”、
腾格里沙漠企业排污造成巨型“排污
池”，后有秦岭北麓圈占林地耕地违规
修建别墅，个个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环境问
题不断暴露，生态警钟接连敲响。过去
的几年，记者多次到访典型个案发生
地，耳闻目睹关停退出、拆除炸毁、覆绿
恢复——

祁连山保护区关停退出 144 宗持
证矿业权，另有 111 宗历史遗留无主
矿业权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秦岭北麓陕西西安境内拆除违建
别墅 1 1 8 5 栋、1 5 2 8 套，收回土地
4556 亩；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青
海木里矿区生态恢复面积增加 13 . 15
平方公里；

宁夏责令违法排污企业回抽处理
直排沙漠的蒸发池废水 44 . 85 万立方
米……

最近，记者再度回访这些“生态疮
疤”，目击“底色之变”，也深深感到，过
分攫取给自然带来的伤痕，虽可“急
救”，但系统复原仍需时日。

另一方面，事发地因整改整治倒
逼出的科学治理、协同管护、系统修复
的经验和实践，让这些曾因生态环境
问题通报全国的地方，成为生态环境
科学修复治理的“博物馆”“教科书”。

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木里煤
田，已逼近绝大多数植物分布生长的
高度上限。中国矿业大学团队在当地
开展长期种草试验后，探索出有机肥
覆土植绿、5 种草混播的模式。

在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污
水总排口处，摄像头实时监测水体排

放，自动取样机定时取样留存。污染源
在线监测系统的屏幕上，显示着废水
中化学需氧量（COD）等各项污染物
的实时浓度。“监测系统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数据实时上传，如污染物超
标，就会有警报提示，我们可以远程关
闭。”中卫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
副支队长马永兴说。

在占祁连山保护区总面积七成的
张掖市，政府与科研机构合作，运用卫
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信息
技术建立大数据库。“天上看、地上查、
网上管”天地一体立体化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的构建，让环境监测预警、监察
执法和协同管理水平大大提升。

绿色发展方式的深刻革命

巍巍祁连山蕴藏无穷宝藏。曾经，
丰厚矿产吸引资本挺进深山。如今，雪
山冰川、森林草原共同构成的良好生
态正被视作珍宝、重绽光华。

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一位曾花了 10 多年、数千万元在
祁连山探矿的投资人正在转型“探

水”。和每吨数千元的矿石相比，论瓶卖
的矿泉水回报少、见效慢，但他却在“史
上最严问责风暴”后，渐渐体悟到了新
的投资逻辑。

“如今人们对清新空气和洁净的水
有向往。矿山关停退出后，祁连山的生
态会越来越好，水质会越来越纯净。好
生态才是‘下金蛋的鹅’，我对行业、对
市场有信心。”他说。

多位昔日的“矿老板”坦言：投资者已
然深切认识到，生态红线已同安全生产一
样成为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的头号风险！唯
有转型绿色产业，下一步才有出路。

资本的嗅觉最敏锐。资本的风向，
也是发展方式变革的观察窗。

曾经，地方政府“靠山吃山”，招商
引资请投资者开矿办厂，繁荣经济、发
展民生。祁连山保护区整改整治后，天
祝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四成；青海
木里煤田因违规开采停产整顿前，所在
天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是现在的数倍。

然而，工业文明在成就丰裕物质财
富的同时，也有“会呼吸的痛”带来的焦
虑、“母亲河的呼喊”引发的担忧。

（下转 3 版）

▲拼版照片：上图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拍摄的陕西西安鄠邑区“西安院
子”拆除现场（视频资料截图）；下图为 2019 年 7 月 26 日拍摄的“西安院子”拆
除后复绿情况。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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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哒哒响》。

▲梅颜村村民柯秋香在制衣厂
车间内工作（ 11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闲置在江西省武宁县鲁溪镇
梅颜村制衣厂杂货间的麻将桌（ 11
月 12 日摄）。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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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电（记者赵东辉、晏国
政、马晓媛）漫天红叶燃遍群山，汾河一
泓碧波在璀璨灯光下愈显绚烂。秋末冬
初，一幅胜似江南的北方山水图景在太
原渲染开来，扮靓了市民和游客的“朋友
圈”，点亮了一座古城的自信，书写着这
座资源型城市转型崛起的新篇章。

环境“美”起来，引发“城

市会客厅”效应

太行与吕梁两大山系怀抱中的太
原，自古就有“山光凝翠、川容如画”之
誉。然而，长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使这里一度失去了山光水色，东西两山
千疮百孔、植被稀少，穿城而过的汾河杂
草丛生、垃圾遍地，空气里散不去煤烟
味，市容市貌陈旧。

改变从“母亲河”汾河开始。“自
1998 年以来，太原用 21 年时间持续治
理汾河，建成了长达 3 3 公里的景观
带。过去的乱河滩，变成了市民的游乐
园。”汾河景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侯
刚说。

