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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南娄底市，浓郁的绿色随处可
见。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远方来的
游客拿出手机、相机连连拍摄，对生态绿
景赞不绝口。但在当地人记忆中，以前娄
底的主色调是灰黑色：山头因为采矿变得
像“瘌痢头”，污水让部分河流颜色发黑、
鱼虾绝迹，烟尘使天空显得灰蒙蒙的。

“灰头土脸”变光鲜夺目，实现这样的
转变并不容易。作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
产业基地，娄底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拥有千万吨煤、千万吨钢、千万吨水泥和
百亿千瓦时电的工业产能。资源并非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粗放的发展模式还带
来了空气和重金属污染、固废垃圾堆放等
一系列问题，遭遇“经济发展不足，环境保
护不住”的尴尬。

娄底正视困难、直面问题。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近年来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勃勃生机。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若毁绿水
青山，宁弃金山银山”成为共识，绿色发展
之路越走越亮堂。“青山常在柴不空”，绿
色发展不仅使空气和水变好了，也带来了
更多“生态红利”。如今，娄底资源优势向
循环经济优势转变，简单粗放式加工向精
深加工转变，传统产业高新化、新兴产业
规模化、特色产业集群化成效初显。今年
上半年，该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 8.3%、10.8%，高于经济增
速，让更多人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了减少污染源，娄底将淘汰落后产
能作为节能减排的主要手段，并严把关
口，近 3 年共否决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40
余个。娄底冷水江市的工业企业密度在
湖南省各县市中最高，锑产量占全球的
60%。当地干部回忆称，前些年有些山头
上分布了近百家小型冶炼厂，“远远看去，
空中黑烟滚滚，地表千疮百孔”。近年来，

通过环境综合整治，已开采百年的不毛之地重新披上了绿装。娄底市环保
局局长刘时东介绍说，锑冶炼企业已全部配套建设了烟气脱硫设施，所有非
法建设的涉锑项目全部被取缔。如今，在消化新增产业废弃物的基础上，锑
冶炼渣、钢渣、水渣、高炉渣、煤矸石、粉煤灰等原有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和
综合开发，效益反而比粗放经营时增长了 5倍。

娄底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延伸产业链条，几大传统支柱产业普遍采用了先进技术和工艺，总体上
摆脱了原来“傻、大、黑、粗”的格局。在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六七层楼高的厂房内排列着各种设备，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工人们在数百米
的生产线上忙碌。据介绍，当地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改造后，传统钢铁产
业焕发出新优势，吸引了全球钢铁巨头米塔尔集团入股投资。该精深加工
项目完成管理和工艺创新 100 多项，可为客户提供更环保、更安全、更轻便
的新型汽车钢材，全部投产后预计将占领中国轻型车辆用钢市场约 15%的
份额。公司首席行政官爱德华告诉记者，公司有 24 名外籍员工，他们之所
以选择扎根娄底这个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汽车销售市场
正在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下转第二版）

夏末秋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
脚下的陕西眉县闫家堡村静谧祥
和。上午9点多，“马大嫂农家乐”的
主人马战峰夫妇已经开始忙活着熬
汤、洗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

“看到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
把自家的楼房进行了翻修，二楼用
来住宿，一楼用来搞餐饮。”马大嫂
以前在几十里外的镇上开了家小饭
馆，现在回村经营农家乐，“还是在
家门口赚钱舒坦”。

吸引马大嫂一家回乡创业的关
键原因是村里环境大大改善了。
2012 年，陕西省被财政部、环保部
列为全国第三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示范省，过去大多布局在城市的环
保基础设施开始加速向农村延伸。
仅马大嫂所在的宝鸡市眉县，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 3 年就累计
投入 7166 余万元，先后建成 198 处
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和 67 处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得益于人居环境的改善，乡村
旅游业迅速崛起。目前，闫家堡村
与企业合作成立了乡村旅游发展公
司，集中开发建设占地 2.6 万平方
米，集旅游观光、农家餐饮、民俗欣
赏、田园体验于一体的关中农家生
活体验区。

