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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5 日讯 记者许跃芝

从最高检获悉：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
打击力度，2013 年 1 月至 11 月，共立案查
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7236 件 36907 人，
其 中 大 案 21848 件 ，占 立 案 件 数 的
80.2%。

在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检察机
关高度重视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一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贪污贿赂犯罪尽管涉案金额不大，但直接
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直接损害党群干群关
系，人民群众非常痛恨。对此，我们有针
对性地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力度。”最
高检反贪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去年 1 至 11 月，全国检察
机关共立案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
群 众 利 益 的 贪 污 贿 赂 犯 罪 案 件 16510
件 23017 人，分别占立案总数的 60.6%
和 62.4%，其中大案 12824 件，占 77.7%，

要案 825 人，占 3.6%，涉案总金额 55.1 亿
余元。

这位负责人介绍，各级检察机关突出
查办大案要案，深入查办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领域和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
案件，不断加大追逃追赃力度，依法严惩
各类贪污贿赂犯罪。立案侦查贪污贿赂
犯罪案件的起诉率、有罪判决率逐年提
高，撤案率和不起诉率逐步下降，实现办
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有机统一。

检察机关还积极探索创新完善侦查
一体化、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信息共
享和快速查询等工作机制，并进一步推
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据了解，最高检围
绕反贪污贿赂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的关
键环节，先后下发 30 多个规范性文件，
不断完善执法规范和监督制约机制，提
高反贪办案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
平，确保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权依法正确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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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雪龙”号 1 月 5 日电 （记

者张建松） 瞬息万变的南极再次展露
其一贯个性。5 日，“雪龙”号停泊的这
片密集浮冰区，风雪交加，窗外茫茫一片
空白，“雪龙”号的雷达显示屏上却是密
密麻麻，那是隐身在白色幕帘中的冰山。

根据气象预报，6 日晚至 7 日凌晨，
这一海域将会出现期盼已久的西风，有
望给“雪龙”号脱困带来有利的气象条
件。但在这坚冰覆盖、广袤无边的冰雪
世界，人类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雪龙”
号果真能一举破冰突围、摆脱困境吗？
事实上面临三大不确定性。

首先，西风的强劲程度和持续时间
能否吹散厚重的浮冰？目前，清水区在

“雪龙”号的右舷方向，但右舷的浮冰最
为厚重，不确定西风能否给“雪龙”号脱
困清理出一条通道。浮冰厚达 3 至 4
米，而“雪龙”号只有 1.1 米的破冰能力，
目前船上空载、吃水不够，持续破冰对螺
旋桨和舵损伤很大。

其次，西风对“雪龙”号周围的冰山有
何影响？目前，“雪龙”号船头横亘的一座
小冰山，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时刻威胁着“雪龙”号的安全。

第三，带来西风的高压天气系统对
这片海域有何影响？我国船舶是第一
次航行在这片海域，对近来遭遇到的一
些堪称“奇异”的自然现象，大家还无法
解释。例如，为什么一夜之间“雪龙”号

被突然堆积的厚重浮冰推移了 0.86 海
里，而且右舷出现一座漂移的大冰山？
为什么右后方的一座大冰山今天又好像
不动了？

面对这种复杂而神秘的恶劣环境，
国家海洋局“雪龙”号脱困应急小组和

“雪龙”号上的考察队 5 日再次举行了卫
星视频会议，会商研讨几种脱困方案的
可行性。

南极考察，原本就是为了探索大自
然的科学奥秘。如今，奥秘就在身边。

万里之外，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祖
国人民的牵挂，使“雪龙”号全体科考队
员信心倍增，相信在科学知识的指引下，

“雪龙”号迟早能冲破坚冰，平安返航。

“雪龙”号脱困面临三大不确定性

新华社“雪龙”号 1 月 5 日电 （记者

张建松） 一望无际的密集浮冰暂时阻挡
了“雪龙”号的前进步伐，却挡不住船上科
考队员们探索科学奥秘的热情。在“雪
龙”号积极设法摆脱困境的同时，船上部
分科学考察项目正在照常进行。

