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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1995 年从部队转业来到社区，孙建设在社
区民警的岗位一干就是 18个年头。

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石桥子派出
所文昌社区的社区民警，其所辖社区连续 11 年
没有发生刑事案件，没有发生火灾和群体性事
件，连续 3 年被评为省级平安社区。他本人也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爱民模范、全国公安二级英模等荣
誉。

孙建设总结的社区管理经验是：只有让管
理者变成发动者，动员起群众的力量才能真正
把工作搞好。

“帮助一个人，温暖一家人；帮助一家人，温
暖一片人”，这是孙建设的“名言”。“我们都把他
当成了家里人！”这是社区群众的心声。

成为“家里人”的背后是孙建设对群众真心
实意的付出。

1995 年，孙建设脱下军装初任社区民警时，
入户走访登记，有的居民不理解，对待他不是

“铁将军”把门，就是让他吃“闭门羹”。
这种情况让孙建设意识到，想和群众打成

一片得下大功夫。于是，孙建设利用一切机会
和群众“套近乎”，经常与他们拉家常，关心群众
难处。3 个月下来，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暂住人
口等基本情况全装到他脑子里。

一年 365 天，他几乎天天都和社区居民在
一起，每户必访、有难必帮。平时他无微不至地
照料着孤寡老人，并热情帮助下岗职工寻找工
作。谁家住哪幢楼、哪个单元，孙建设心里都很
清楚。办公室里贴着的一张辖区平面图，是他
自己绘制的。

孙建设总结的入户走访社区群众的“五步
工作法”，解决了在走访社区群众中存在的“入
户难、见面难、沟通难、支持难”等问题；而如何
做好安全宣传，他总结出了“六门宣传法”，把群
众常经过的六个门，即社区大门、值班室门、警
务室门、单元门、居民家门和停车场（棚）门等作
为宣传阵地；如何维护社区治安，他总结出“白
天重在‘看’、晚上重在‘巡’、深夜重在‘守’”的
24小时“全天候”防控模式⋯⋯

在打造平安社区中，孙建设坚信“警力有
限 、民 力 无 穷 ”的 理 念 。 他 组 织 成 立 了

“4050”巡 逻 队 ，负 责 社 区 治 安 防 范 ；组 织 成
立了“四老”服务队，请他们参与社区管理和

民 事 纠 纷 调 解 ；成 立 了“ 夕 阳 红 侦 缉 队 ”，为
小区治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我们社
区 ，真 的 是‘ 全 民 皆 兵 ’，让 犯 罪 分 子 无 缝 可
插，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孙建设
自豪地说。

虽然是个“50 后”，但孙建设在工作创意方
面很“时髦”。他提出建设“网上派出所”的设
想，并将自己的电子信箱、QQ 号码及电话号码
制成卡片发放到群众手中。为保证与群众在线
交流，他下班后在家当起了“网络警察”，接受居
民咨询，汇总破案线索，将原有社区警务的工作
方法与信息化建设巧妙结合起来。

与群众打成一片让孙建设在工作中充满了
力量。他先后破获各类案件 175 起，打击处理
犯罪嫌疑人 185 人，抓获网上逃犯 7 名；找回失
散儿童 5 名，为群众做好事 1780 余件；参与排除
社区急难险重任务 21 次；帮 21 名下岗职工找工
作，为特困户捐款 4.8万余元、衣物 150多件。

2009 年，孙建设被辽宁省公安厅聘为省级
群众工作能力训练兼职教官。谈到与百姓交往
的体会，孙建设真诚地说：社区群众工作其实很
简单，爱群众，就像爱自己的家人！如何做到爱
群众呢？孙建设对记者说：关系百姓的每一件
事，只要社区民警能做的都全力以赴做好，就能
赢得群众的信任。

“社区群众工作其实很简单”
——记辽宁锦州市凌河区文昌社区民警孙建设

本报记者 张允强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12 日至 14 日在江
苏、上海、浙江考察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
防控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以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以赴、扎实有效地做
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刘延东率考察组深入医疗卫生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指挥中心、集贸
市场实地了解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在南京西
善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她仔细询问
患者筛查转诊、住院治疗等情况，看望康复
患者，慰问连日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要
求千方百计挽救患者生命。在江苏省卫生厅

