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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领导干部在经
济社会发展决策和生态环境监管、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
违反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职责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将受到从责令
公开道歉到免职等形式的问责，涉嫌犯罪的还将被移送
司法机关⋯⋯贵州省日前印发《生态环境损害党政领导
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和《林业生态红线保护党政领导干部
问责暂行办法》，对 34 种损害生态和 17 种保护林业生态
红线不力需要问责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给党政干部
戴上生态环保的“紧箍咒”。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个《问责暂行办法》将党委系统
的干部纳入了问责体系之中。“这样消除了以往只在行政
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
外’的弊端。”贵州省环保厅厅长熊德威告诉记者。

对于地处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而生态又较为脆弱的
贵州而言，保护生态环境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用制度筑牢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防线，是该省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迫切需要。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首
先需要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生态意识。”贵州省林
业厅厅长金小麒结合该省在森林保护“六个严禁”执法专
项行动中摸排出的近 8000 件林业案件，认为有一定数
量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是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作为
和乱作为引起的。

在问责结果使用上，两个《问责暂行办法》均明确规
定，领导干部被问责的情形应当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
容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其中，受到引咎辞职和责令
辞职、免职处理的领导干部至少一年不安排职务，至少两
年不得担任高于原职务层级的职务，重新任职的岗位不
得担任原职务或原任职务监管部门的领导职务，并且一
般不安排担任党政正职。

近年来，贵州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目前
已完成对赤水市、荔波县的自然资产审计，并向有关部门
移送了 20 余项破坏资源和对环境造成危害的违法事
项。此外，该省还进行了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试点、污水治理第三方运营、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
试点、执法联动机制建设等改革试点。

34种损害生态和 17种林业保护红线划定

贵州：生态环保问责到人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日前启动。此间，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表示，创新创业大
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项目评价方式的有益尝试，希
望各部门、各地方、各种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力量都能够切
实把大赛作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重要抓手。

本届大赛第一阶段主要按省区市进行地区赛，评选
出来的优秀企业和团队将在第二阶段按照电子信息、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新材料、文化创意 7 个领域，在 7 个不同城市进行
总决赛。期间还将举行行业沙龙、融资路演以及创新创
业嘉年华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

据介绍，本届大赛将为行业总决赛荣获前三名的企
业和团队颁发大赛组委会的创新创业扶持资金。优秀企
业和团队，符合相关科技计划的，给予优先支持，优先推
荐给大赛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支持。

第 四 届 中 国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启 动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公益文化中心主办的“共享城市蓝天——关爱青少年
健康发展”公益捐赠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仪式上，广东星
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的 4 家幼儿园捐赠户外大
型空气净化设备“城市蓝天 TM”，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益文化中心主任李国
强表示，呼吸纯净大自然沁人肺腑的空气，已成为城市百
姓美好的向往。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和关爱青少
年是社会各界的责任。

据广东星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辉介绍，“城
市蓝天 TM”能够有效缓解城市雾霾、降低 PM2.5指数和杀
灭空气中尘埃所带的病菌、有机气体等有害物质，实时劲
吹洁净空气，是缓解户外环境空气质量的利器。

“关爱青少年健康发展”捐赠仪式举行“关爱青少年健康发展”捐赠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日前，长株潭城际铁路首孔
长 32 米、宽 13 米、重达 800 吨的箱梁横跨京广高铁，成
功落在株洲澧潭高速立交特大桥 8 号至 9 号桥墩上。这
是我国城际铁路架梁首次成功跨越高速铁路。

据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长株潭城际铁路指挥长戴尊
勇介绍，京广高铁每天开行列车 150 余对，平均 3 至 5 分
钟一趟，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之一。长株潭城际铁路跨
越京广高铁的这榀长 32 米、宽 13 米、重约 800 吨的预应
力孔混凝土桥梁，梁底距离高铁轨道的高度仅 8 米，桥墩
边缘距高铁线路中心的最小距离只有 16 米，施工技术难
度和安全风险之大国内罕见。

