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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2 日讯 记者郑彬报
道：国家旅游局近日出台一系列倡导文明
旅游，规范不文明旅游行为的管理办法。
各地旅游部门在节日期间加大劝导、处罚
力度，一些景区的旅游秩序有所改观。

倡导文明出游成为今年“五一”旅游
的关键词之一。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旅游行业文明旅游工作的指导
意见》，深入推进旅游行业文明旅游工作，
进一步提升我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各

地旅游部门推动文明旅游工作的常态化
和机制化，落实好旅游部门的责任，主动
与外事、公安、交通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横向联动，共享宣传资源，在旅游不文明
行为的记录采集、追责处罚等方面联手行
动，形成工作合力。

为提高广大游客、市民文明旅游素
质，海南三亚南山、大小洞天、蜈之洲、冰
雪世界等景区，旅行社自发地开展呼唤

“文明旅游”行动。“自觉维护旅游秩序，不

大声喧哗、不乱丢乱扔、不随意攀爬、不乱
写乱画、不在禁烟场所吸烟等，是每个公
民出游必备的素质。”三亚市旅游委相关
人员表示。

吉林省旅游局联合省文明办、省公安
厅，向全省旅游业界和广大旅游者发出文
明旅游、创建优质服务倡议书。从“五一”
小长假第一天起，崆峒山景区将在崆峒古
镇北门广场举行“文明旅游崆峒行”万人签
名点赞活动，呼吁广大游客从“我”做起，争

做文明出行者，杜绝不文明的旅游行为。
同程旅游相关负责人提醒游客，自 5

月 1 日起，《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
《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两项旅游
业行业标准正式实施。需要游客留心的
是，规范中指出导游、领队有权记录并举
报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游客在上厕所时
随意丢弃废弃物、随意占用残障人士专用
设施等不文明表现，都将会被导游警告、
记录甚至举报。

“你看，通过登录我们的数据云中心，
无论是司法拍卖、征信系统，还是审判流
程信息、庭审情况，都一目了然。”跟随工
作人员的鼠标，重庆法院数据云中心向记
者展示了信息化带来的巨大便利，通过即
时生成的审判数据，审理过程透明了，各
个环节都有迹可循。

以数据云为依托，重庆法院积极推进
司法公开 3 大平台建设。将人民群众关
切的审判流程、裁判文书及执行信息通过
互联网平台展现出来，这既方便群众了解
法院工作、参与诉讼，又利于强化对法院
工作的监督，倒逼司法公正廉洁。

重庆法院的实践，正是全国法院大力
推进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的缩影。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示范带动

下，全国各级法院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
度和深度，创新司法公开的形式和渠道，
在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
机制上下功夫，司法公开正成为法治中国
新形象。

非公开不足以彰显正义，非公开不足
以保障公平。而建设审判流程公开、裁判
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 3 大平台，正是
新一轮深化司法公开的关键举措。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中国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网正式开通。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的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自案件受理之日
起，可凭有效身份证件、手机号码以及查询
码、密码，随时登录查询、下载有关流程信
息、材料等，及时了解和监督案件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介绍
说，截至 2014 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平台共公布开庭公告 429 个，
审判信息项目 36276 个，中国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网总访问量为76.6万次。

目前，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北京等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基本建成了省
级统一的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并建立
与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链接。

2013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法院庭审直
播网开通。法院的庭审通过互联网“飞入
寻常百姓家”，人们在家里就可看到庭审
直播和录播。“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最高
人民法院开通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建立起
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并率先在
该网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
书。”贺小荣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各
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陆续在该网
公布。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已有 28 个省
区市的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实现了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文书，已公布
裁判文书近 570万份。

2014 年 11 月 1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建成运行，整合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公开、执行裁判
文书公开 4项内容。

“各级人民法院为公众查询未结执行
实施案件信息提供方便，同时发挥执行信
息公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社会征信体系
建设。”贺小荣指出，许多地方探索通过在
互联网上进行司法拍卖，保障司法拍卖工
作的公开透明。目前，全国性的人民法院
诉讼资产网已经建成并运行。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定期发布公
报、工作报告和审判白皮书，建立健全新
闻发布会制度，加强法院政务网站建设，
推进法院微博微信建设，办好公众开放日
活动。