据介绍，截至今年上半年，陕西
省 3 年累计投入农村环境治理 14.7

亿元，覆盖全省 43 个县区、333 个
乡镇、2678 个村，分别占全省乡镇
和行政村总数的 27.3%和 10%，受
益人口约 400万人。

农村养殖业引发的面源环境污
染是陕西实施环境整治的另一个重
点。位于秦岭深处的西乡县是陕西
省百万头生猪产业大县，走进西乡
县军鑫农业公司，蔬菜大棚整齐划
一，小桥流水映衬农家客栈，花卉苗
木生机盎然，很难想象几十米开外
就是一个年出栏 26000 余头的生
猪养殖基地。

公司总经理但启军告诉记者，
畜禽养殖业粪尿及污水处理一直是
个大难题，“前几年，省农村环保专
项资金扶持我们建成 600 立方米大
型沼气污染治理工程，年产沼气
19.71万立方米，利用沼气年发电量
达 21.6 万千瓦时，基本保证了生
产、生活用电需求。同时，还建设了
万吨有机肥生产线，满足了公司自
有的 400 亩设施蔬菜及附近 3700
亩农田耕地的肥料需求，实现了生
态循环发展。”但启军说。

陕西省环保厅厅长王成文表
示，连续 3 年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促进了环保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环境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公共财
政向农村倾斜，最大限度地将资源
和要素配置到了农村领域。

让美的地方变富 让富的地方变美

陕西环保投入进村子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永 飞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今年以来，在贯彻落实“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党心民心，秉
承党要管党，坚持“全面”、突出“从
严”，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把党建领
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是基础。在过去的几个
月，我们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前后衔
接、上下配套、系统集成的党纪法规
制度体系，不断扎密扎牢制度笼子，
从严治党全方位推进。

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
任追究规定》，为领导干部尤其是党

员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定政策“红
线”，明确责任追究，确保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发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第一次出台专门的党内法
规对党组工作进行规范，填补党内法
规空白，进一步规范了党组工作，加
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执
政能力，有助于更好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
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推进干
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能下问题，完
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剑指为官
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突出问
题。

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进一步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围绕
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深

化巡视监督内容，对机构设置、工作
职责、方式权限、纪律要求等作出明
确规范，让巡视这一党内监督利器的
作用充分发挥。

⋯⋯
“从严”是主线。全面从严治党，

关键在严在实。从对在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作出安排，到以雷霆万钧之势既

“打老虎”又“拍苍蝇”，我们党以高标
准严要求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
洁性，坚持思想教育从严、作风建设
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增强了党的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今年前 5 个月，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0797起，
处理 14324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8398 人，人们看到了党中央猛药去
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的勇气。

如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总开
关”更加明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
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的创新之举开
局，不断筑牢着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作风更加严起来，一
批党员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受到严肃查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关键少数”的管
理更加严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把
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有贪
必肃、有腐必反，始终保持严惩腐败的
高压态势，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勇 于“ 破 ”的 同 时 ，也 在 积 极
“立”。针对部分党员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缺“钙”，我们党坚持标本
兼治，积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
密结合。 （下转第二版）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从严治党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新进展综述之五

本报记者 马志刚

秋风送清凉，树叶沙沙响。在
山东省高青县黄河岸边的硕果粮食
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基地里，大如
牛角的玉米棒子重重地垂下了头，
静静地等待着收获的时刻。

高青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刘玉
东顺手剥开一个玉米，“这个棒子一
共 18 行，一行 46 粒，总共 800 多粒，
成熟后能打出 1 斤多粮食。后期要
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亩产 1500 斤
应该没问题”。加上此前小麦 502

斤的平均单产，全县全年粮食平均
亩产量将再次过吨。

李洪武是硕果合作社的理事
长，这两年，他们在村里完成土地确
权后，流转耕种了全村近 45%的耕
地。“以前这块地是‘旱了收蚂蚱、涝
了收蛤蟆’的盐碱撂荒地，现在变成
了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田。
这多亏了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刘
玉东说，桓台县是江北第一个吨粮
县，高青与桓台相比，原先差的就是

