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武汉 1 月 16 日电 记者魏劲松、通讯
员王誉兴报道：隆冬挡不住脱贫奔小康的激情，
温暖溢满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坎。1 月 16 日下
午，湖北省英山县第一中学操场上人山人海，
文化、科技、卫生、司法等部门在此集体摆摊
设 点 ，给 乡 亲 们 送 上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新 春 礼
物。这里是 2013 年湖北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启动仪式的现场，更是十里八乡农民
群众期盼已久的“大集”。28 个省直部门联
动，科技“大篷车”、科技示范户培训、法律解
读、假货辨识、疾病诊治等让“三下乡”活动的
内容日益丰富，变成了文化科技卫生法律教
育等“多下乡”。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扑面而来的是老区人
民脱贫奔小康的渴望。

“今年气温格外低，茶树该如何防冻？”在省
科技厅展台前，41 岁的石头咀镇大屋冲村茶叶
种植户刘英心情有些急迫。她告诉记者，家里
有 6 亩茶园，但目前采用的越冬措施不尽如人
意。听说有“三下乡”活动后，她早早赶到会场，
希望能当面得到专家的指点。

“冬季管好茶园来年增加一半收获，要抓好
两点，一是搭扣小拱棚，二就是培土，这两项措
施都是最有效的防冻技术。”湖北省农科院高级
农艺师贾尚智忙得不亦乐乎，嘴上要解答问题，
手上还得发放宣传材料。“农民对知识的需求很

迫切，以前比较盲目，见什么材料都拿，现在不
一样，都是带着问题来的。”

记者在现场与省科技厅负责人交流时得
知，他们为参加这次“三下乡”做了精心准备，除
了带来了项目资金外，还带来了农村实用技术
资料，蔬菜、优质中药材种子和生物肥料等。

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表示，10
多年来，“三下乡”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科学致富本领，已经成
为一项让农民得实惠、干部受教育的民心工程、
品牌工程。接下来将按照开展更大范围的“三
下乡”活动，在全省掀起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
务农民的新热潮。

刘奇葆会见厄立特里亚人民
民主与正义阵线干部考察团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记者李

菲） 中国侨联八届五次全委会议 16 日在
京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书记处对侨
联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源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更好地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
维护侨益，团结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共同奋斗。

李源潮充分肯定 2012 年侨联工作的成
绩。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寄托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和
共同追求。侨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要用“中国梦”凝聚侨胞力量，充分激发海内
外侨胞报效祖国、造福桑梓的热情。要创新

调整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和重点，在招
商引资的同时更加注重招才引智，更加注重
帮助国内企业和资本走出去。要加强海外
联谊和与港澳台侨界的联系，融洽同胞感
情，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
民的了解和友谊。

李源潮说，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以来，我国海外侨胞数量迅速增加，归侨中
回国投资兴业和科技创新创业的新侨大量
增加。要根据侨情的新变化新特点，贴近侨
心、服务侨胞，可以做锦上添花的事，更要做
雪中送炭的事，帮助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解
决实际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正当权益。要
加强侨联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侨界群众真心
信赖的侨胞之家。

贾庆林会见日本前首相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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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晚上 6 点多钟，山东济宁市
鱼台县王鲁镇耿庄村 88 岁的退伍军人姚素
堂家来了三位常客，县民政局驻村“第一
书记”姜胜利及其他两名驻村干部。跟往
常一样，他们给老人送来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还拉着他的手坐在一起攀谈起来。

“姚大爷，快过节了，请收下我们的一
点心意。另外，您还有什么困难和想法？”

“谢谢你们来看我。要说有啥想法，就
是村里修路的钱咋样了？”

姚大爷常年坐在轮椅上，村里那条坑
洼不平的土路，让他的出行非常不便。

“咱村的路完成整体硬化需要 70 万
元，目前还有 23 万元的资金缺口。我们再
想想办法，县镇补贴一点，社会捐助一
点，争取一开春就动工。”姜胜利说。

为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新
年伊始，鱼台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

“夜访夜谈”活动，要求党员干部每周夜访

不少于 2 次，访谈农户不少于 10 户，并积
极当好党建工作指导员、群众信访代理
员、经济发展领航员、维护稳定消防员、
农民教育教导员。他们还建立每周调度一
次访谈日记、每月公示一次访谈情况、每
年兑现一次服务承诺的监督机制，确保活
动常态化。

