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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
鲜艳，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
上笑开颜⋯⋯”“六一”儿童节前夕，藏族
女童巴桑永吉和 3 个 2010 年玉树地震
中降生在解放军 153 医院野战医疗方舱
里的藏族小伙伴，在家长的陪护下，从雪
域高原来到郑州，给危难时刻把他们从
母腹中平安接生到祖国花园里的“汉族
妈妈”、解放军第 153 医院妇产科主任张
红娟送来别样的欢乐。把孩子们拥在怀
里，张红娟眼中洋溢着幸福的泪花。

“接生一个新生命，就给
灾区群众带来一份新希望”

153 医院原政委赵先弘清楚记得，
2010年 4月 14日上午，青海玉树发生大
地震的消息传到医院。医护人员纷纷请
战前往救援，而张红娟只问我何时出
发，“我说，你就那么确定会派你去？”她
的回答十分淡定，“还有比我更合适的
吗？”的确，作为医院妇产科骨干医生，张
红娟曾在汶川特大地震的险恶环境中成
功接生灾区第一个婴儿。这次救援玉
树，真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了。

4 月 17 日，野战医疗方舱抵达玉树
灾区。此时，当地几家医院全部坍塌，

“从天而降”的方舱医院就是灾区人群的
生命方舟。“白衣天使”们强忍严重的高
原反应，迅速展开生命救援。作为方舱
医院唯一的妇产科医生，艰巨的任务不
容分说压到张红娟羸弱的肩上。

藏族汉子差格十分庆幸，他的儿子
拉秀军玉是大灾中“金珠玛米菩萨医
生”接生的第一个婴儿。那是 4 月 21
日下午，他几经辗转把早已过了孕产期
的妻子塔拉送到方舱医院。由于语言不
通和生育习俗差异，塔拉情绪烦躁，不
配合接生，母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张
红娟强压着心头焦急，连说带比划耐心
劝导，终于使塔拉安静下来。6 个小时
后，野战方舱第一个新生儿响亮的啼
哭，划破了玉树沉重的夜空。那一刻，
粗壮的汉子激动之情无以言表，他一个
劲儿鞠躬，还真诚地请张红娟给儿子起
个名。“就叫‘军玉’吧，解放军和玉
树藏族同胞心连心。”

4 月 24 日凌晨 3 点，张红娟连续接
生了两个孩子，刚刚回到临时营地帐篷
里躺下，急诊电话就把她惊醒。她马上
爬起来，顶着风雪赶回方舱医院。刚送
来的孕妇名叫尕群，38 岁了，曾经怀过 3
个孩子都因难产夭折。此刻，她腹中胎
儿胎位不正、胎心微弱，B 超显示脐带绕
颈，必须立即进行剖腹产。玉树灾区第
一台剖腹产手术争分夺秒地展开。当胎
儿取出时，母腹中的羊水已经干涸，婴儿
口腔里满是胎粪，没有气息。清理呼吸

道，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张红娟没有丝
毫犹豫。几分钟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
终于，婴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张红娟
却累得脸色惨白地瘫坐在地上。

助产士崔新苗永远也忘不了当时
的情景，“那里是多种传染病高发区，当
时婴儿满脸血污，为了抢救婴儿，张主
任真是不要命啦！她后来对我说，接生
一个新生命，就给灾区群众带来一份新
希望，眼看婴儿命悬一线，哪里还顾得了
那么多！”

医院副院长王志敏告诉记者，玉树
救援 62 天，张红娟诊治女性患者 2000
多人，实施 27 例妇科手术无一失误。她
接生的 73 个“玉树宝宝”，为玉树的明天
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我想看着各民族孩子在
祖国花园里幸福成长”

走下高原，回到中原，张红娟“病
了”。同事们都知道，她得的是“心病”，

“73个‘玉树宝宝’，你们成长得都好吗？”
她不断地给能联系上的孩子家长打电话、
发短信，询问孩子成长情况。特别是那个
出生时只有4斤重的早产儿求永桑周，更
是让她放心不下，多次打电话给孩子的母
亲尹西拉措传授护理和育儿知识。