沿黄河一线的土地质量。经过多年
土地综合开发，沿黄河土地培肥了
地力，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为粮食高
产创造了条件。

“以前高产创建遭遇的‘最后一
公里’难题，就是在一家一户的小农
生产过程中，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
对新技术、新方法接受能力弱。这
几年，土地流转的‘流速’快了，新技
术、新方法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难
题得到了解决。”李洪武说，他们3年

前开始搞高产创建，把流转到手的
400 多亩土地进行统一规划整理
——河边建起扬水站，田里修上防
渗 渠 ，黄 河 水 灌 溉 淌 入 了“ 高 速
路”。除去农业部门主推的“一增四
改”，合作社还创出了自己的“独门
秘籍”。“玉米夺高产，‘三水’很关
键。”李洪武说的“三水”，是指禾苗
期的“起身水”、喇叭口期的“壮苗
水”、生长后期的“上粮水”。

刘玉东对李洪武的说法表示赞
同。他说，今年总体风调雨顺，只是
夏收夏播后，山东遭遇较大旱情。
他们靠河吃河，利用靠近黄河的优
势，引入黄河水，全县 67 万亩玉米
普浇一遍黄河水，玉米苗快速起身，
长势比别的地方明显要好。

品种混种是李洪武从田镇街道
后巩村种粮大户巩向明那儿学来的
又一经验。“这片玉米地我混种了登
海超试 2 号、鲁单 991 等三四个耐密
高产品种，比种植单一品种效果要
好不少。”李洪武说。

“2010 年，我就种了一个品种，
秋季玉米爆发了黏虫病，收成大受
影响。混种后的几年，这样的情况
一次也没有发生。这是我们摸索出
的‘土办法’，以后还要请专家给咱
看看。”李洪武听说，今年省市县农
业部门将继续举办粮王大赛，他已
经报上了名，眼前的丰收景象，让他
信心满满。

流 转 创 出 吨 粮 田
本报记者 张 雪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

次会议。他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从 2014 年 1 月

至今，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已召开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大量重要文件，议

题涉及经济、司法、科技、文化等各个

领域，改革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连

续剧”，正在神州大地悄然推演。

中国改革“连续剧”，始终凸显一

个鲜明主题，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

作用。梳理 16 次深改会议议题，从

深化国企改革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到推进价格机

制改革，一集又一集隆重而精彩的改

革“剧情”接连上演。仅围绕国企改

革，就接二连三地审议通过《中央管

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

案》《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

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等

相关文件。此外，简政放权、转变政

府职能以及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持续发力，让市场这只“看不见

的手”放得更开，让政府这只“看得见

的手”用得更好，充分释放经济潜力，

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大戏的亮点。

中国改革“连续剧”，始终贯穿一

条清晰主线，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

治保障。纵览 16 次中央深改领导小

组的会议内容，主题密集聚焦于法治

建设及社会体制改革，审议通过《关

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

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关于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一系列重要

文件，并反复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

要于法有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既体现了全

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如影相

随，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依法保护

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权益，依法维护

市场竞争秩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坚实法治保障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改革“连续剧”，始终坚守

一条人间正道，倡导和平发展，推进

合作共赢。中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

孤立进行的，而是在与世界紧密联

系互动中推进的，与世界和平与发

展息息相关。新近召开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

调，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

进包括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

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

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

方面的法律制度，着力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毋庸置疑，随

着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对包括

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意味着更多

机遇而非挑战。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

改革这部“连续剧”，“连”在它一以贯

之、一脉相承，“连”在它步步深化，步

步惊喜，更“连”在它与时俱进，开启

新篇。眼下我国“十三五”规划出台

渐行渐近，明年中国将担起 G20 主席

国重任，这些重要步伐都必将给国内

和世界带来新的改革成果，开启中国

改革“连续剧”更加精彩的一幕，刷新

中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剧情。

对此，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改革上演精彩“连续剧”
平 言

9月 19日，湖北省南漳县巡检镇松树沟三组村农民今年种植的玉米喜获丰收。 熊明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