5 日，“雪龙”号所在的海域风雪交
加、寒风呼啸，船上甲板很滑，极其难走。
像往日一样，来自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的高金耀研究员从船头实验室小心
翼翼地穿过长长的甲板，来到船艉部的风
廓仪平台。在那里，他安装了一种可以测
量地磁场数值大小和指示方向的“三分量
地磁仪”。每天，他都去检查仪器运转情
况和记录的数据。

由于“雪龙”号所在的这片海域与南
磁极相距不远，连日来，“三分量地磁仪”
得以在南磁极附近长时间、密集地进行观
测，收集了大量观测数据，对高金耀来说
这是一个“意外收获”。

“目前，仪器上记录的地磁场水平分
量越来越小，垂直分量越来越大，这说明
我们距离南磁极已经很近了，”他说。“由
于南磁极漂移很快，这些数据十分宝贵，
是我们今后研究南磁极漂移情况、了解南
磁极附近海底构造、建立全球地磁场模型
的第一手资料。”

在“雪龙”号科研管理平台，实验员肖
永琦也一如既往，协助大洋队的科考队员
们利用各类仪器，抓紧时间采集这一海域
的海洋物理、化学、浮冰等各类数据。这
一海域是我国船舶第一次航行，各类数据

都是空白。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矫玉田高级工

程师利用走航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第
一次获得这片海域的南极“边缘流”数据，
这对今后研究南极“绕极流”很有帮助。

来自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
马龙，每天都会到船底部的海洋重力仪实
验室查看。这台仪器一直在测量、采集重
力数据，以反映海底密度界面的变化。

在“雪龙”号船舷边和驾驶台两侧，来
自大连理工大学的李明广安装了多个浮
冰观测设备，目前已经“如实”地将这片浮
冰区的海冰密度、厚度、大小、冰面地貌等
参数记录和拍摄下来，这将有助于对南极
普里兹湾和罗斯海海冰的研究。

冒着凛冽的寒风，来自国家海洋局第
三海洋研究所的张麋鸣和肖钲霖爬到了

“雪龙”号船顶。那里安装了多个不同规
格和型号的大容量空气采样器，分别用于
采集空气中气溶胶、重金属颗粒物等空气
样品。他们每天都上船顶检查机器状态，
更换滤膜，除去机器上覆盖的冰雪。

此外，“雪龙”号上还有许多承担其他
科考任务的队员，他们也纷纷对周围的浮
冰和冰山进行监测。由于“雪龙”号船头
的一座冰山过于靠近，船上雷达无法扫
视，承担地质调查科考任务的陈虹利用地
质考察中的激光测距仪 24 小时进行监
视。来自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的韩惠
军则利用观测地形和地物的全站仪，随时
观测远方冰山的位移和速率，及时将数据
提供给考察队。

“雪龙”号上部分科考项目照常进行“雪龙”号上部分科考项目照常进行

据新华社悉尼 1 月 5 日电 （记者

赵小娜）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 5 日早
发表最新声明说，该局已要求美国海岸
警卫队“北极星”号破冰船前往南极联邦
湾，协助救援遭受浮冰围困的中俄两艘
科考船。

据悉，“北极星”号去年 12 月初已在
前往南极途中，目前正停靠在悉尼港
口。澳海事局声明说，“北极星”号已接
受澳海事局请求，将于 5 日从悉尼出发，
前往出事海域。澳海事局预计，根据天
气和冰面情况，“北极星”号将在 7 天内
抵达出事海域，协助救援。

澳海事局表示，“北极星”号将在本
次营救工作结束后，恢复执行原定任务。

美“北极星”号破冰船

受命救援中俄科考船

宽阔的广场，精致的绿化、一排排整
齐划一的联排别墅、样式新颖的路灯、健
身器材，学校、超市、卫生室、社区会议活
动中心一应俱全，这是日前记者在河南省
辉县张村乡裴寨社区见到的场景。然而
谁能想到，在几年前，这里曾经是土薄石
厚、干旱缺水的野山坡呢！

这些变化，与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春
江集团董事长裴春亮的努力分不开。他致
富不忘乡亲，带领党员干部艰苦奋斗，苦干
加实干，使裴寨这个省级贫困村，一跃成为
远近闻名的致富领头羊，社区入住居民达
11830人、人均收入过万元。

