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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八
项规定不断推进落实，党风政风和
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超过八
成群众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
来，身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有明显
改进；近九成认为党员干部工作作
风带动社会风气有明显改进。

以上率下：“铁八条”

管住了多年没管住的问题

陕西省甘谷驿镇2010年就建
起了“廉政灶”，八项规定前，领导来
了，有时担心菜品不丰富，也会安排
去外面的酒店吃喝，一顿饭经常吃
几个小时，还要多名乡镇干部作陪，
每个月的接待费用就有七八千元。
群众意见大，干部也不堪重负。

八项规定，让曾经名不副实的
“廉政灶”真正廉政起来。

甘谷驿镇党委书记李平深切感
受到了这种变化。他告诉记者，八
项规定出台后，无论哪一级的干部
来，要用餐一律上灶吃饭，按每人每
餐10元到20元的标准缴纳伙食费。

公务接待规范了，是各地干部
的普遍感受。山西省某县的接待办

干部说：“2013年前，我们忙于接待
干部，几乎很少回家吃饭。”这5年
来，接待大多是自助餐，吃完就回
家，轻松多了。

公务接待只是作风建设的一个
缩影。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
说，中央八项规定能落实，关键是从
中央政治局自身做起，以上率下，一
抓到底。

李平说，干部现在都知道，八项
规定就是铁的纪律。

新风劲吹：干部过去

用公车现在最爱用“滴滴”

不少干部表示，从“严禁用公款
送月饼送节礼”到“严禁用公款购买、
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
历等物品”，八项规定从点滴抓起，由
浅入深穿透“四风”顽固屏障。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张永强的手机上，“滴滴
打车”成了他最常用的软件。“八项
规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规
矩了、有红线了、有敬畏心了。”

公车私用曾经是作风乱象的顽
疾。现在干部们宁可多走路，也不触
红线。山西省一名环保局干部说，八

项规定前，大家普遍有种公车私用
“顺道”的心态，“顺道”坐车回家、“顺
道”接个孩子。这几年，这种现象基
本杜绝。

而曾经常见的“红脸干部”也几
乎消失了。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的
一名乡镇干部说，以前不管中午还
是晚上，经常往酒桌上跑，现在明确
工作期间不得饮酒，“干部们把精力
全用到脱贫攻坚上去了”。

5年来大量事实证明，只要“制
度之笼”越扎越紧，没有什么官场歪
风不能改变。

湖南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侯明星曾是衡阳市农机局局长，在
正处级岗位上一待就是21年。去
年换届，侯明星“意外”当选衡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没想到不花一
分钱、不请一次客、不打一个电话、
不串一次门，也能获得提拔。”

基层党风迎来“廉洁

拐点”

几天前，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的
上千户居民开始告别曾经脏乱差的
村落，进行拆迁安置选房。党的十八
大以前，这个乡屡出腐败问题，落马

的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
元。几年来，为了挽回民心，孙河乡
各级党员干部憋足劲打起“翻身
仗”。这次选房，为让百姓放心，各家
人数、面积全部公开，补偿金额百姓
自己可以算出来，选房摇号全部电脑
完成，杜绝人为干扰。

今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统计
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针对中央八项
规定落实情况进行了随机调查，结
果显示，受访者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八项规定的落实成效满意度高达
95.7％。而针对“对中央八项规定
长期执行的信心如何”的问题，有
94.8％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
副组长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从
“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
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党内纪律
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一系列政策举措带来作风建设
和反腐倡廉的显著成效。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高波表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
而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

文/新华社记者 乌梦达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风 清 气 正 聚 民 心
——5年来中央八项规定落地生根见成效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各地举办
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游园等旅游
文化活动，为新中国68岁生日献
上真挚深情的祝福。

上海：

展示非遗技艺魅力

连日来，上海市迎来众多游
客。10月2日，豫园景区处处人头
攒动、游客摩肩接踵，人人脸上洋
溢着节日的喜悦。品美食、逛园
林、欣赏传统文化，游客时时处处
都在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
着祖国的繁荣昌盛。