汾河变漂亮了，俨然成为古城在新
时期的“会客厅”，迎来蝶变“加速度”。
在过去“风起漫天灰，雨落满地泥”的西
山地区，太原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治
理，数年间投入超百亿元，建成 16个绿
植满坡、风景各异的城郊森林公园。长
年污染的九条支流和晋阳湖，也在近年
一一完成改造，焕发出“水韵龙城”的
神采。

为治理长期存在的煤烟型污染，太
原结合城中村改造、热源厂燃煤锅炉替
代等工作，年均拆除燃煤锅炉约 500 台。
“过去几年，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
连年下降，特别是二氧化硫浓度降幅达
70%。”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区域处处长宋
力说。

交通出行也在“绿”起来。短短几年
间，太原新改建城市道路 1000多公里，公
交车全部更换为天然气大巴，并成为全国
首个纯电动出租车城市，公共自行车单日
租骑量等多个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太原越来越美、越来越有现代化气
息。”经常到太原出差的山东人黄斌说，
如今这座城市的变化完全颠覆了人们的
固有印象。

产业“多”起来，“老饭碗”

做出“新饭”

由太原锅炉集团与清华大学等研
发的一项生物质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通过专家组鉴定，被认为“实现了重大
技术创新”“达到该领域的国际领先水
平”。

“这一技术产品今年销售额已经达
到 5 亿元，占集团销售总额的 1/4，为企
业贡献了新的增长点。”太原锅炉集团副
总工程师刘爱成说，从 20 年前濒临破产
到成为行业翘楚，企业逆境重生，靠的就
是科技创新。

作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能源重
化工基地，太原长期以来形成了“一钢独
大”等单一产业结构。为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太原提出正确处理“老饭碗”与“新饭
碗”的关系，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就是要
通过技术改造、创新驱动，让‘老饭碗’做
出‘新饭’来，并创造更多的‘新饭碗’。”

太原市委政研室主任张农寿说。
结合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

验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太原陆续出台一系列产业转型政
策，设立 100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连续
两年拿出 20 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和人
才建设。

“这些举措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
业活力，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正在成
长。”太原市科技局局长庞虹说，2017
年以来，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
54 . 3%；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增长 8
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之首。

创新驱动为产业转型升级摁下
“快进键”。2018 年太原非传统产业增
加值增长 17 . 8%，增速高于传统产业
增加值近 10个百分点；转型项目投资
增长 23 . 7%，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达 63 . 4%。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
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

太原市统计局副局长戴陆寿说：
“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多
元支撑格局逐渐形成，经济发展动能
蓄势待发。”

脚“踮”起来摘桃子，步

入改革发展“快车道”

从 26 个工作日、5 个工作日，再
到 2个工作日，这是太原市新办企业
手续办理时限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是
大刀阔斧推动的行政审批服务改革。

“自成立专门机构以来，我们就处
于全力奔跑状态。”太原市行政审批服
务管理局行政审批管理科科长甄咏春
说，到今年底，要实现“一窗通办”，让
不动产登记、企业登记、社会事务、投
资项目等事项的审批服务真正实现便
民化。 （下转 2 版）

新华社兰州 11 月 16 日电（记者
梁军）记者了解到，甘肃省委日前对
任性用权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的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
行严肃问责处理，并在全省通报批
评。5 名干部受到纪律处分和组织
处理。

人才流失多、引进难，一直是困扰
甘肃发展的难题。今年 2 月，为了给用
人单位放权，甘肃省委组织部、省委编
办、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 4 部门出台
政策，将引进高层次人才由事前审批改
为事后备案。然而，甘肃省人社厅却于
3 月 25 日违规出台文件，将事后备案
变相分为招聘计划备案、考试体检备
案、审批结果备案等 3个事前备案环
节，实行“变相审批”。

通报说，甘肃省人社厅以“盖章”
倒逼相关部门审批，要求省属高校和
科研院所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报备材料
必须由甘肃省委编办、省教育厅盖章
后上报，否则甘肃省人社厅不予受理。
今年 1 月 23 日，甘肃省人社厅发布了

第一批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历时 5个
月才完成第一个引进博士的“备案”，到
7 月底，还没有 1 名高层次人才真正引
进落地。用人单位完成甘肃省人社厅的
所谓“备案”，至少需要省委编办盖章 2
次，省教育厅盖章 7 次。

通报指出，甘肃省人社厅任性用
权，把“放管服”变为“管卡压”，对基层
的强烈反映不理不睬、我行我素，问题
的根源值得深思。甘肃各地各单位要引
以为鉴，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作风改进，解决突出问
题，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落实落地，确
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近日，甘肃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对省人社厅党组在全省进行通报批评，
责成作出书面检查。给予省人社厅党组
书记、厅长诫勉处理；分管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党组成
员、副厅长职务，改任二级巡视员；给予
事业处处长等其他 3 名责任人党内严
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及降级处理，调
离省人社厅事业处。

引进一个博士，“备案”耗时 5 个月

把“放管服”变“管卡压”

甘肃省人社厅被问责

山西太原转型发展新观察——

近年来，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对辖区内主要
河道落实了河长巡查责任制，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
护河行动，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感。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今年以来，福建省建瓯市把城乡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优化城乡环境的“生态工程”、“民心工程”，
大大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守护美丽河道 共建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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