牵动司法公开的“一发”，重要的是带
动司法改革全面深化和司法体制创新的

“全身”。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司法公开正借助大数据，形成司法为民的

“大服务”，成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一面镜子。

最高法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

牵公开“一发” 动改革“全身”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让 文 明 与 游 客 相 伴
——各地多措并举提高游客文明旅游水准

5 月 1 日，江西省南昌市梅岭风景区
人流如潮、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游客
们一系列的文明小细节，让人心生暖意：
在盘山公路上，车辆有序行进，不加塞不
随意停放；在太平心街长廊休息区，湿漉
漉的雨伞整齐摆放，不占座不打湿空座；
在赣剧演出现场，年轻小伙把前排位置
让给年迈大爷⋯⋯

梅岭风景区距南昌市中心仅有 10
余公里，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每日接待
游客量能达到 20 万人次。如此规模的
游客量若放在几年前，可能会不堪设
想。

游客出行文明起来，得益于景区推
动的文明行动。“文明旅游不只是游客的
文明，也应该是景区的文明。”湾里旅游
局副局长王兰生说。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在紫清山景区督查“绝美”行动志愿者
上岗服务情况。每逢双休日、节假日，

“绝美”志愿者头戴小黄帽、身披红斜披，
在景区开展环境保护、交通引导、森林防
火等文明告知、规劝活动，俨然成了一道
亮丽风景线。据了解，“绝美”行动志愿
者近 500 人，多为该区各机关事业单位
的优秀干部。除“绝美”行动外，湾里区
旅游、林政、交通等 19 个部门，每年都会
派出近 10000 人次的志愿服务队，方便
广大游客。

湾里区还按照“全域旅游”的理念规
划建设城乡,采取管理城市的模式管理
景区。景区内 4 个大型生态停车场均免
费开放，游客公共服务设施随处可寻；

“看到垃圾捡一捡，环境清洁我心欢”、
“杜鹃是省花，爱护靠大家”等文明旅游
提示牌沿途随处可见，景区文明公约反
复在广播中响起，“文明旅游”遍布梅岭
景区的每个角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明出游活动。
在重大节假日，该区还开展刷微信抽奖
送门票活动，凡是未被志愿者发现不文
明行为的游客都能参与抽奖，通过互动
旨在倡导文明出游，并通过“梅岭旅游”
微信平台向广大游客推介梅岭，发布文
明出游小提示。

“文明是具有‘传染性’的。当人
人争做湾里‘三员’（安全员、保洁
员、服务员） 时，游客旅游行为自觉性
和景区文明程度就会相应提高，景区的
文明才能带动游客文明。”该区相关负
责人说。

闽南名刹南普陀寺是赴厦门游客青睐
的景点，日均旅游人数近3万，节假日甚至
高达五六万。5 月 1 日，寺内香客熙熙攘
攘。但记者发现，偌大的景区竟然没有一
个垃圾桶，更奇怪的是，尽管没有垃圾桶，
整个景区地面上、甚至犄角旮旯却几乎看
不到一点垃圾。垃圾去哪儿了？带着这样
的疑问，记者开始了一段垃圾寻找之旅。

在大雄宝殿前，记者遇到几位操着四
川口音、带小孩的游客，孩子们吃着饼干、
水果，喝着饮料。他们怎么处理垃圾呢？
记者在一旁观察。不一会儿，孩子们快吃
完了，只见一位女士边从包里掏出一个红
色塑料袋，边对孩子们说，“吃完了都别乱
扔啊，装袋子里！”说罢把饼干袋、果核、饮
料瓶都收到袋子里。

记者和这位名叫潘冰的游客攀谈起
来，她告诉记者，导游昨晚已经特意提醒大
家，南普陀寺内没有垃圾桶，大家最好不要
制造垃圾，或者自备垃圾袋把所有垃圾带
走。所以她今天特意自备了垃圾袋。

“拎着垃圾游玩有没有觉得不方便？”
面对记者的疑问，潘冰答道，“确实有点别
扭，不过导游说南普陀寺特别重视环境保
护，在国内率先倡导‘垃圾不落地、心净国
土净’，不仅环境要清净庄严，内心也不应
该受污染。所以虽然麻烦但也值得，南普
陀寺是我去过的最干净的景区。”

导游蔡林香告诉记者，南普陀寺原来
也有很多垃圾桶，但后来觉得垃圾桶和寺
院建筑、风景很不协调，而且夏天有臭味，
招引蚊虫，于是从去年 6 月开始，逐步拆

除所有垃圾桶。拆除垃圾桶，不仅为了寺
院干净，更希望把“垃圾不落地”的观念传
播给广大游客，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