应急指挥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国家传染
病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疫情监测研判、实
验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勉励科研工
作 者 加 强 科 技 攻 关 ， 为 防 控 工 作 提 供 科 技
支撑。

刘延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江苏、上海、浙
江、安徽、河南五省市防控工作座谈会并听取
专家意见建议。她指出，疫情发生以来，相关
省市采取有力、有序、有效、有度的防控措
施，迅速行动，果断应对，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的肯定。但由于 H7N9 是一种新型病毒，目前
对它的认识有限，对下一步疫情走向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专业力量科学研判、有效应对，
毫不松懈地抓好各项防控工作。

刘延东强调，做好下一步防控工作，一
要强化地方责任，完善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 。 发 生 疫 情 的 地 区 要 进 一 步 落 实 防 控 措
施，加强合作，沟通信息，协调联动。二要
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控制源头。进一步加强动
物 感 染 H7N9 病 毒 的 监 测 ， 坚 决 控 制 传 染
源。三要尽最大努力救治患者，切实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治愈
率 ， 努 力 减 少 死 亡 病 例 。 四 要 继 续 坚 持 公
开、透明、准确发布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 ， 澄 清 不 实 传 言 ， 大 力 开 展 爱 国 卫 生 运
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关心群众
生活，推动家禽产业发展与流通方式转型升
级 ， 保 障 市 场 供 应 ， 维 护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秩序。

刘延东在苏沪浙检查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

新华社昆明 4 月 14 日电 去冬今春以来，
云南降雨持续偏少，气温持续偏高，旱情相当
严重，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受
到影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12 日至 14 日在云
南考察灾情，指导抗旱救灾工作。他强调，要
切实把抗旱减灾保民生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千方百计
保证群众基本生活和春耕用水，努力减少灾害
损失。

汪洋先后到受灾最重的宾川、祥云、南华
等县，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水库塘坝详
细了解旱情灾情，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当前抗
旱减灾应急之策和水利建设长远大计。他强
调，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解决群众饮水困难
问题，落实供水措施，不能让群众没有水喝。
要强化农业抗旱措施，引导农民调整结构，推
广抗旱、节水技术，发展旱作农业。要认真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

和重大人员伤亡。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旱涝急
转，要高度重视，提早抓好防汛抗洪工作。

汪洋指出，云南连续几年发生严重干旱，
暴露出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要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水利建设。在继
续加强控制性水利骨干工程建设的同时，把建
设小水窖、小塘坝等小型水利设施作为解决山
区农民用水问题的重要途径，不断增强抗御旱
灾能力。

汪洋在云南灾区考察时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讯 记者许跃芝

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若干规定〉的决定》14 日公布。这个司
法解释自 2013年 4月 15日起施行。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
据实际情况，可以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
一审专利纠纷案件。对于专利民事纠纷案
件数量较多同时具备专利民事纠纷案件审
理能力的基层法院而言，该司法解释为其管
辖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自 1985 年人民法院开展专利审判工
作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专利纠纷案件一
直实行相对集中的管辖措施。在我国开
展专利审判初期，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审判
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培养专业法官
队伍和总结审判经验等，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专利侵权案件数量
不断增长，专利权人保护权利的司法需求
日益增强。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使专利
案件管辖权布局更加合理，最高人民法院
自 2009 年以来先后批准一些基层法院试
点审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民
事案件，为基层法院审理专利民事纠纷案
件积累了经验。

基层法院可经授权

一审专利纠纷案件

基层法院可经授权

一审专利纠纷案件

本版编辑 张 虎

4 月 14 日，志愿者在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农民工网络学堂为农民工讲课。

当日，江苏省镇江市农民工网络学堂在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成立，来自江苏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的大学生志愿者将定期走进学堂，为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传授网上购票、网上购物、网上读书等知识

和技能。 石玉成摄（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小池在黄梅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
地位。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里就是全国
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今天，黄梅县提
出“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小池是其中重要
的“一翼”。尽管如此，小池在接合部发展
经济，以区域经济的眼光审视自己，确定了