据了解，长沙至株洲、湘潭城际铁路是长株潭城市群
城际铁路网的核心部分，预计 2016 年年底建成。建成
后，长株潭三市之间的交通时间可缩短至 30分钟以内。

国内城际铁路箱梁首次成功跨越高铁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乔金亮

报道：据农业部农情调度，全国已播各类
农作物占春播农作物意向面积的 35.0%，
进度与去年同期相当。其中，已播粮食
27.8% ，已 播 棉 花 42.1% ，已 播 油 料
36.0% ，已 播 糖 料 80.2% ，已 播 蔬 菜
64.7%。

目前，全国早稻育秧基本结束，已栽
插面积占早稻意向面积的 79.0%，进度略
慢，其中华南地区 87.8%，长江中下游地
区 73.5%。全国中稻（一季稻）已育秧（折
大田）面积占中稻意向面积的 82.9%，进
度同比快 1.4 个百分点，其中西南地区基
本结束，东北四省区接近尾声。

眼下，各级农业部门正全力抓好春耕
春播各项措施的落实。一是调优结构稳
面积。落实好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引导
农民种好粮，稳定水稻、小麦等口粮品
种面积。因地制宜调减高纬度、干旱地
区玉米种植，改种耐旱的杂粮杂豆、薯
类、青贮玉米等作物，力争粮食面积保
持稳定。二是抓科技创新攻单产。继续
抓好重要环节技术指导，搞好春季田间
管理，根据苗情长势和气候特点，促控
结合，分区域、分作物落实关键技术。
突出抓好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
攻关，全力攻克影响单产提高、品质提
升、效益增加、环境改善等技术瓶颈，
集成一套高产稳产、节本增效、绿色环
保可复制的技术模式，打造一批增产增
效并进、生产生态协调可持续的示范
区，促进均衡增产。三是强化基础建设
提能力。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加强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旱涝
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支撑粮食的稳定发
展。特别是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开展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改
良土壤、培肥地力、平衡养分、修复耕地，
实现“藏粮于地”。

据介绍，今年，农业部还将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开展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
关，集中开展东北地区水稻节水灌溉、
江淮地区稻麦连作产能提升、马铃薯主
食产品及产业开发等“十二大行动”。努
力实现“三个提高”，力争到 2020 年粮

食单产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重点粮食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 10 个百分
点、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到 40%以上。
努力实现“两个零增长”，力争到 2020
年实现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

全 国 春 播 已 过 三 成
今年将开展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

进入 4月下旬，吉林长白山区雪融冰
消，清溪汩汩汇入原野。4月24日一大早，
吉林蛟河市新站镇五家子村村民黄金太
就匆匆出了门，他要去采购玉米种子。

长白山区春天来得晚，春耕一般要
到 5 月 5 日以后，黄金太为何那么着急准
备种子呢？原来，他种的是青贮甜黏玉
米。所谓青贮玉米，主要是从用途来讲
的，普通玉米以收获粮食为目的，青贮玉
米除了采摘玉米棒之外，还要将新鲜秸
秆贮存在窖中，发酵成饲料。因此，与普
通玉米必须在完熟期以后才能收获不
同，青贮玉米的最佳收获期为籽粒的乳
熟末期至蜡熟前期，此时产量最高，营养

价值也最好。与普通玉米比，青贮玉米
采摘要早一个月，相应地，播种要早 5天。

青贮甜黏玉米效益怎样呢？“普通玉
米每亩能产 1800 斤，毛收入 1500 元左
右 。 青 贮 甜 黏 玉 米 每 亩 毛 收 入 能 到
2000 元，高了 500 元。”黄金太是种田能
手，3 年前他就尝试种青贮甜黏玉米，几
年下来，效益很可观。青贮饲料更不用
说，辽宁那边的饲养场都找上门来收购，
那才叫供不应求呢！

黄金太来到蛟河城区农资一条街
时，已经日上三竿。黄金太一口气买了
7500 斤甜黏玉米种子，满满地装了一
车。为何要买那么多？因为他有 1500

多亩地，打算全部种青贮甜黏玉米。
“光卖饲料，永远是替别人打工。从

今年起，我自己办肉牛养殖场，搞农牧一
体化。”黄金太说。其实办肉牛养殖场的
想法，黄金太很早就有，但一直资金不
足。最近两年，他购置了两套青贮饲料
加工设备，投资 130 多万元。到去年秋
后，130 多万元投资回本了，饲养场也破
土动工了。目前，2000 平方米的牛舍已
经建好，今年计划先养 500 头肉牛，滚动
发展。

