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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进一步加大。2013 年全国财政
节能环保投入 3,383 亿元，同比增长 14.2%。制定实施

《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开展水质较
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中央投入资金 16 亿元。国
务院审议通过了 《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2013 年-2020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资金达 423 亿元，范围扩大到 492 个县。中央财政投入
25 亿元用于重金属污染治理，首批投入 50 亿元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
内蒙古等六省 （区、市） 治理大气污染，投入 60 亿元
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环境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2013 年,全国新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21 处，已有海南、黑龙江、安徽等 16 个
省 （区） 开展生态省 （区） 建设，1,000 多个市 （县）
开展生态市 （县） 建设，建成国家级生态市 （县） 55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2,986 个。在全国 46 个城市 （区）
启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全国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达到
2,367,842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39.59%，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 12.26 平方米。在第一批 74 个城市 496 个监测点
位实时发布细颗粒物 （PM2.5） 等六项污染物监测数据
的 同 时 ， 完 成 第 二 批 116 个 城 市 开 展 细 颗 粒 物

（PM2.5） 等污染物监测点位的建设任务，并开始实时
发布监测数据。深化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流域水
资源保护，启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建设取
用水户、水功能区、省界断面共 1.4 万个国控监测点，
对全国 175 个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实现在线监测，使全国
70%以上的许可取用水量、80%以上的重要水功能区、
重要省际河流省界断面水质情况得到有效监测。制定

《水功能区管理办法》，强化分级分类监管。七大水系的
577 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66.7%，劣
Ⅴ类占 10.8%，分别比 2012 年上升 2.6 个百分点，下降
1.5个百分点。

以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为 重 点 ， 大 力 推 进 工 程 减 排 。
2013 年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雾霾天
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减少污染物排放、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调整能源
结构、严格节能环保准入等 35 项具体措施，建立区
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大气保护行动，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治理雾霾。2013 年，全国 3400 万千瓦现役火
电机组脱硫设施实施增容改造，燃煤电厂脱硫机组
比例超过 90%；新增脱硝机组 2.05 亿千瓦，脱硝机组
比例占全国火电总装机容量的 50%；2.03 亿千瓦现役
火电机组拆除脱硫设施的烟气旁路，无烟气旁路运
行的脱硫机组占全国火电总装机容量的 46%；5.7 亿
吨水泥熟料产能新建脱硝设施，已实施脱硝的水泥
熟料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50%。2013 年，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分别
同比下降 2.93%、3.14%、3.48%、4.72%，其中氮氧化
物排放量首次降至 2010 年减排基数以下。2013 年全
国新增城镇 （含建制镇、工业园区） 污水日处理能力
1,194 万吨，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84.8%。

开展环保专项检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2013
年，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 183 万余人 （次），检查企业
71 万余家 （次），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6,499 件，挂牌督
办 1,523 件。对 2012 年度重金属规划实施情况考核不
合格省份 16 个地市实行环评限批。新处置铬渣 30 余万
吨，基本实现铬渣当年产生当年利用处置完毕。阻止 17
批次固体废物非法入境。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修订后
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规定对环
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201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并对环境监管部门的

“监管失职罪”规定了追加处罚措施。2013 年，全国公
安机关共立案侦查环境污染案件 779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265 名。全国各级检察院起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等犯罪嫌疑人 20,969 人，在
环境监管、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等领域查办职
务犯罪 1,290 人，并通过督促起诉、检察建议等方式推
动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对环境资源的监管职责。全国各级
人民法院共受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34 件，审结 104
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9 人。最高人民法院还通报了
紫金矿业集团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云南
阳宗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污
染环境案以及胡文标、丁月生投放危险物质污染环境犯
罪等典型案件。

九、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3 年，中国积极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在
联合国人权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人权事业
健康发展。

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人权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席了
联合国第 68 届联大第三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相
关会议，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第 22 至 24 次会议，人权理
事会国别人权审查工作组第 15 至 17 次会议，在相关会
议中，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表达人权政策主张，
参与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和讨论。

通过第二轮国别人权审查。2013 年 10 月，中国在
日内瓦顺利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轮国别人权审
查。137 国在会上发言，大多数国家充分肯定中国人权