曾经在方舱医院帮助工作，现在已
是玉树州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的索南巴久
医生告诉记者，“地震后的第一个冬
天，一次与红娟姐通电话时，我随口说
玉树正下大雪。没想到几天后，她就寄
来了好多棉衣，还随信嘱咐我，送给每
一个能联系到的孩子。那一刻，我特别
感动。”

“我当妇产科医生 20 年了，接生的
孩子成千上万，但在那样的环境中，那么
集中地接生一批藏族孩子，让我不由自
主产生出一份特殊的感情。”电话、短信、
寄衣物和幼儿启蒙玩具，丝毫不能减轻

张红娟心中对孩子们的牵挂。2011年 4
月，张红娟随 153 医院援建回访医疗队，
再次来到玉树，她想亲眼看看 73 个如同
己出的藏族孩子。没想到，灾后重建，很
多群众分散到不同的居民安置点，游牧
藏胞也追逐水草而去。这一次，她只找
到七八个孩子，看到襁褓中病病歪歪的
求永桑周，她心疼得直掉泪。

2012 年 5 月，带着给孩子们精心挑
选的礼物，张红娟再次踏上寻亲之旅。
这一次，她辗转 7 个居民安置点，见到
了 17 个孩子。在 153 医院党委的支持
下，她征得孩子父母同意，把身体较弱
的求永桑周和扎西文毛带回郑州治疗
调养。

“方舱医院出生孩子的家长们，我是
当年给你们接生的军医张红娟，我很想
找到你们⋯⋯”2013 年 4 月 19 日，青海
玉树电视台汉藏两种语言播出的“寻亲
呼唤”，在美丽的三江源头、辽阔的巴塘
草原传送开来，这是张红娟第三次重访
玉树寻亲。刚刚进山挖虫草的差格听到
消息，马不停蹄赶回玉树，“今年虫草不

挖了，我必须见到恩人张医生。”不到 3
天，就有 11 名家长抱着孩子来了。看着
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张红娟的笑脸就像
绽放的格桑花。

153 医院对高原医疗事业的倾心帮
扶和张红娟对藏族孩子们的深情挚爱，
如雨露甘霖滋润了藏族同胞心田。带着
儿子拉秀军玉来郑州看望张红娟的差格
对记者说，“解放军是我们的恩人，更
是我们的亲人！”难产儿文青占斗的名
字同样富有深意，“‘文青’是幸运的
意思，‘占’代表解放军战士，‘斗’意
味着奋斗。我要让孩子记住是亲人解放
军救了他，要努力奋斗，回报党的恩
情。”小文青的父亲在视频中说。

整理着大包小包的汉藏双语识字挂
图和智力玩具，张红娟目前正筹划第四
次玉树寻亲之旅。她对记者说，“玉树州
人民医院给已经找到的 33 个孩子建立
了健康档案，随时关注他们的成长发育
和健康指标。我多想把 73 个孩子都找
到，亲眼看着他们和各民族孩子一起，在
祖国花园里幸福成长。”

愿各民族孩子都幸福成长
——记解放军153医院妇产科主任张红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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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 153 医

院妇产科主任张红

娟（中）爱抚着刚找

到的“玉树宝宝”，

露出欣慰的笑容。

张 颖摄

大灾面前，军医张红娟挺身而出，

参加玉树抗震救灾，在严重的高原反应

中连续奋战 62 天；她接生的 73 个“玉树

宝宝”无一死亡，做妇科手术 27 例无一

感染；返回部队后又先后几次回访玉

树，与“玉树宝宝”家庭建立帮扶关系，

用仁心仁术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张红娟深知，军医代表的不仅是自

己和医院，更代表着党和军队。她矢志

为党旗军旗增辉，做人民群众贴心暖心

的好医生；她自觉用一言一行传递大

爱，春风化雨般促进藏族群众与党和军

队的感情；她以心灵温暖心灵，以关爱

催生关爱，以感动传递感动，把民族团

结的种子播在藏族同胞心田。

张红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楷模。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56 个

