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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2000年在
17个省份全面启动，从此，我国林业由以
木材生产为主，转为以生态建设为主。“天
保 工 程 ” 一 期 建 设 中 央 实 际 投 入 总 计
1118.73亿元。经过近13年的建设，全国森
林面积净增2.1亿亩，森林蓄积净增11.5亿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加了 3.7 个百分点。

“天保”工程已完成一期建设，效果如何？记
者到黑龙江林海深处探访。

老虎吃牛了
“老虎在桦南吃牛了！”这是在黑龙江林

区采访时，人们争相告诉记者的一个消息。
“时隔19年后，桦南林区再现老虎。野

生东北虎足迹向我国内陆深入了 200 多公
里，说明生态修复初见成效。”黑龙江省森
林工业总局党委书记高金芳说，龙江森工林
区经营总面积 1009.8万公顷，“天保工程”
实施15年来，通过“停、减、管、造”，森
林覆盖率提高了10.1个百分点。

黑龙江林区的巨大变化，折射了我国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的显著成果。1998年
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后，为遏制我国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党中央、国务院从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决定在12个省份开
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试点，经过近13年的

建设，我国生态环境逐步好转。
随着生态条件好转，野生动植物适生

环境不断扩大，物种、动植物基因及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受到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数量明显增加。水土保持也有了明
显改善。据水文站监测，“天保工程”实施
10 多年间，黄河花园口段含沙量下降了
61.3％，长江宜昌段含沙量下降了30%。

小火车停了
林间公路狭窄绵长，记者驱车前往绥

棱林业局五四林场。很早就听说，森林小
火车是林区特有的运输工具，黑龙江林区
地广人稀，无数林场散布山中，木材疏运
全靠森林小火车。可在密林中走了一个下
午，却连根铁轨都没见到。

“小火车几乎都停运了，铁轨、枕木
也撬了。你来时走的公路，就是以前的森
林小火车铁道。路面上的压痕是枕木留下
的。”五四林场党总支书记蔡久军说。

为何撤销小火车呢？原来，实施“天
保”工程后，只让种树，不许砍树，森林
小火车无用武之地，很快就撤了。

“现在倒是山外往山里运木头。山里
的树不许砍，林区老百姓盖房子只能从山
下买木材。”绥棱林业局张家湾公路检查

站值班员牟建波说。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实施“天保工程”后，黑龙江木材产
量由 1997年的 676.3万立方米，减至 2013
年的 89.4万立方米，累计减少 4294.8万立
方米；营造公益林 10.8 万公顷，完成封山
育林 42.9 万公顷、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7.0
万公顷、森林抚育 151.2 万公顷，实现了
森林面积、总蓄积和森林覆盖率全面增
长。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 13个省份，已
在 2000 年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品性采
伐；全国累计完成公益林建设 2.49 亿亩，
分流安置林业职工 95.6 万人。工程一期累
计少砍木材2.2亿立方米，累计减少森林资
源消耗 10.39 亿立方米；全国森林面积净
增 2.1 亿亩，森林蓄积净增 11.5 亿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增加了3.7个百分点。

废物变宝了
工程区依托“天保工程”建设，逐步

摆脱单纯依靠林木的经济格局，大批替代
产业、新兴产业兴起，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优化，经济总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

林业人在林里淘金，把废物变成宝
贝。“草柳编”就是废物变宝贝的好典
型。在黑龙江林区，人们把就地取材，用

树皮、枯草、柳条等“废料”制作的工艺
品，统称为“草柳编”。绥棱鑫泽工艺品
公司正是众多生产“草柳编”企业中的一
个。记者来到公司简陋的小院，见设计员
孙丽领着几名女工，正忙着整理枯草，裁
切树皮。可别小看这些“废物”，它们加
工出的小挂件畅销欧美。据绥棱林业局局
长邓世军讲，鑫泽公司董事长汪泽生原是
绥棱林业局老职工，“天保工程”实施后
辞职创业，每年自费参加广交会，拿到订
单 就 组 织 生 产 ， 目 前 雇 用 了 20 多 名 工
人，年出口额达 500万元。

不独黑龙江，在其他省份林区，就地
取材、因地制宜发展接续产业，效果也很
明显。国家林业局对 35 个重点国有森工
企业监测结果表明，“天保工程”实施以
后，林区经济呈现出 V 形发展态势。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获悉，“天保工程”
二期总计将投入 2440.2亿元，目标是使森
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提高转
变，到 2020 年新增森林面积 7800 万亩，
森林蓄积净增 11亿立方米，增加森林碳汇
4.16 亿吨；生态状况从逐步好转进一步向
明显改善转变，工程区水土流失明显减
少，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林区经济社会
发展由稳步复苏进一步向和谐发展转变。