“配角意识”。虽然确立了“建大城”的目
标，小池依然甘做九江腹地，发展规划突破
了行政区划界限，明确提出要呼应九江市，
实现规划一体布局、基础设施一体对接、产
业一体发展、公共服务一体优化。我们看
到小池中部物流园区、临港产业园区规划
模型，都充分考虑了与九江产业发展的互
补性。据介绍，就在前几天，黄冈市已与九
江市签署协议，把小池规划纳入“大九江”
城建规划中。

“小池发展要依托大城市，但不是依
靠，更不是依赖。”黄梅县委书记余建堂的
话表达了小池发展中抢抓机遇的决心，也
体现出一种自强发展的信心。我们在小
池镇显得简陋的办公楼没看到几个人，说
是全镇 40 多名机关干部都分配了任务到
一 线 忙 去 了 。 镇 长 郭 昆 鹏 始 终 皱 着 眉
头，每天都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来协调。
作为省市都在抓的小镇，他们的压力太大
了，累了也不免发点牢骚，但工作照样“白
加黑”、“五加二”地干。湖北省住建厅王
同初处长被派来负责小池规划建设，住在
小池一处洗澡都没有热水的地方。这位
出生在九江的处长告诉记者：小池的地理
位置并不是今天才这样好的，小池的发展
机遇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我们
就是要努一把劲，抓住这个机遇，赶上全
面建成小康的步伐。”

他们也有苦恼。雄伟的京九铁路从高
耸的铁路大桥上越过小池，但这里只有一
个不怎么停车的四级小站。小池开发开放
需要送人运物，现在却沾不上铁路的光；沿
江一级公路拓展了小池发展辐射半径，使
小镇腹地更加宽广，但修了多年的沿江公
路，牵扯几个省份，总是难以步调一致，不
能尽快充分使用。大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群
发展，怎样给小城镇建设提供更多便利，这
是小池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是区域协调发
展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强烈的机遇意识和省市县工作力度的
加大，让小池发展的步伐确实走得有些急
促。但发展迫切愿望并没有影响小池科学
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产业是小池开放开

发最紧迫的任务，但小池却把建设重点放
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滨江码头，一个是生态
公园。码头建设将使小池产业发展的成本
降低，能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
5000 吨级货运码头已经开始规划建设。
而生态公园建设则是维护好这里环境。小
池已经划出 6 平方公里，建设滨江生态公
园，这个公园将来会拓展到 11 平方公里。
郭昆鹏说，随着小池开放开发的加快，必将
有很多企业和产业进来，我们要以一个宜
居的滨江新城来迎接产业，而不是把这里
建成一个大厂区。生态理念让小池的建设
有了更深内涵。

次日，我们踏着正修得坑洼不平的道
路，来到园区建设的繁忙现场，只见不少
人在忙活。44 岁的吴周涛是小池镇陈坝
村村民，搞装修生意的他在外打工多年，
去年组织数十人的包工队回镇上创业。
在小池家居世博园装修现场，记者见吴周
涛和他的工程队员忙得不亦乐乎，来自卢
列村的张广春告诉记者，现在一个月能赚
5000 多元，在家门口工作能照顾家，收入
还稳定。吴周涛接过话茬说，近年来不少
在外务工的村民都想回小池，因为家门口
有了新机遇。

夜幕降临，行走在小池镇精品街，喜相
逢大酒店老板王桂荣说，去年镇上大开发、
大建设以来，街上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多，
经营的酒店也从原来的两层扩建到现在的
三层。在临港产业园湖北五瑞生物公司，
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建设国内最大
肝素类生化药物基地，打造百亿元产业园
区。据介绍，去年下半年已有 6 家企业进
驻小池，今年又有 10 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
的项目正在洽谈，已有两个 5 亿元以上的
项目签约。

小池已经是一个有着 12 万常住人口
的城镇，小池的“城市梦”正是在这样的坚
实基础上提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
展，为沿江小城镇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小池正是搭上了这次发展的“快车”，
才有了今天热火朝天的建设。