民族亲如兄弟、血脉相连、风雨同

舟，必将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仁心仁术播下民族团结种子
曹红艳

仁心仁术播下民族团结种子
曹红艳

建设美丽中国，是13亿中国人的愿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首次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扎实推
进主要污染物减排⋯⋯我国积极深化环
保领域改革，夯实生态文明的制度之基，
碧水蓝天、美丽中国愿景变得越来越清
晰和实际。

打好大气、水体、土壤污
染治理三大战役

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土壤重金属污
染、饮水安全事故频发⋯⋯我国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气魄，打响了大气、水体、
土壤污染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面对公众呼吸清新空气的迫切愿
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区域
联防联控，在大气污染防治上下大力、出
真招、见实效。

环保部与 31 个省（区、市）签订了大
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
经成立；中央财政新增设立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首批安排50亿元支持北京、天
津、河北等地大气污染治理，继续安排6.4
亿元支持12个重点城市燃煤锅炉烟尘治
理；全国各省（区、市）迅速行动⋯⋯

作为百姓“米袋子”“菜篮子”的土壤
安全问题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环保部和
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公报》指出，我国土壤环境总体
不容乐观，耕地土壤质量堪忧。环保部
将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启
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土壤环
境保护工程第一批重点项目，积极推进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今年以来，水污染事件接连发生。
面对严峻的水安全形势，环保部门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快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
劣Ⅴ类等污染严重水体，加强饮用水环
境安全保障，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积极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

2013 年一年，环保部发布了国家环
保标准 135 项，使得现行有效国家环保
标准达到 1499 项，并对重点控制区火
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
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值。

推进污染物减排，严格问责是关键。
根据我国“十二五”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各
地各部门纷纷出台减排统计和监测办
法。环保部对未通过减排年度考核或目
标责任书重点项目未落实的 3 省（区）、3
个企业集团和6个城市实行环评限批，对
43家企业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

2013 年，北京市超额完成了大气和
水主要污染物减排计划。与 2010 年相
比，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累计
削减 16.6%、15.9%、10.9%和 10.3%，提
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北京的“十二五”减
排目标任务。

2011 年至 2013 年，天津共完成污
染减排工程项目 984 项，连续 3 年完成
国家下达的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全市
污染治理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污染减排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丝
一毫的懈怠。”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说，通
过强化减排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减排
目标完成情况，预计我国 2013 年度减排
任务可以全面完成，尤其是氮氧化物有
望 下 降 3.5% 以 上 ，排 放 量 首 次 降 至
2010 年减排基数以下，主要污染物减排
拐点初现。

我国 2014 年年度减排任务已经确
定，与 2013 年相比，二氧化硫、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排放量将分别减少 2%，氮氧化
物排放量减少 5%。环保部表示，将加大
改革力度，实现管理对象由目前以企业
为主向以地方政府为主转变，同时督促
国有企业带头落实减排任务，继续改进
污染减排工作方式和方法，确保完成
2014年度减排任务。

强化执法监管解决关系
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

民生问题总关情。农村环境保护和
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防治一直是污染防
治的重点。仅在 2013 年，中央财政安排
60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选择江苏、宁夏两省（区）进行拉网式
全覆盖连片整治试点。

截至 2012年底，治污工程项目已完
成26.9%。2013年，七大水系监测的577
个 国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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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组
织评估地级及以上328个城市844个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2012年度环境状况。

同时我国积极推进重金属、固体废
物和化学品污染防治，完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基金政策，去年支持优质拆
解企业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4028 万
台，拨付补贴 6.29 亿元；印发实施《化学
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
实力’，先进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

‘软实力’。”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制度是否系统和
完整，是否具有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美丽中
国愿景的必经途径。按照中央“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决定性成果”的要求，建立这个制度体系
无疑是一场紧迫和艰巨的战役，需要各
个部门、各级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制度建设中来。

文/新华社记者 顾 瑞 珍 吴 晶

晶 罗 沙 （新华社北京 6月 4日电）

夯实生态文明的制度之基
——全面深化改革述评之五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
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作为推动
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纳
入各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工
程，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努力破解发
展难题，全方位推进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促进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发
展。6月 4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
当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有关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逐渐扭转学前教育经
费投入不足状况

