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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耕也应讲文明
刘小功

“我们家以
前一直租房住，
又 窄 又 暗 又 潮
湿，今天能在这
样 好 的 新 房 里
过年，我做梦都
没 有 想 到 。”农
历正月初七，湖
南株洲市“和谐
家园”廉租房小
区 年 近 六 旬 的
成 一 清 高 兴 地
对 记 者 说 ，“ 我
们 这 里 比 外 面
的 商 品 房 小 区
一点都不差，环
境 整 洁 ，绿 化
好 ，人 情 味 很
浓，大家感到很
温暖。”

株 洲 是 国
家“ 一 五 ”、“ 二
五”时期重点建
设的 8 大工业城
市之一，老旧企
业多，工矿棚户
区多，住房困难
户多。近年来，
株 洲 市 着 力 解
决 中 低 收 入 家
庭住房困难，坚
持多元化投入、
高标准建设、一

体化管理，5 年来累计新增保障性住房和
实施棚户区改造 6.25 万套，总保障面积达
292.12万平方米，保障户数近 7万个。

为了让保障对象住得舒心，生活有尊
严，防止形成新的“城市孤岛”、“都市村庄”，
株洲市在设计标准、施工质量、配套设施等
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保证保障性住
房建设品位和品质。所有保障性住房及小
区建设按照“坡屋顶、涂料墙、沥青路、环境
优美、外观大方、配套齐全、设施完备”要求，
做到“户内套型门、客厅瓷砖地、厨卫瓷片到
顶、灶台橱柜齐全”，水、电、天然气、电话、网
络等入户。同时，配建幼儿园、超市、物业管
理用房等公共设施，开设公交线路、公交站
点，配置公共租赁自行车站点。

株洲市将保障性住房的后续管理作为
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试验区，从第一个保
障性住房项目起，便探索房产部门行政动
态管理、物业公司专业管理、小区党支部自
主管理和居民志愿者志愿管理“四位一体”
的管理模式。他们为租住对象在小区内安
排保洁、安保等力所能及的就业岗位，开展
和推广“爱心小屋”、“小区党建”、“爱心帮
扶”等活动，发动党支部、社会组织和群众
参与保障房小区的管理，化解邻里纠纷，解
决居民困难，把保障性住房小区建成了“和
谐家园”。

湖南株洲配套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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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障房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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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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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支国

纵观今年全国各地两会，治理雾霾成
为仅次于改革的高频热词。翻阅已公布的
28 个省区市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记者
发现，有 26 个省份将治理空气污染列为工
作目标，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 15 个省
份明确指出要治理雾霾和监测 PM2.5，北京
更是首次明确承诺要实现 PM2.5年均浓度下
降 5%的目标。而回顾各地 2013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提及雾霾治理的只有河北、天
津、江苏、上海等 10个省份。

大气污染防治在今年地方两会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这既折射出我国仍然严峻
的环境保护形势，也反映出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在向纵深推进，各地对环境保护的认
识更加清醒，态度更加坚决，各种更有力
的治污举措也在迅速跟进。

铁腕治污，态度更为坚决

当前，我国的空气污染治理确实已经
到了必须出重拳的关键时刻。回顾 2013
年，“十面霾伏”蔓延至 25 个省份、100
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

29.9 天，创 52 年来之最。此次地方两会
上，不仅谈及雾霾治理的省份数量增多，
而且态度更为坚决，高度重视、强力治
理、铁腕治污等强硬措辞频频闪现。

北京市把治理雾霾作为发展的重要机
遇。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说，“国务院出台
10 条措施防治大气污染，我代表北京市跟
中央签订了责任状，也立下壮士断腕的决
心，这也是生死状。中央领导说，2017 年
实现不了空气治理目标就‘提头来见’。既
是玩笑话，也说明这项工作分量很重。”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表示，要“以前所
未有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推进生态保护工程，以前所未有的铁
腕依法治理环境违法行为。”

去年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灰霾”的江苏省，今年将采取更加有力的
措施，铁腕治污，科学治污，把大气污染
防治作为重中之重。

京津冀是我国目前雾霾污染最为严
重、防治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治理雾
霾，河北省治理压力可谓最大。对此，河
北明确将生态环境上升到了“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和河北形象”的高度。河北省
省长张庆伟说，“我们一定要以背水一战的
决心，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
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坚决打赢这场
攻坚战，力争 3年有好转、5年大改善。”

纳入立法，措施更加有力

“治霾”决心下了，措施更要跟上。去
年国家发布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要求从削减燃煤消费总量、控制机动车污
染、淘汰落后产能等多个领域重拳出击。
这一思路也已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明晰
体现。

河北省两会因地制宜地分析了造成河
北重度污染天气频发的原因，明确指出，河
北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情况下，以 PM2.5 为特征的区域复合型大气
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因此，“背水一战”的
河北今年将从压钢、减煤、治企、控车、降尘
等全方位出击，并提出“以亮剑精神坚决化
解过剩产能”，首都周边及大气污染较重的
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市，新建钢铁、

火电、石化等项目将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不仅 5 年要压缩三分之一钢铁产
能，而且“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新增一吨
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

值得关注的是，治理雾霾的制度约束
力也在不断加强。北京市两会上通过的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首次将降低
PM2.5 浓度纳入了地方立法。从 3 月 1 日
起，北京将对治理雾霾实施最严格的立法
约束，严重污染空气者有可能被追究刑事
责任，而且罚款金额“上不封顶”。