在过去的一个月，豫园景区内
刚刚举办过“2017上海旅游节和
上海购物节系列活动——豫园中
国日（节）豫园非遗技艺暨中秋文
化展”，一系列非遗技艺让世人惊
艳。现在，假期里来游园的游客仍
然能观赏诸多非遗技艺。记者了
解到，上海老饭店，正对外展示八
宝鸭拆骨头技艺、冬瓜雕刻等两个
国家级非遗技艺；南翔馒头制作技
艺、五香豆制作技艺、永青假发制
作技艺等上海市、区级的多个非遗
产项目，也都在豫园景区内展示。
记者注意到，在著名的南翔馒头店
门口，游客已排起长龙等待购买。

在品味美食、欣赏传统技艺之
外，豫园本身也吸引着游客纷纷驻
足。豫园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
历经多次维护扩充之后，新旧诸景
相得益彰，融为一体。来自山东的
王阿姨告诉记者，她来过上海多
次，每次必定到豫园景区来逛逛，
因为这里既有传统美食，也有传统
技艺，不论是老庙黄金的工艺，还
是华宝楼里的文玩，都让人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广东东莞：

“花海”景美人更美

为迎接国庆、中秋双节，全国
闻名的荷花名镇广东东莞市桥头
镇缤纷四季花海园区开园迎客。
10月2日清早，从全国各地慕名而
来的游客便纷纷入园赏花。

走进园区，映入眼帘的是大
片充满异国情调的薰衣草，满眼
紫灿灿，令人心旷神怡。紧挨着
薰衣草地，还有七彩的格桑花、盛
开的百日草，花海中还设置了木
栈道、秋千椅、钢琴等设施。游客
们一边兴致勃勃地赏花，一边在
浪漫花海中拍照留念。
“听说为了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愉快的假期，国庆、中秋
期间东莞市组织了近百项群众公
益活动。带孩子来游园，用这种
形式为祖国母亲庆祝生日，既有
意义又轻松自在。”家住东莞的王
女士说。
“祖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美

丽了！从这几年珠三角各地自驾
游目的地的选择越来越多就可见
一斑。”带着女朋友从惠州市前来

桥头镇赏花游园的罗先生告诉记
者，“不仅东莞，在佛山、广州、惠州
等地都有类似漂亮的花海可供人
们长假游玩。我真心为生活在这
个美好的时代感到庆幸！”

陕西西安：

奏响历史与绿色的乐章

10 月 2 日上午，尽管秋雨连
绵，但刚刚开放的陕西省斗门水
库试验段暨昆明池（一期）·七夕
公园里，摩肩接踵的游客依然络
绎不绝。

七夕公园位于历史上著名的
汉代昆明池遗址，是西安市延续历
史文脉、修复生态水系的重点水生
态工程项目。2000多年前，汉武
帝在此开凿了“古代中国第一大人
工湖”——昆明池，水域面积约
16.6平方公里。

走进昆明池七夕公园，汉武群
雕威仪肃穆，七夕湖水波光涟涟；
707亩的水域面积，近千亩的绿地，
令八方游客心旷神怡。西安市民
张俊瑛告诉记者，她在昆明池附近
生活了50多年，从小听着昆明池
的传说长大，希望这样的生态修复
工程越多越好。来自河南的自驾
游游客李伟东说，置身昆明池遗
址，遥想2000多年前的汉代风云，
让人有一种时空穿越感。

据介绍，“十一”黄金周期间，七
夕公园将举行一系列文化庆典活动，
其中包括“名家对话昆明池电视访
谈”、“相遇昆明池”音乐之城交响乐
文化表演周、昆明池“七夕之夜”音乐
节等。

安徽黄山：

千年古镇尽显文化活力

国庆期间，黄山市屯溪黎阳

老街正上演一场穿越千年的庙会
——黎阳庙会暨第五届黎阳文化
艺术节活动。傩舞、抬汪公、游
太阳、黎阳仗鼓等旧时民俗在这
里一一“复活”，砚雕、版画等众
多非遗项目也在古街亮相，民间
艺人、非遗民俗、音乐现场“激
活”了千年古镇。