“如果有游客不了解情况，乱扔垃圾怎
么办呢？”义工苏月梅回答说：除了让导游做
好宣传引导外，寺院还根据人流路线设置
了各种标语，并组织僧众、义工、保安3支队
伍定时巡逻，随时捡拾垃圾。

“‘垃圾不落地’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现在，厦门市民来南普陀寺
都会尽量少制造垃圾或者主动把垃圾带
走，外地游客也非常配合。”苏月梅说。

对广大景区来说，垃圾桶几乎是必不
可少的卫生设施。为了景区的和谐统一，
管理部门更是煞费苦心，琢磨出仿古、仿
生、卡通等形态各异的创意垃圾桶，也成
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制造这样的“风
景”看似最佳选择，实属无奈之举。其实
只需转变一下观念，加强一点管理，完全
可以有更完美的解决方案。告别垃圾桶、
垃圾不落地，既保证了景区的自然和谐，
又保障了环境卫生，还传播了环保理念，
一举多得，值得推广。

眼下，四川正迎来大春生产时节。记者近日走进
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眉山市采访，感受到了与往年不
一样的春耕景象。

4 月 29 日下午，艳阳高照下的眉山市东坡区太和
镇龙石村，气温达到 35 摄氏度，在龙石村七组的一片
稻田里，两台钵盘乘坐式高速插秧机“突突”地忙得欢，
机器一路开过去，后面就是六行稀疏分布均匀的秧苗，
仅一袋烟的功夫就栽插完了将近一亩的稻田。

“今年合作社采用钵盘式插秧育苗技术后，感觉比
往年的春耕轻松不少。”在现场了解插秧进度的眉山市
好味道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告诉记者。

今年 44 岁的李相德是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农民，
也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种田也能种出名堂来。”李
相德说，“只有依托科技和新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种
植，才能促进增产增收。”为此，3 年前，他和几个业主
合作成立眉山市好味道水稻专业合作社，并在东坡区
的尚义、悦兴、太和、永寿 4 个镇成片规模流转土地
4100多亩。

“以前插秧完全靠人工，我种上千亩水稻，高峰期
每天要请 200 多名村民插秧，遇到农忙还不一定请得
到人。如今种植 4100多亩水稻，每天在这里务工的才
10 多个人。这得益于近年政府加大农业投入，使农业
机械在农忙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李相德感叹地说。

李相德感叹的背后，是合作社今年在当地农业农
机部门帮助下，投入 86 万元购买了两台钵盘式高速插
秧机，替代了过去的毯状式插秧机，包括从水稻播种、
插秧全部使用先进机械。

眉山市农业局农技站站长石勇说，“像李相德这样
轻松忙春耕的种粮大户，不仅成为今年眉山市春耕生
产中的新亮点，而且带动了全市春耕生产中水稻机械
化耕作、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四川眉山推广农机插秧

大户轻松忙春耕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姚永亮

眼下正是过去春耕农忙时期，然而在湖南省常德
市鼎城区韩公渡镇流花口村，记者见到有些村民围坐
在村头，低头玩着手机。为何不下田种地还有闲心玩
手机？带着疑问，记者走上前去。

“记者同志，俺们看手机不是玩别的，是在查询自家
土地里的测土配方施肥信息呢。”种粮大户刘宝胜笑着
说。来到自家田头，刘宝胜用手机现场演示起来，打开
GPS 功能，刘宝胜在手机上登录了“测土配方施肥平
台 ”，查 询 到 所 在 田 地 的 地 块 编 码 图

“14430703105780”，刘宝胜将“地块编码”通过手机短
信发送到"051487346579"，不到一分钟，手机便收到了

“韩公渡流花口村委会早稻早熟施肥建议”的短信。
刘宝胜告诉记者，他种植的 500多亩水稻，分布在

3 个村。以前，所有的水稻都沿用一种施肥模式，每亩
施肥 40 公斤左右。“自从有了测土配方施肥手机平台
后，各个村的施肥方案便有了细化和区别。以前按照
一种模式施肥，有的地方该施的肥没施足，有的地方不
该施的又施多了。现在，有了‘掌上农业专家’的指导，
农田可以吃上科学的‘营养餐’了。”刘宝胜说。