找回蓝天，各地难以独善其身，必须
联防联控。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今年上
海要全面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6 大
领域 187 项具体治理措施，并推进“长三
角”地区的联防联控，与江苏、浙江、安
徽建立“长三角”地区的联防联控，在橙
色和红色的重污染预警时，将采取限产、
停产等措施。 （下转第二版）

“治霾”提速折射执政理念转变

地方两会新观察 □ 本报记者 来 洁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
道：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
放 64 项行政审批事项和 18 个子项。此外，
国务院建议取消和下放 6 项依据有关法律设
立的行政审批项目，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有关法律。这是本届中央
政府第五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简
政放权继续迈出坚实步伐。

本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共涉及
24 个部门，其中涉及项目较多的有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和民航局等部门。本
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两个特点：一
是突出生产经营领域这个重点。把企业主体
设立、生产许可、经营范围、资本和资产处
置等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审批事项作为取
消和下放的重点，占这次取消和下放总量的
二分之一多。其他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
开展业务活动的和涉及个人各类从业资格的
占近二分之一。二是受益面进一步扩大。比
如，取消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取消国内通用航空企业
承担境外通用航空业务审批、取消保险公估
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将交通运输部的省际普
通货物水路运输许可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等等。这些事项，社会关
注度高，申报量和审批量大，取消和下放后
受益面较广。

《决定》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
做好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落
实和衔接工作，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继续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简政放
权成为持续的改革行动。

国务院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
重点为生产经营领域审批事项，占取消和下放总量一半多

国务院宣布再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批事项。人们注意到，这已是本届政府

第五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这一关

涉各方利益的重大改革，方向明确，小步快

跑，渐入佳境。

加上去年取消和下放的 220 多项行政

审批事项，新一届政府承诺的“任期内将

1700 多项中央级别的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

分之一左右”的目标已经完成过半。这个

过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既充分显示

了党中央、国务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坚定决心，也全面体现出各部门落实中

央改革决策的执行能力。

细读此次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的目

录，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取消和下放的

审批事项含金量更高，受益面更广，生

产许可、经营范围、资本处置等直接影

响企业经营决策的审批事项占到一半。

这让身处一线的企业家们可以再次感受

“春江水暖”。

而且，本次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涉

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和民航局

等多个部门的实权及相关利益，能在短时

间内取得共识，实属难能可贵。这是一次

高质量的“放权”，秉承了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要求，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目

标更近了一步。

后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将会一

步一步地触及更为实质性的核心利益，更

为艰巨的攻坚战还在后面。冲破利益藩

篱，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让既定的改革目标顺利实现，这是人们

的共同期望。

行政审批改革“小步快跑”
朱 磊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今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 1 月份社会融资规
模为 2.58 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
1.33 万亿元和 399 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
加 1.32万亿元，同比多增 2469亿元。

数据还显示，1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12.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分别比去年末
和去年同期低 0.2 个和 2.7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余额 31.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分别
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 8.2 个和 14.1 个百分
点。 （相关报道见五版）

1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32 万亿元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齐慧从铁路
部门获悉：2月 14日农历正月十五，全国铁路发
送旅客 631.5 万人次。春运 30 天，全国铁路累
计发送旅客 19399.7 万人次，同比增加 1921.1
万人次，增长 11％。

元宵节过后，随着各大高校开学日期的临
近，学生集中返校，预计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
高度集中，铁路将迎来节后春运新一轮返程客
流高峰。2 月 15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800 万人次。当日，铁路开始发售 3 月 6 日以前
的列车车票。

铁 路 迎 来 新 一 轮 返 程 高 峰

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备耕目前正在

各地陆续展开。笔者认为，春播备耕也须

讲文明。

此类不文明的具体表现大致有三。一

是农资购销中的坑农害农现象——电视广

告、网站信息、手机短信传播错误信息，给

种植户造成误解和蒙蔽，农资销售渠道贩

卖假冒伪劣、兜售违法违规产品，导致农户

错失时令、蒙受经济损失。二是农业服务

中的不接地气现象——科技服务和信息服

务滞后，相关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工作粗枝

大叶，给农户带来种种不便。三是春播备

耕中的罔顾安全现象——农药违规存放、

肥料占道摊晒、渠埂点火焚烧、“白色污染”

频现，造成诸多安全隐患。

防范和制止春播备耕中的不文明现

象，需要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通过农情播

报等多种方式，引导农户明辨真伪，增强鉴

别能力和安全意识；加强农资监管力度，完

善制度建设，从源头抓好农资生产与销售；

开辟信息网站，杜绝虚假广告，提升服务效

率，为农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防范和制止春播备耕中的不文明现

象，不仅需要工作保障，而且需要道德力

量、法治后盾，只有多策并举，才能为广大

农户创造良好的备耕环境。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何川 郭文

鹃报道：证监会近期将正式发布《证券交易数据
交换协议》、《证券交易数据交换编解码协议》和

《证券期货业非公开募集产品编码及管理规范》
等 3 项金融行业标准，以促进证券期货市场规
范发展。

据了解，《证券交易数据交换协议》提供了
市场参与者内部系统与其他市场参与者协议转
换接口的连接标准，以及市场参与者内部系统
通过开放接口与证券交易所间的连接标准。标
准的实施将优化市场接口协议，提高全市场证
券交易数据交换规范性水平，增强证券交易数
据交换接口的灵活性，从而提高全市场的数据
交换效率。

证监会发布三项金融行业标准

新闻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