事业成就，支持中国根据本国国情进一步促进和保护人
权。对各国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本着
开放、认真的态度给予积极回应，接受建议 204 条，占
建议总数的 81%，涉及减贫、教育、司法等 20 多个领
域。2014 年 3 月 20 日，中国接受第二轮国别人权审查
报告获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可。

高度重视国际人权条约履约工作。中国已加入包括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在内的 26 项国际人
权公约。2013 年，中国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
了履行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 第六次履约报告。中国执行 《儿童权利
公约》 第三、四次合并报告和执行 《〈儿童权利公约〉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首次报告顺
利通过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

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以 176 票高票当选 2014 至 2016 年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成员国。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
室工作，承诺 2014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联合国人权高专
办的捐款将提升至 80 万美元。接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法律和实践中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工作组”访华。积极
参与和推动联大加强和增进人权条约机构体系有效运作
政府间进程，参与数轮多边非正式磋商和专题讨论，就
改善人权条约机构体系阐述中国立场和主张。中国的人
权专家还分别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联合
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

通过人权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中国与俄罗斯、巴
基斯坦进行了人权交流与磋商，开展了中美、中欧、中
德等人权对话。与美国举行中美法律专家交流，与澳大
利亚开展人权技术合作，接待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访
华。派团出席了第 13 届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中国
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了第六届

“北京人权论坛”，论坛以“建设可持续的人权发展环
境”为主题，围绕“法治与人权”、“社会建设与人
权”、“区域安全与人权”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国际人
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2013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松花江水甜，PH 值呈弱碱性，但流
入寻常百姓家却要历经九曲十八湾。入
户前这最后一环就是二次供水。

自来水因为压力原因，不可能一步入
户，需要通过一个泵站升压再入户，这个

过程就是二次供水过程。泵站需要一个
水箱，问题也就出在这个水箱。特别是老
旧小区，水箱年久失修，缺乏维护，卫生状
况堪忧，水压不足，供不上水，吃不上干净
的水，百姓的幸福指数就上不来。

吉林省松原市委、市政府大规模完
善二次供水系统，成为吉林省的民生标
杆。但其中也面临诸多问题，折射出社
会建设和管理需要改革来破解，民生理
念需提升，执法还需有手段，好事还需群
众来认同。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居条件的改
善，新建楼房及高层建筑也不断增加，
水量、水压、水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松原市参与二次供水站建设的单位多
元，问题最大的是由开发建设单位管
理的老旧小型二次供水站 112 座，供
水 面 积 187.5 万 平 方 米 ，覆 盖 居 民
20824 户。这些二次供水站虽然解决
了多层建筑和低水压区单位和居民用
水问题，但由于大多是由物业公司及
产权单位管理，无专业管理人员，且二
次供水设施无资金专门保障，部分物

业公司为降低运营成本，将全天候不
断 供 水 改 为 每 天 3 次 定 时 供 水 。 另
外，有些小型二次供水站，原建设单位
已 经 弃 管 ，供 水 设 备 陈 旧 ，有 的 被 外
包，有的无人管，水质标准低，个别站
不清洗、不涂衬，水质卫生令人担忧，
水池中死鼠时有发现。在松原市燃料
公司家属楼，记者随机采访到一位退
休干部王庆武。他告诉记者，“原来水
龙头就是摆设，不定什么时候来点水，
家里用大水箱蓄水，吃水比吃油都困
难，那水质根本不敢给小孩吃。”

松原市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孟令国
说，“松原市的水源质量没有问题，我们
也按照国家供水标准实施消毒、过滤等
处理，但进居民家水质就变了，关键在从
主管网到用户间这最后一环。”

松原市从细节中寻找惠民项目，善
于把群众关切又容易忽视的小事情提升
到民生改善的高度。记者近日在松原市
采访得知，作为松原“美丽家园”行动计
划的一部分，实施二次供水改造这项造
福于民的大工程，要把清甜的江水送进