原来，为给农民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技术指导服务，鼎
城区将全区所有测土配方施肥土壤化验和田间试验数据
进行综合后，划分为500个至1000个地块编码，引进“国
家测土配方施肥手机平台”，并在全区34个乡镇都张贴
了“国家测土配方施肥手机平台”的使用挂图。“农民兄弟
按照流程图，便可查询到准确的指导信息，他们还可以关
注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和互
动。”鼎城区土肥站站长、农艺师左光华说。

湖南常德推广测土配方手机平台

农田吃上“营养餐”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湖南常德推广测土配方手机平台

农田吃上“营养餐”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福建厦门：

垃圾不落地 何处惹尘埃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江西南昌：

景区文明带动游客文明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5 月 1 日，虽然是阴雨天气，但西安曲
江旅游景区内依然游人如织。曲江海洋
馆对海豚表演和海狮表演进行了加场。

节假日“如厕难”一直是西安大雁塔
景区存在的典型问题，为此，景区在节前
做了充足准备。比如，在大雁塔北广场东
西两侧原有卫生间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先
后建立两座独立的女卫生间，卫生间蹲位

由 26 个增加至 74 个，残疾人卫生间由 6
个增加至 8 个。增加卫生间保洁人员数
量，根据入厕人流，采取循环保洁，提高卫
生间保洁效率。

大雁塔景区和大明宫景区有大面积
区域为免费的公共游览区域，景观小品、
雕塑众多。针对有可能发生的游客不文
明照相行为，景区特别在雕塑旁设置了

“禁止攀爬”警示牌，提示游客文明游览，
并在各区域增加执勤人员，一旦发现游客
有攀爬雕塑等不文明行为，就会及时进行
劝导。

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公园绿化面
积达 200 万平方米，游客践踏草坪问题比
较突出。为此，景区并没有一味禁止，而
是经过论证后在踩踏严重的路线铺设石
子小路，这样既方便了游客又美化了景
观。对于景区内的景观小品和雕塑，工作
人员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只能远观的加
装围挡或隔离装置，可触摸的则安装文明
照相的标示用语。为应对“五一”假期游
客高峰，景区还招募了 40 位大学生志愿
者，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陕西西安：

重视小细节 换来大变化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永 飞

本版编辑 徐 胥

上图 5 月 2 日，北京天蓝云白，空气清

新，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到公园或风景区游

玩放松。图为陶然亭公园里游人正乘游船赏

景。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左图 5 月 1 日，作为中国狮赛世界杯的

“黄飞鸿杯”第九届全国南北狮王争霸赛在广

东佛山西樵山天湖公园开战，此届赛事共海

选了 19路南北狮王参赛。图为比赛现场。

黄幼谦摄

“这是杂交品种，每盘应该播 70 克左右，如果是常
规品种，每盘要 120 克左右⋯⋯”日前，安徽全椒县农
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葛道林将“农技课堂”开到了种
粮大户张金龙的育秧工厂内。“多亏了葛老师的面对面
指导，要不然今年的育秧说不定又要吃没技术的亏
了。”听完专家一席话，张金龙对 1300多亩承包地的水
稻丰收更多了一分把握。

开春以来，安徽全椒涉农部门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农家院坝，手把手地教授农业技能，服务春耕生
产，科技春耕热潮在田间地头兴起。

“农业执法人员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辨别真假
种子，现在买种子心里可踏实了。”全椒县二郎口镇种
田“老把式”黄寿海高兴地说。

为把实用技术教给农民，全椒县组织 134 名农技
人员，成立 10 个“农技课堂”深入田间地头“零距离”向
农民开展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指导，截至目前，全县

“农技课堂”到田指导 70 多场次，培训人员 2100 多人
次，印发明白纸 12 万份。组织指导施麦菜返青肥 56
万亩，小麦拔节肥 21 万亩，油菜蕾苔肥 16 万亩，防治
小麦纹枯病 28万亩次。

全椒安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平安最近一直
忙于添置农机、维修、保养农机，“合作社如今拥有各类
农机具 160 余台（套），不仅耕作质量提高，还缩短了耕
作时间，为粮食丰收提供了保障。”王平安说。鉴于合
作社的实力，许多附近农民都把农田托给农机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当起了“田保姆”。

为做好农机春耕生产，全椒农机部门早准备、早部
署、早落实，及早宣传购机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民购买
农机的积极性。

安徽全椒普及农技知识

“农技课堂”到田间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熊许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