天 然 林 区 绿 意 浓
——记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天 然 林 区 绿 意 浓
——记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报北京 11 月 19 日讯 记者许跃芝报道：最高人
民检察院 19 日发布《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
行）》，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
强化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提供明确具体的规范。规则
共 11 章 124 条，自 11 月 19 日起施行，对民事诉讼法的新
规定进行了细化。

据介绍，在监督范围上，规则分别设置了专章规定对
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
违法行为的监督和对执行活动的监督，并细化了监督条
件、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确立了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
动和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新格局。

在监督方式上，规则对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检察建议
监督方式进行了分类，明确了不同类型检察建议的提出条
件和程序。在监督手段上，对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等内容进
行了规范，明确了适用条件、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

最 高 检 发 布 民 事 诉 讼 监 督 规 则
确立民诉监督新格局

本报北京 11 月 19 日讯 记者沈慧报
道：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持续困扰东北地区
达 4 日之久的强降雪天气终于接近尾声。
预计未来 24 小时，吉林大部将基本摆脱强
降雪天气，只留黑龙江的大到暴雪“孤军奋

战”，不过其强度和范围与前两天已不可同
日而语。今天白天到夜间，黑龙江东部局部
地区有大雪，其中，东部偏北地区有小范围
暴雪。上述地区新增积雪深度将有 4 厘米
至6厘米，局部地区可达8厘米至12厘米。

虽然降雪渐趋减弱，但由于此次过程
持续时间长，陈雪未化又添新雪，对交通出
行、设施农业等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因
此仍需继续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明天起，伴随着东北地区强降雪天气的
减弱消退，新疆北部地区的雨雪天气过程即
将登场。预计明后两天（20 日至 21 日），受
冷空气影响，新疆北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天气，其中，新疆的伊犁河谷、阿勒泰以及沿
天山的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

11 月 19 日，轻

轨工作人员在雪中

执勤。当日，东北

大部持续多日的暴

雪天气仍在持续，

吉林省气象局连续

4 天发布多条暴雪

预 警 信 息 。 至 19

日 8 时，吉林省平

均 降 水 量 21.1 毫

米，中东部地区大

部分地方累计积雪

厚 度 7.0 至 65.0

厘米。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东北强降雪接近尾声 新疆雨雪天即将登场

林业生态修复工程纵深行 本报北京 11 月 19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环保部近
日发布 10 月份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10 月份空气质
量相对较差的前 10位城市中，河北占 6个。

结果显示，10 月份，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
为 52.2%，超标天数比例为 47.8%，超标天数中以 PM2.5

和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较多。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评价，10 月份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 10 位
城市分别是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唐山、济南、
哈尔滨、衡水、西安和武汉；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城市是舟山、福州、上海、台州、南通、海口、
厦门、拉萨、张家口和盐城。

此外，环保部 18 日还公布了 10 月份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检查督查情况。结果显示，环保部在对北京的房山
区、河北等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督查时发现，21
家企业存在排放污染物超标等问题。从今年到明年 3
月，环保部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进
行月度督查。

10 月 74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占 52.2%
将逐月督查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中纪委 9 个月查出 5000 起涉车违规

简 讯简 讯

本报北京 11 月 19 日讯 记者朱磊报道：首部由中
外联合制作发行的财经题材大型纪录片《品牌的奥秘》
今日封镜。

《品牌的奥秘》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和华夏银行
联合出品，与 BBC 及其合作团队联合制作，将于 2014 年
上半年在央视财经频道黄金时段推出。该片剧组拍摄
和采访了全球 30 余家顶级品牌的缔造者、知名品牌的当
家人、广告营销的专家，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品牌故
事，深度剖析失败品牌的多层次原因，全面解读新品牌
创立、老品牌新生所需的商业智慧。

本报讯 记者李丹报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
办的厉以宁教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报告会暨新书发布会
日前举行。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所著述的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内容，
讨论了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
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自主创新等当前我国经济的
热点问题。

本报讯 日前，以劳模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网站——
平顺县劳模文化网站（网址 www.pslmwh.com）正式开
通。同时，《平顺劳模故事》系列丛书之一、之二也正式出
版发行。这是山西省平顺县打造劳模文化品牌，建设特
色文化强县结出的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平顺县涌现出李顺达、申纪兰、武
候梨、郭玉恩 4 位国家劳动模范和 90 多位省级劳动模
范。劳模文化网站是由平顺县委宣传部、平顺县总工会
联合开办的全国第一个“劳模文化网”。《平顺劳模故事》
系列丛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集中展现平顺劳模的
感人事迹。 （杨 丽）

大型纪录片《品牌的奥秘》封镜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出版

山西平顺打造劳模文化品牌

11 月 19 日，2013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遴选工作结束，全国共有 421 位中青
年学术技术领军人才入选，他们平均年龄
47 岁，最年轻的 31 岁，既有自然科学领域
的，也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有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的，也有大型央企、创新型民
营企业的。