居民家中。
为了推进二次供水改造工作，松原

市将市区 233 个分散和小型的二次供水
站整合为 52 个。孟令国带记者来到文
化小区文化二次供水站，现场观摩二次
供水远程管理监控平台。只见电脑上显
示出水的水质，PH 值 7.33,压力 0.3,浊
度 0.98,余氯 0.15mg。这里有 3 个水泵
用来调节压力和水峰，通过轮换运转，实
现节能。孟令国说，目前达到这样管理
标准的二次供水站在市区有 43 个，今年
准备再建 9 个，其中 3 个已经在建，同时
取消原有 115 栋楼的二次供水站，此举
将为 8000 多户居民解决供水问题。为
强化水质管理，自来水公司投入 100 余
万元在二次供水站安装水质在线检测设
备，启动二次供水远程管理监控平台，实
施 24小时监控。

松原的“放心水”工程还有更大手
笔：未来，该市城区饮用水将主要以松
花江中游哈达山库区中层江水为源水，
工程预计投资 14774 万元，目前已经开
始施工。

本报北京 5 月 26 日讯 记者佘惠

敏报道：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今天
发布 《追求卓越科学》 宣言，宣言针
对我国科学界浮躁现象、科学精神缺
失、失范甚至不端行为屡有发生等问
题，号召中国科学界全体同仁，牢固
树立追求卓越的科学价值理念，确立
追求卓越的行为规范，形成追求卓越
的评价体系和文化氛围，推动中国科
学实现跨越发展，为我国和全人类科
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宣言提出，科学文化的历史积淀
不 够 ， 科 学 价 值 观 存 在 一 定 偏 差 ，
科学原创自信心尚显不足，正在成
为制约中国科学走向卓越的深层次
因素。要以探究真理、发现新知为
使命，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为目
标 ， 以 科 学 精 神 、 科 学 文 化 为 灵
魂。要加强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与自
律，引导科学家遵循科学研究的规
律，遵守推进科学进步的行为规范
和道德准则，并在新的科学实践中

努力完善这些规范和准则。
宣言还提出要建立促进卓越的评

价 体 系 ， 坚 持 和 完 善 同 行 评 议 制
度，塑造“公开、公正、规范”的
评价机制，坚持激励创造、推进卓
越的评价标准，把鼓励原创性、变
革性的研究作为科学评价的首要原
则，避免过分强调短期量化考核指
标的简单做法，防止与评议相关的
激励措施诱导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
急功近利的行为。

好 水 送 进 居 民 家
——吉林松原市实施二次供水改造工程提升入户水质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吉林省松原市水源质量良
好，但在二次供水过程中，因一些
老旧小区水箱年久失修，卫生状
况堪忧，百姓吃不上干净的水。
为此，松原实施二次供水改造工
程，强化水质管理，在供水站安装
水质在线检测设备，启动远程管
理监控平台，确保将清冽甘泉送
到居民家

在 海 拔 3200 米 的 甘 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勒秀

乡麻木索那村，牧民南卡桑

吉等人在自家门前，通过“流

动银行”惠农服务车办理存

取款业务。

为了给偏远地区的农牧

民群众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

服务，日前，农行甘肃分行专

门 为 甘 南 藏 区 配 备 的 8 辆

“流动银行”惠农服务车全部

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小菊摄影报道

针对国内科学界浮躁现象，中科院发布《追求卓越科学》宣言——

坚定原创自信 力戒急功近利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 代玲报道：

由新华社西藏分社打造的我国首个以涉
藏题材为主的图片总库——“特别图
——西藏图片网”（tibettu.com）5 月 25
日在拉萨正式上线，该网站的上线为国
内涉藏主题的摄影作品提供了又一交易
平台。据该网站总监达娃介绍，图片网
定位为以涉藏图片在线欣赏、交易为主，
以西藏人文、地理、宗教、文化、文学、历
史、艺术等为特色。

近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
发展，西藏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
势，媒体、个人以及企业对涉藏图片、图
案、矢量素材甚至是插图和漫画的需求大
大增加。国内外对西藏的关注以及对西
藏图片的视觉需求，为涉藏题材图片总库
及线上交易带来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西藏图片网在拉萨正式上线