现年 43 岁的裴春亮，年少时家境贫

寒，几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在
家庭遇到种种不幸时，乡亲们帮助他跨过
了一个个难关。裴春亮从修电器、开饭店
起步，后来又开矿、做贸易，如今已成为集
酒店经营、机械铸造、矿业开采、水泥生产
于一体的农民企业家。

2005 年，裴寨村进行第五届村委会
换届选举，乡亲们推选裴春亮为裴寨村村
委会主任。裴春亮深受感动，想方设法回
报社会、报答父老乡亲。

2005 年 5 月 19 日，裴春亮自掏腰包
3000 万元，挖平荒山，不占耕地建设裴寨
新村。2008 年 12 月 21 日，一个集 160 套
居民配套设施齐全的裴寨新村正式落成，
全体村民无偿领到房产证，住进新楼房。

2010 年，张村乡党委政府因整合山
区 23 个行政村，97 个自然村，3875 户，
15000 多人建设裴寨社区，由裴春亮担任
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现在裴寨社区初

成规模，六层楼房带电梯，家家接通天然
气，社区绿化无空地。

安居还要乐业。2010 年，裴春亮多
方筹资 15 亿元，建成拥有 3 条水泥熟料
生产线、年产优质低碱水泥 500万吨的春
江集团，安置 500多名社区居民在企业上
班，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他还带领群
众在社区中心规划建设了商业一条街，把
原来坑坑洼洼只有 7 米宽的道路，拓宽为
25 米，在道路两旁建起 900 多间新颖美
观的商业楼房，使社区 450 多名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就业。

山区缺水。2011 年 3 月，裴春亮带
领群众利用老村天然深沟建设裴寨社区
拦洪蓄水水库，水库全长 2300米，蓄水量
可达 80万立方米。

有了水利保障，裴春亮带领群众发展
高效设施农业，成立了裴寨社区蔬菜花卉
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在裴寨社区高效农

业从 2010 年的 250 亩发展到 1500 余亩，
共 建 成 各 类 温 室 750 余 座 ，350 余 户 、
1250 多名居民从事高效农业种植，从一
开始种植蔬菜到后来种植鲜切花，每亩收
益由 2万元增加到 6万多元。

裴春亮提出，还要想方设法让富起来
的村民精神上富有。

在裴寨社区的大街小巷、门前屋后，
党建、廉政、孝善宣传栏、文化石随处可
见，“用行动为党争光”、“孝，不是明天的
事，是今天的事，是现在的事”等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党员干部、社区群众传递正能
量、树立鲜明的价值观。

如今的裴寨新村，沐浴在安定祥和的
氛围中。清晨，人们到健身广场锻炼身
体。晚上，村里聘请专家、教授、农艺师在
村远程教育活动室传授村民致富信息
知识。裴寨社区 1 万多居民的安居乐业
梦得以实现。

河南辉县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

圆 了 村 民 安 居 乐 业 梦
本报记者 王 伟

河南辉县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

圆 了 村 民 安 居 乐 业 梦
本报记者 王 伟

“他在村里一干就是 40 多年，看病俺哪儿也不去，
只找纪医生。”村民说的纪医生，是江苏省睢宁县姚集
镇石碑村卫生室医生纪凤银。

纪凤银初中毕业后辍学返乡务农，后来，父母、姐
姐因病相继离开了人世。“这给我很大刺激，决心做名

‘赤脚医生’。”那时候，村里只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医生
武为珍，纪凤银就跟着老医生学习针灸。为找准穴位，
他坚持在自己身上试针、认穴，用坏了 20 多套银针。
后来，纪凤银又多次参加医学培训，提高自己的知识与
技能。

2008 年秋收季节，村民武家良家招待前来帮工的
邻居，误用桐油炒菜，导致 9 人中毒。纪凤银立即抢救
并请上级卫生部门支援。他一天一夜没合眼，也没喝一
口水，直到最后一名中毒者康复才回家。

为孤、寡、危、重病人送医送药上门，走村入户发
放儿童接种通知单、看望留守儿童、随访慢性病患者和
新生儿、探望 65 岁以上老年人⋯⋯纪凤银对全村人的
健康档案、每个农户的新农合补偿情况一清二楚。40
多年来，他为村民垫付的医药费多达 15万元。