“我计划建 1 万平方米牛舍，养 2000
头肉牛。两年以后，欢迎你再来看看！”
对自己的宏伟蓝图，黄金太信心十足。

种 田 大 户 买 种 记
本报记者 黄俊毅

种 田 大 户 买 种 记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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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尼泊尔 8.1 级地震影响，
截至 4 月 26 日 23 时，地震造成西藏境内
死亡 20 人，其中聂拉木县 9 人，吉隆县 7
人，定日县 4 人，失踪 4 人，受伤 58 人，
1263 户房屋和 1 座寺庙倒塌，10641 户
房屋和 54座寺庙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抢时间

地震发生后，西藏全区各级各部门
紧急行动，以最快速度组织开展各项抗
震救灾工作。26 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
委书记、自治区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陈全国来到自治区抗震救灾后方指
挥部，仔细查看西藏自治区卫星影像图、
日喀则市卫星遥感监测图，并通过视频
与前方指挥部和作业点联系。

陈全国要求，充分用好 48 小时、72
小时黄金救援期，组织专业力量、发动干
部群众，千方百计、毫不停顿地开展人员
搜救，不放过每一间倒塌房屋。对交通
中断的灾区，要组织小分队、突击队徒步
进入，第一时间补充灾区救援力量。

截至 26 日 17 时，西藏公安消防部队
257 名官兵在重灾区展开“地毯式”搜
救。地震发生后，日喀则市消防支队增援
力量兵分两路赶往重灾区聂拉木县和吉
隆县。26 日 3 时 40 分，第一分队到达聂
拉木县城；5 时携带生命探测仪等装备徒
步挺进交通中断的樟木镇；10 时 31 分第
二支分队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迅速领受任
务，深入受灾严重的吉甫村、朗木村开展
搜救。此外，拉萨、山南等消防支队已迅
速集结3支地震救援队正赶赴灾区。

运物资

为了支持西藏自治区边境县受尼泊
尔 8.1 级地震影响应急恢复建设工作，国
家发展改革委 26 日紧急下达西藏自治
区中央预算内应急补助投资 3000 万元，
用于灾区公益性设施和基础设施应急恢
复建设。

民政部紧急从拉萨、西宁、格尔木、武
汉等 4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调拨 5000
顶棉帐篷、3 万件棉大衣、3 万床棉被和
1.5万张折叠床、1.5万条睡袋等中央救灾
储备物资，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
置工作。自治区的区、地、县三级已紧急
调运发放2.1万顶帐篷、2.3万套棉衣裤以
及食品、药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

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西藏卫生计生
部门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救援；通知四川、
重庆、云南的 3 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紧
急待命，做好随时赴灾区驰援准备。地
震发生后，日喀则当地市县卫生局立即
组织医疗机构开展伤员搜寻和救治工
作。日喀则市卫生局当天派出 10 余人
的医疗队到一线工作。西藏自治区卫生
计生委连夜派出 2 批约 20 人医疗队赶赴
灾区，并于 26日一早派出由 40 余名医护
人员和 10 台救援车辆组成的移动医院
赶赴灾区。

中国红十字会已紧急启动Ⅲ级应急
响应，组织开展人道援助。向灾区紧急
调运棉帐篷、棉被、衣物等价值 101.51万
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红十字会已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畅交通

交通运输部召开紧急会商会议，宣
布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全力抢通日喀则
市聂拉木、定日、吉隆等县受损公路，切
实做好保通、保运输、保安全、保边防社
会局势稳定等各项工作。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
截至 4 月 26 日 22 时，地震造成国道 318
线聂拉木至定日段塌方体阻断公路，现
经 5 次爆破已抢通，目前已正常通行。
聂拉木县城通往樟木镇公路严重受损，
现已抢通 11 公里，其余路段正在全力抢
通中。国道 216 线吉隆县城至吉隆镇段
受损公路已经抢通，吉隆镇至热索桥方
向 28 千米处塌方形成堰塞湖，目前已实
行交通管制。国道 219 线通行正常，未
发现道路受损情况。