日落江边的傍晚，我们坐着 17 路公交
车经过长江大桥。不远处就是刚刚合龙的
长江二桥，两桥环护的小池成了开放开发
的“宝地”。点点星火映照江面，江北小镇
工地犹忙，我们不禁感叹：有梦想的人是幸
福的，而实现梦想的过程是辛苦的。愿小
池及许多像这样的小城镇实现“城市梦”的
进程，共同成为“中国梦”的华彩篇章。

“觉得现在的新学校如何？”
“挺好的！回到家乡哪里都是新的，到

处都比以前好。”玉树“4·14”地震三周年
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探访了青海玉树州
民族中学。高二学生达瓦永措曾到四川都
江堰异地复课，与记者谈起震后返回家乡
的感受时，小姑娘欣喜异常地说，“家乡发
生了巨变，现在的玉树挺好的。”

在青海玉树地震三周年纪念暨绿色玉
树建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玉树灾后重建
现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匡湧向记者介
绍，经过两年多的艰苦重建，居民拥有新家
园、基础设施得到新改善、生态迈上新台
阶、城乡呈现新面貌。今年是重建的收官
之年，玉树仍将坚持民生优先。

三年来，玉树居民有了新家园。让群
众安居乐业，是灾后重建最为紧迫的任
务。截至今年3月底，玉树灾后重建项目共
计 1248 项，前期手续总完成率为 99.36％，
住房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将于今年 6 月底
前完成，实现住房水、电、路、暖、通讯齐全，
管网畅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结古镇区城市管理及运营等 9 月底前完
成。完成城乡住房重建 40638 户，完工率
97%，已入住33313户。

三年来，玉树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
善。截至目前，玉树藏族自治州 424 项公
建项目大部分投入运营，72 个教育项目中
43 所中小学建成投运，29 个幼儿园全部建
成；66 个卫生项目中 46 个建成投运；玉树
州博物馆、格萨尔广场等四大重点工程主
体封顶。309省道、312国道以及共和至玉
树高速公路全部开工建设；106 项水利项
目完工率达到 91.5％。灾区其他三县城基
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292 个农牧民集中
建设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基本完成。州内
东三县 110 千伏电网已实现联网，结古镇

4个输变电工程、隆宝等 3个电网建设项目
建成运行。查隆通电站建成发电，查日扣
水电站正抓紧建设。

三年来，玉树生态建设水平迈上新台
阶。站在当代山观景台上举目四望，结古
镇“四横十五纵”城市主次干道四通发达，
胜利路、民主路、扎西科路、滨河路⋯⋯将
结古镇各区域联系得更加紧密。藏式组团
楼群鳞次栉比，体现藏族文化精髓的康巴
艺术中心与唐蕃古道商业街连成一片。玉
树将生态保护与灾后重建融合在一起，制
定了通天河流域的环境修复方案。实施了
47个绿色产业项目，投入资金两亿多元，植
树11万株，完成18条泥石流沟治理工程。

三年来，玉树城乡呈现新面貌。在结古
镇，主干通信线路完成铺设，城市主次干道
建成通车，建成给排水、燃气等管网 700 多
公里，供热点46个，自来水厂、垃圾填埋厂、
污水处理厂和3处公交站交付使用。商贸、
旅游、农牧业等特色产业加快恢复发展，7
个独立商业区主体已建成，11 个旅游项目
也大部分完成，完成了2个绿色产业聚集区
的规划。另外，87 座受损宗教活动场所重
建工程已全部开工，殿堂重建完成 93%以
上，4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全部完工。

现在的玉树是美丽的、崭新的，重建给
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结古镇的
央卓老妈妈的话说，“现在去得最多的还是
新寨嘛呢石经城，在那里，我们一帮‘更果’

（老人）聊起家乡的变化，那个好啊就说不
完。现在结古变化可太大了，楼高了，路宽
了，树多了，不过平时我自己却不敢独自出
门，因为变化太大，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就连玉树县委宣传部部长韩芝芬都感叹：

“地震前去结古镇什么地方，闭着眼睛都知
道在哪，现在要是想买东西出门前还得找
人做一番咨询，不然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灾后重建三周年——

“现在的玉树挺好的”
本报记者 雷 婷

临 江 小 池“ 大 城 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