“大前年腊月一天，夜里 11 点钟，我家 3 岁多的孩
子突然发烧，就给纪医生打了电话，刚睡下的纪医生二
话没说，拿着药箱就赶来了，一直忙活到凌晨 1 点钟。”
村民秦克荣记得，直到离开，纪凤银也没喝一口水。

纪凤银常说，村卫生室是卫生工作与农村发生联系
的第一接触点。40 多年来，石碑村从未发生重大传染
病，儿童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工作一直全镇领先，百余
名身患重病的乡亲在纪凤银的呵护下走完人生旅途。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纪凤银十分注重
保护参合群众的权益，不徇私情，不开大处方，不
延误报销。

在纪凤银的努力下，曾经落后偏远的石碑村卫生室
创建成了县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有饮水机、电视
机、空调、输液椅等，村民说，在那看病很踏实。

老经验有时也会遇到新问题。村卫生室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药品、财务实行计算机管理后，纪凤银
这双解除无数乡邻病痛的手面对键盘总显得生硬，但
他不放弃任何学电脑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在全辖区 32 个乡村卫生室电脑业务考核中，纪凤银成
绩名列前茅。

“做医生就要以患者的伤痛为第一责任，对待病人
要比自己亲人还要亲。”谈起乡村医生这份工作，纪凤
银万般感慨。

“看病都找纪医生”
——记江苏睢宁县石碑村医生纪凤银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陈莹莹

左 图 1 月 5 日 ，

“雪龙”号上的科考队员

在练习拳击。目前，“雪

龙”号科考队员的生活

一切正常。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上图 1 月 5 日，中

国第 30 次南极科考队

员张麋鸣（右）和肖钲

霖（左）在记录大气采

样资料。

（上接第一版） 辽宁省土地资源丰富，但水资源严重短
缺，特别是彰武县所在的辽西北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只有 400 毫米左右。并且全省 60%左右的耕地没有灌
溉设施，57%左右的有效灌溉面积还在沿用传统落后的
灌溉方式。挖掘东北大粮仓的增产潜力，必须突破

“水”这个“瓶颈”。
水生态环境改善之余，城乡水生态文明建设依然

任重道远。在江苏徐州金龙湖水利风景区，那里的湖
水清澈见底，湖堤上树木繁多，湖区环境清幽惬意。
徐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民介绍，“过去，湖区是一片
低洼地，成了城市排污的一个通道，污水横流、寸草
不生、苍蝇满天飞。”在一些地方，刘民描述的场景还
依然存在。

水利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一方面是欠账待补，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经济转型

升级、建设新型城镇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新任务，这
都对水利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补欠账，还是
完成新目标，水利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此，水利部明确提出，要保持兴水惠民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保持水利投资较多增加，保持全社会治
水兴水的力度和热度，提出要注重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在重大骨干工程和农村水利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加
快改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

具体的工作思路也已明确。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
针对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存在的薄弱环节，要着眼提高流
域防洪减灾能力，构建防控结合、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
体系；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抓好 《全国抗旱规划》 实
施，加强抗旱应急工程建设，加强雨水集蓄利用等。

面对农田水利的欠账问题，审视发展现代农业的新
要求，水利部确定了以大中型灌区为重点，有效改善和
增加灌溉面积，以发展节水农业为途径，促进水土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以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为依托，疏通
田间“毛细血管”，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思
路。水利部农水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完成 40 处
大型灌区、100 多处中型灌区和 40 处大型灌排泵站更
新改造任务，在东北平原、长江上中游等水土资源条件
较好的地区新建一批灌区。加快发展东北四省区节水增
粮等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力争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2000万亩以上。

对加快推进城乡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利部也从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维护河湖生命健康、地下水管理保护和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方面提出要求。今年将加强长江上
中游、黄河中上游、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年内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5 万平方公
里，完成坡改梯 400 万亩。完成石羊河规划治理项目，
加快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推进华
北地区地下水禁采限采工程建设，实施第二批水生态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等。

补足水利欠账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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