据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
部、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协、
自然科学基金会、中科院、工程院等 9 部门
于去年共同印发了《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实
施方案》，启动新十年工程实施工作，明确提
出从 2012年起，用 10年左右时间，有计划、
有重点地选拔培养4000名左右工程国家级
人选。同时，中央将“百千万工程”纳入“万
人计划”统筹实施，10年内从工程国家级人
选中选拔1000名入选“万人计划”百千万工
程领军人才。今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启动部署了首批人选遴选推荐工作。

选拔突破传统体制壁垒

高光勇是今年入选“百千万工程”的专
家。2001 年，他创办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
公司，致力于血液净化设备等高端数字医
疗器械领域研究，在技术上实现了我国血
液净化技术领域与世界同步和接轨。

如果在过去，像高光勇这样的非公企
业人才，是无缘进入“百千万工程”的，但今
年却不一样。“百千万工程”首次将触角延

伸到非公领域，由过去的“主要在国有企事
业单位中选拔”扩大到“面向各类企事业单
位”，为非公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畅通渠
道，让更多像高光勇一样的非公领域高层
次人才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成长平台。

据了解，“百千万工程”以选拔培养
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中青年学术技术领军
人才为目标，重点选拔培养那些世界科技
前沿，能引领和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关键
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青年学术技术领
军人才。

在选拔重点上，向国家人才发展规划、
国家“十二五”中确定的重点学科领域倾
斜；向引导基础理论原始创新、推动基础学
科创新发展的中青年领军人才倾斜。

记者了解到，“百千万工程”每年选拔
一次，每次选拔 400 人左右。“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与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各地各部
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工程相互协调衔接，
形成分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体系。”
这位负责人说。

优中选优的选拔机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百
千万工程”担负着为国家挑选领军人才的
使命。如何公平科学地把国家需要的人才
选拔出来，科学的评选方式至关重要。

据了解，“百千万工程”选拔程序分个
人申报、组织推荐、专家评审、公布入选名

单四个步骤。1737 名候选人由各地区、各
部门、有关单位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
优”的原则，组织专家评审进行遴选推荐。
在各地各部门遴选推荐基础上，“百千万工
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组织专家评审委员
会进行同行评议，评审确定最终入选人员。

为提高工作效率，今年人社部首次推
行了电子化函评，建立工作人员、评审专
家、候选人背对背评审机制。“电子化函评
符合评审信息化发展趋势，工作人员与评
审专家、评审专家之间、候选人与评审专家
之间均是背对背的，相对于会评来说，更客
观公正，更有利于充分尊重每一位评审专
家的意见。”这位负责人说。

除了在评选方式上进行改革创新之
外，人社部对今年充当“裁判员”的评审专
家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拓宽评审专家
来源和覆盖面。除了中央部门、在京高
校、科研院所外，吸纳了省市高校院所、中
央企业部分高级专家参加。这位负责人
说，专家评审不仅要看重候选人学术技术
水平、对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
献以及学术道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等，
更要关注他们的发展潜能，对国家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全力支持科研人才创新

对于这些“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将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培养、大胆使

用，为其充分发挥引领示范及带头作用创
造有利条件。

“百千万工程在职务安排、考核评价、
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制定了相应措
施。例如事业单位引进‘百千万工程’国家
级人选而无相应空缺岗位的，可按规定申
请设置特设岗位；对跨地区选调的，开辟绿
色通道；支持‘百千万工程’人选参与重大
政策咨询、重大项目论证、重大科研计划和
国家标准制定等。”这位负责人说。

国家也将推进“百千万工程”人选与项
目、基地有机结合。支持他们通过竞争承
担国家或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技
计划和重大工程项目等。对符合条件的

“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863、973 等重
大科技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立项，
已承担重点项目的，完成项目任务后优先
给予持续滚动支持。同时积极创造条件，
择优安排“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到国家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科研
基地、重点建设学科等担任首席专家等重
要职务。

这位负责人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
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千万人才工程
将按照全会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
制，创新政策措施，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为
更好地发挥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作用
创造良好条件。”

选 拔 跨 越 发 展 的 攻 坚 力 量
——写在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新十年首批人选揭晓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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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为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部
署，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财政部日前表示,中央财政下
拨 2013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48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41.18%。截至目
前，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已累计安排
142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文化体制改革
和文化产业发展，对推动全国文化领域
结构调整、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优化产业
发展整体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专项资金分配工作紧紧围绕国
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重点支持文化体制改革、骨干文化企
业培育、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金融资
本和文化资源对接、文化科技创新和文
化传播体系建设、文化企业“走出去”等
六大方面；同时充分考虑了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坚持扶优扶强的
基础上，向中西部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和
新兴文化业态适当倾斜。在继续实施一
般项目的基础上，扩大重大项目实施范
围，新增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实体书店扶
持试点、环保印刷设备升级改造工程、重
点新闻网站软硬件技术平台建设等 4 个
重大项目，着重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面临的关键性、瓶颈性问题。

中央财政下拨 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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