鱼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韩贵省告诉
记者：“‘夜访夜谈’活动，安排在晚上 6
点到 8 点半这个时间段，最大程度避免与
群众的作息时间冲突。主要目的是倾听群
众对我们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不足的意见与
建议，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现场解
决；现场解决不了的，向群众说明原因，
整理后上报，统筹安排，协调解决。对一
般性问题，在 15 日内处理完毕，较为复杂
的问题在 30 日内办理完毕。对群众因不了
解情况提出的意见，确定专人做好解释工
作。”鱼台县委书记李志红介绍说。

据 了 解 ，“ 夜 访 夜 谈 ” 活 动 开 展 以
来 ， 鱼 台 县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共 走 访 群 众
12.2 万 户 ， 开 展 集 体 座 谈 241 场 ， 收 集
群众意见建议 1.4 万条，解决群众反映问
题 1580 件。

“夜访夜谈”暖民心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廉丹报
道：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杨毅 16 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两岸首条横跨台湾海峡、
连接大陆和台湾本岛的海底光缆——“海峡
光缆 1 号”工程已顺利竣工，将于 1 月 18 日
在两岸同时举行开通仪式。

他说，这条光缆连接大陆福州至台湾

淡水，全长约 270 公里，采用了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传输技术，由两岸多家电信运
营商共同投资建设。“海峡光缆 1 号”的建
成，是两岸“三通”取得的又一重要成
果。它将建立起两岸间的直达通信电路，
从而大幅度增加两岸通信能力，对两岸老
百姓来说是个好消息。

新 华 社 成 都 1 月 16 日 电 （秦 交 锋

李果） 来自我国三大语系的佛教人士在
成都共同表示，自焚完全违背佛教教义和戒
律，呼吁以慈心悲愿善待生命。

在 16 日举行的“佛教生命观研讨会”
上，与会佛教人士指出：“慈悲”和“不杀”是
佛教生命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 2500多
年传统的佛教始终以慈悲为怀，把“不杀生”
列为根本戒律。作为佛教徒，理应坚持正
信，阐扬正见，持戒守法，以大慈大悲之心，
珍惜人身，善待生命。

谈到一段时间以来四川、青海、甘肃三
省交界地区发生的自焚事件，与会佛教界人
士纷纷表示痛心和惋惜。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传印长老指出，佛教是尊重生命、关爱生
命的宗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对劝

诱、鼓励和赞叹自杀的行为更是予以严厉苛
责和禁止，认为这与亲手杀人的暴力行为无
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嘉木样·洛桑久
美·图丹却吉尼玛表示，僧人自焚、僧人参与
自焚、僧人煽动他人自焚完全违背教义和戒
律，必须反对。

与会代表呼吁所有佛教界人士积极行
动起来，向广大信众宣讲正确的佛教生命
观，认清是非、抵制邪说，以戒为师以法为
依，保护僧俗群众的生命安全。

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佛教生命观研
讨会”16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本次研
讨会以“慈心悲愿、善待生命”为主题，来自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
语系的约 40 名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围绕主
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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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各 地“ 三 下 乡 ”

湖北：

服务到基层 村民笑开颜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韩秉志 苏

民报道：1月 16日下午，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
东堡村的文化广场锣鼓震天，热闹非凡。原
来，东堡村村民得知“三下乡”活动在这里举
办，早早地来到现场，自发组织秧歌表演，为
活动营造气氛。村里的老老少少也聚集在文化
广场，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有名家名角参加的文
艺演出。

在距广场不远处的东堡村文化活动中心，
来自北京市文联的艺术家们正在马不停蹄地为
村民写春联。短短 1 个多小时，100 多副春联
分发给了村民们。

除了精神食粮，技术指导也不可或缺。在
“三下乡”活动现场，“京茄六号”、“京研红樱
桃”⋯⋯这些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育
成的优质种子，免费发送到村民手里。还有不
少农民朋友向专家咨询科技种植方面的知识。

这样的场景，对于陈启龙来说再熟悉不
过。常年务农的陈启龙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

“三下乡”活动带来的实惠。对他来说，收获
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以前不懂得种植
技巧和市场。咱们跟着专家学，现在也懂了差
异销售。去年，收入至少提高了 20%。咱也
展示展示‘新农村人’的面貌！”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2 年 北 京 市 共 组 织
“三下乡”文艺演出 1 万余场；各种讲座培
训、现场观摩、宣讲活动 6800 多次；向农村
群众赠送图书、光盘、宣传品 370 多万份；提
供体检义诊、健康咨询 260 多万人次，推广农
业科技新成果和适用技术 90 多项，受益群众
达 523 万余人。“三下乡”活动已经形成一个
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集中活动为示
范，以办实事、求实效为标准，以服务“三
农”为目的的良好工作格局。