本版编辑 祝 伟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到县城
工作的机会，来到一所偏远乡镇
的初级中学，一干就是 20 年；担
任校长后，他带领全校教职人员
10 年间将这所农村薄弱校，打
造成全县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
一张“名片”；他无限忠诚于党的
教育事业，以校为家、鞠躬尽瘁，
把教书育人当作毕生追求，将学
生成长作为最大幸福，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河南省
郸城县秋渠乡第一初级中学原
校长张伟。

凭着良心干教育

2004 年 8 月，张伟出任秋渠
一中校长。当时的秋渠一中校舍
破旧，教学质量连续 3 年在全县
排名倒数，生源流失严重，学校仅
剩 300 多学生。学校教师都想方
设法要求调走。张伟向上级立下

“军令状”，决心把学校办好。
学校条件差，张伟就带领全

校教师自己动手一点一点改善校
园环境。去年 11 月份，从郑州前
来支教的郭晓丽惊讶地看到，身
材略胖的张校长带着几名教师在
梯子上爬上爬下，为每个班级和
教师办公室安装网线。

借鉴其他学校的先进方法，
张伟在秋渠一中推行了教育改
革，努力打造高效课堂。现在在
秋渠一中的课堂上，每节课老师只讲 15 分钟，剩下的 30 分
钟 都 由 学 生 来“ 讲 ”，遇 到 解 决 不 了 的 问 题 ，老 师 再 进 行
讲解。

张伟在学生面前总是笑呵呵的，学生们爱称他为“微笑校
长”。有些学生家庭贫困，为了省钱，经常吃不饱饭，他改革学
校餐厅为包餐制，学生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每周每人只需交
40元。

10 年下来，在张伟和全校教职人员的努力下，秋渠一中
成为郸城县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一张“名片”。张伟说，“干教
育是个良心活，人家把孩子、把下一代交给咱了，咱得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鞠躬尽瘁为育人

2014 年 3 月 17 日 19 点 53 分，校党支部副书记张洪涛突
然接到张伟来电说自己不舒服。当张洪涛赶去他的办公室
时，见他身体伏在办公桌上，已经没有了意识，同事们赶紧把
他送往医院，但他由于脑干出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爱戴他的学生、同学、同事以及乡亲们纷纷
前来吊唁，送行的 2000 多人从张伟家的院子里一直延伸到
街口。

在收拾张伟的遗物时，妻子韩春英发现了两张银行卡，一
张是空的，而另一张也只有 1740 元。身为校长，每年经手的
费用上百万元，而张伟离开时却留下了 3 万元外债。张伟的
一双儿女还在上学，年迈的母亲常年需要看病吃药。为缓解
家庭经济困难，韩春英到学校食堂帮忙，每月工资 800 元，给
全校教师烧水送水，一年的报酬 2000 元。张伟当上校长后，
妻子希望能够涨点儿工资，被他拒绝了，“我当校长哩，你咋能
搞这个特殊？”

一次，一所市区的私立高中慕名前来求贤，愿意出 20 万
元年薪聘请张伟担任教务主任。犹豫再三，张伟还是放弃
了。他掐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一个秋渠乡的孩子要是上县
城读私立学校，每年学费、生活费的支出要两万块钱。秋渠
一中 1000 多名学生就得要 2000 多万元，和这一比，20 万年
薪算什么。”

张伟去世后，河南省教育厅通知号召在全省教育系统开
展“学习张伟，践行焦裕禄精神”师德主题教育活动。共青团
河南省委、河南省青年联合会决定追授张伟河南青年“五四”
奖章。河南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追授张伟“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教育部党组下发通知，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践
行焦裕禄精神的好校长”张伟学习活动。

用生命践行焦裕禄精神

—
—追记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张伟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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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FESCO启动2014年公益法律巡讲
本报北京 5 月 26 日讯 记者马洪

超报道：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
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FESCO）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律·动中
国”——FESCO 2014 年全国公益法律
巡讲活动在北京拉开序幕。

本届活动将围绕企业关注的“劳动
法律疑难问题解读”和“HR 法律热点问
题解析”两大主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
度分析、解读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