在谈到近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总体情况时，该负责人表示，近几
年，学前教育经费大幅增加，长期投
入不足的问题逐渐得到扭转。最明
显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从各级教育
财政性经费的增长情况来看，学前
教育年均增长最快。从 2008 年的
133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748 亿
元，增长近 5 倍，年均增幅 49%。二
是从财政性经费中各级教育所占比
重来看，学前教育提高幅度最大。
从 2008 年的 1.3%提高到 2012 年
的 3.2%，提高近 2 个百分点，远高
于义务教育、普通本科、普通高中、
职业教育所占比重的提高幅度。

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
地区和城市薄弱环节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地方
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
中央财政主要采取“以奖代补”的方
式，设立专项资金，实施了支持地方
学前教育发展的 8 个项目，包括从
2010 年起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实
施的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从
2011 年起会同财政部实施的 4 大
类 7个国家学前教育重大项目。

这 8 个项目支持的重点是中西
部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环节，为更
多的农村孩子、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提供了接受
学前教育的机会。包括：

——支持校舍建设。中央财政投入 382 亿元，在中西部
地区新建乡村幼儿园 4500余所，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
地区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和增设小学附属幼儿园约
8 万所，在中西部 13 个省区农村偏远地区开展巡回支教试点
1500个。

——实施综合奖补。中央财政投入91亿元，对各地扶持城
市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和
扶持普惠性民办园进行奖补，3年来扶持约6.9万所次，受益幼
儿超过1000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00多万人。

——推动幼儿资助。中央财政投入 16.2 亿元，对各地制
定学前教育资助政策，加大资助力度进行奖补，平均每年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 300多万人。

——提升教师素质。中央财政投入 11 亿元，培训农村幼
儿园教师 29.6 万人，大幅提高了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为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师资保障。

扩大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面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透露，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中，将继续把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作为重点任务，着力
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覆盖面。

首先，要大力发展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按照“广覆盖、保
基本”的要求，地方 3 年行动计划和国家项目将继续加大力
度，多种途径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
城乡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继续扶持企事业单
位办园和集体办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加快推进乡镇
中心幼儿园建设，完善县乡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其次，要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要加大公共
财政的支持力度，把更多的民办园办成普惠性幼儿园；推动各
地尽快出台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标准和扶持办法，认定一批
普惠性民办园，通过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减免租金、派驻公办
教师、培训教师等方式，支持他们提供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
普惠性服务，并加强收费、质量等方面的监管。

让孩子们“方便上”“上得起”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主要有 4
方面任务：一是扩资源。着力扩大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重点解
决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接合部等困难地
区和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困难群体的“入园
难”问题。二是调结构。重点调整资源结构和布局结构，大幅
提高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优化幼儿园布局，让孩子
们“方便上”“上得起”。三是建机制。重点是建立学前教育成
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完善用人机制，确保幼儿园正常运
转，提高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提质量。重点是完
善幼儿园监管体系，健全学前教育教研网络，加强对幼儿园保
育教育工作的指导，保障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五年增加近五倍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上接第一版）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工作落实力
度，既要解决越权越位问题，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
活不放任，防止截留改革红利。确保今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各项目标任务按时完成。

会议指出，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链条
长，产品覆盖面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在全球竞争加剧、
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部分产品过多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必须遵
循经济规律，按照安全环保优先、科学合理规划、提高产业效
益、保障能源安全的原则，搞好石化产业布局，使产业发展与
民生改善相促进。会议强调，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一经确
定，必须严格执行。要以现有产业基地和优势企业挖潜改造
为重点，促进石化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要严格环评、科学论
证，做好项目选址，避免盲目违规乱上。切实加强安全环保监
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及时排查隐患。从严查处环境违法事
件。要加强信息公开、科普宣传和解疑释惑，保障公众知情
权，推动石化产业绿色、安全、高效发展。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
为规范广告活动，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草案补充和完善了药
品、保健食品等广告准则，加大对虚假广告等的惩处力度。草
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促进创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