有文艺演出，有科技指导，有健康咨询。
这一天，东堡村村民过得乐呵，过得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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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记者来到素有“天津绿肺”
之称的天津滨海新区北大港湿地，这里环境
优美。“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
根本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自
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扩大森林、湖
泊、湿地面积。由于湿地能够分解、净化环
境物，起到‘排毒’、‘解毒’的功能，因此
被人们喻为‘地球之肾’。”同行的大港园林
市政办主任于学义说。

北大港湿地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东南部，是
天津市面积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每年都是
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中的重要一站。

走进一望无边的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北侧
1 万多亩鱼塘中，四面道路均被厚厚的白雪覆

盖，水域绝大部分已经结冰。
“过去，这里到处充斥着建筑垃圾，还有因

大面积取土而被破坏的荒地。”滨海新区大港
工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徐延琥告
诉记者，大港大部分区域都属于退海之地，土
地盐渍化严重。当地人有句话来形容以前的
大港区，“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
收盐巴”。

滨海新区大港工委书记张志方介绍，按照
滨海新区总体规划，大港作为滨海化工区是全
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但经济的快速发展，
给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近
年来，大港人紧紧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有
利契机，坚持“发展为要、环保为先”的理念，锲

而不舍改善环境，“生态大港”轮廓初现。
如今，作为天津市打造“绿色滨海、生态滨

海”重要项目的大港湿地公园建设已初具规
模。湿地公园西起十米河，东到津岐公路，东
西长 5000米，南北宽 620米。

漫步在北大港湿地，举目都是苍苍芦
苇。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就连这随风摇曳的
芦苇，在这里也有了产业链。滨海新区大港
妇联主席宋文雅给记者展示了再就业中心的
妇女们巧手制作的芦苇画。记者看到，一幅
幅 精 雕 细 刻 的 芦 苇 画 ， 都 是 以 芦 苇 的 叶 、
秆、花穗为原料，经艺人剪、烫、贴、润等
十几道工序精心创作而成，非常环保，堪称

“绿色艺术画”。

尽管寒风刺骨，但营口港却是热火朝天，
步话机里引导机械手装卸货物的叫喊声此起
彼伏，载着集装箱的大型货车在港区川流如梭
⋯⋯近日，记者在营口港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繁 忙 景 象 。 港 口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营 口 港
2012年的吞吐量突破 3亿吨。

作为东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大通道，营口港
的快速发展折射出的，是腹地营口市乃至辽宁
沿海经济带正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的营口市鲅鱼
圈区，20 年前是个小渔村，今天已经成长为一
座现代化的渤海新城。港口和城市的同步发
展、互融互促，带来了今天全新的鲅鱼圈区。

“来了，就是鲅鱼圈人”，一出鲅鱼圈高铁站，就
可以看到这样的问候语。刚刚开通的哈大高
铁，让鲅鱼圈的交通更加便捷。

同时，一流的文化设施充实了市民的文

化生活，也提升了鲅鱼圈的文化品位。鲅鱼
圈图书馆是市民阅读的好去处。在一层阅读
区域，很多读者正在专心读书。市民张凤仪
坐在靠窗不远的位置，翻看着一本 《塑料成
型工艺》。他告诉记者，“以前想看书都要
买。图书馆建成后，看书很方便。”图书馆副
馆长韩兆宏告诉记者，图书馆设计馆藏能力
50 万册，第一批入册图书已达到 23 万册，今
后还将不断补充扩容。

产业是营口在港城联动发展过程中实
现 的 新 突 破 。 在 盐 碱 地 上 崛 起 的 辽 宁（营
口）沿海产业基地，正在建设中的重大装备
控制系统制造、电子元器件、高端金属结构
材料及精深加工、卫星应用四大千亿元级产
业集群，让这里成为沿海经济带上最受瞩目
的区域之一。

港口、产业、城市，如何相辅相成、相融相

促？营口正寻找着新的突破口。营口市委书
记魏小鹏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推动
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
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
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这些也
是加快营口发展、实现率先崛起必须破解的重
大问题。我们要把抓改革、促转变、谋发展更
好地结合起来，让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发展
的活力充分释放，不断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取得
重大进展。”

学习贯彻十八大

东西南北中 同步建小康

港 城 联 动 同 步 发 展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金 晶

“天津绿肺”尽显生态美
本报记者 张 静 武自然

春节临近，山东即墨

市蓝村镇肖家泊子村生产

的对联迎来销售旺季。该

村村民从事对联生产有

30 多年的历史，目前已开

发产品 1000 余种，年利润

达 1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赵 静

摄影报道

小小对联

成致富产业

小小对联

成致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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