中国民航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方
面积极部署西藏自治区内航空运输救援

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加大运力，满足人员
和物资调配。地震发生后，民航西藏区
局立即启动航空运输应急保障预案。一
是协调航空公司妥善安置乘坐 CA408
航班和 3U8720 航班由拉萨前往成都的
旅客；二是成立“4·25”地震航空应急保
障领导小组，协调部署区内航空运输救
援总体工作；三是确保应急救援工作高
效有序开展；四是要求拉萨贡嘎机场和
日喀则机场充分发挥救灾物资运输前沿
阵地作用。

保服务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截至 4 月 26 日
15 时，受地震影响，日喀则地区聂拉木、
吉隆、定日、定结等四县共有 66 个基站
因传输中断退服。地震还导致西藏电信
聂拉木至樟木口岸二干光缆中断，以及
部分本地光缆环路中断，造成聂拉木县
樟木镇、定日县绒辖乡通信全阻。

地震发生后，工信部应急通信指挥中
心立即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和三家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建立视频连接，协调各
部门应急处置。目前，西藏通信业共出动
应急通信保障人员 157 人，应急车辆 36
台赶赴灾区。截至 4 月 26 日 15 时，已抢
通了珠峰大本营及聂拉木县曲乡各 1 个
基站，以及通往聂拉木、樟木、吉隆等方向
多处光缆断点，并开展了欠费不停机、免
费报平安、寻亲热线等便民服务。

在获悉地震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
气象局紧急联系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立
即启动应急响应，安排部署抗震救灾事
宜。相关气象台立即开始执行全员 24
小时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加强天气监控
和会商，及时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联
系沟通，发布实况、气象专报等气象服务
产品，做好地震灾区的专题气象保障服
务和衍生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综合本报记者代玲、齐慧、冯其予、

黄鑫、杜芳 通讯员吴昊报道）

各部门各单位和西藏自治区紧急应对地震灾情——

黄 金 救 援 期 一 刻 不 能 耽 误

4月 26日凌晨 4时，在前往西藏聂拉
木县城的 318 国道通拉山段，雪越下越
大，公路上的积雪结成了冰，所有的车辆
都小心翼翼地前行。

尽管如此，连续奋战 10 余小时的武
警西藏总队聂拉木县中队官兵依然发扬
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高原武警战斗作
风，冒着余震危险，忍受寒夜低温，搬运
棉被、自热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 3吨，
搭建御寒帐篷 60余顶。

在另一个重灾区——吉隆县，武警
吉隆县中队 20 余官兵在副中队长邓攀
带领下，连续 8小时协助当地政府抢修吉
隆县城至吉隆镇塌方堵塞路段。

凌晨 1 时 52 分，武警总队医院院长
金峰也率医疗救护分队 17 人、救护车 4
台，带部分医疗物资奔赴灾区一线。

由于日喀则吉隆县萨勒乡（距县城
150 公里）、聂拉木县樟木镇（距县城 30
公里）、定日县绒辖乡（距县城 150 公里）
通信失联，灾情不明，武警西藏总队派出
3 个先遣小分队，冒着余震、流石滑坡的
危险，携带卫星便携站、海事卫星电话等
通信设备，徒步向 3 个乡镇挺进，想方设
法了解当地受灾情况。

26 日早晨 7 点多，武警日喀则支队
副支队长韩智渊带 6 人小分队徒步向
30 公里以外的樟木镇挺进；副参谋长
达瓦罗布带 6 人小分队向萨勒乡挺进；
通信科参谋黄刚带 6 人小分队向绒辖乡
挺进。

现在，由日喀则市区通往聂拉木县
城的救援大通道已被打通。2500 余立
方米的塌方被清理。但是通往樟木口
岸的道路仍有 13 处塌方，打通仍有很大
难度。

西藏公安消防部队也迅速集结力
量，及时展开救援。截至 4 月 26 日 17
时，全区消防部队已投入消防车 40 辆、
官兵 257名参加地震救援。

26 日晚，聂拉木县城又飘起雪花，持
续的下雪给道路打通带来新的困难，但
是各部官兵和救援力量将持续奋战，争
分夺秒打通道路、争分夺秒徒步挺进，争
分夺秒救人。

救人是第一位的
本报记者 代 玲 通讯员 陆佑新

下图 4 月 25 日晚，西藏军区某团

为灾区抢运救灾物资，于次日 19 时到达

聂拉木县郊。图为官兵争分夺秒卸载物

资。 晏 良摄

左图 武警黄金十一支队地震救援

分队驰援灾区。 郑 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