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庙会
正式开集。黎阳老街景区内十
几个市集展位座无虚席，人头
攒动。这里汇集了非遗手作、
文创产品、民间手工艺品等诸
多项目，吸引了游客纷纷驻足
并参与体验，感受传统非遗手
工艺的奇妙和指尖手作创意的
美妙。

据介绍，黎阳文化艺术节
是黄山黎阳文化旅游区年度传
统主题活动之一，至今已成功举
办五届。本届黎阳文化艺术节
将全面复兴黎阳庙会，假日里
一批非遗技艺工匠和文创手作
人入驻景区市集，现场进行非
遗手作项目与文创产品的展示
教学与互动，重现徽州传统制
作工艺。

10 月 1 日下午，徽州传统
民俗活动——游太阳、徽州傩
舞在黎阳老街内热闹上演，来
往游客和市民纷纷拍照留念；
10 月 2 日下午，黎阳庙会举行
了抬汪公、黎阳仗鼓等经典民
俗表演项目；10 月 2日至 10 月
5日，黎阳 in巷古戏台、石家大
院内将上演经典话剧剧目；10
月 3 日至 10 月 4 日，黎阳古戏
台夜晚将化身为时尚音乐舞
台；精彩纷呈的文创手作市集
将贯穿整个黎阳庙会活动，广
大游客将在黎阳 in 巷度过一个
愉快的国庆假期，感受古镇的
新生魅力。

湖南芷江：

红色旅游激发爱国热情

10月2日上午9点，在湖南省
怀化市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纪念馆一楼影视厅，芷江抗
战老兵刘道明正在为游客介绍芷
江受降经过。“从昨天至今，我已经
接待了几十拨游客，忙得连喝水的
时间都没有，但我心里高兴。很多
游客都是从外地来的，我要把这段
精彩的历史说给他们听。”

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
井武夫一行在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
军兵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关于日
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芷江也从
此以“胜利之城”而闻名中外。

如今的芷江已成为抗战文化
展示中心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
纪念馆在2015年提质改造后，收
藏着 3000 多件珍贵的抗战文物
和资料，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
31件。二楼展厅里，游客认真聆
听讲解员的解说，聚精会神地看
着每一件文物、文献并纷纷拿起
相机、手机拍下这一个个“精彩
瞬间”。“纪念馆提质改造后，为游
客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
视和平、警示未来拓展了新的空
间，也为湖南省红色旅游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景点。”馆长吴建
宏说。
“走进展览，就是走进了汲取民

族复兴力量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国人
我们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北京游客
王文辉一家四口不远千里来到芷江
参观，看到激动处，王文辉不禁伸出
大拇指点赞。
（文/本报记者 李治国 郑

杨 张 毅 白 海 星 刘

麟 通讯员 龚卫国 方亦萍）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
社区在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的带领
下，居民成立议事会，通过民主协商进
行自我管理，党员发挥带头作用，把昔
日名副其实的“老、旧、散、弃”小区，建
设成为“零犯罪、零家暴、零吸毒、零辍
学、零失业家庭、零矛盾升级、零非正
常上访”的和谐幸福社区，受到了干部
群众的广泛赞誉。

社区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小事
多”，有些还挺棘手。但在吴亚琴眼
中，社区居民的事没有小事,只要是社
区居民的事就必须解决。

东北人有囤“秋菜”的习惯，社区
很多年龄大、身体不好的居民买“秋
菜”很不方便，以往都是社区工作人员
和居民帮忙购买，今年吴亚琴想到了
一个好办法：现在流行“私人定制”，大
家就向菜农直接订购，谁家想买什么
菜、买多少，报个数就行，直接让菜农
送货上门，不仅质量好，价钱便宜，还
不缺斤短两。

在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中，吴亚琴

也有很多好点子。在完善社区组织网
络化方面，吴亚琴建立了“社区党委—
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家庭
户”四级组织架构，将辖区党员根据所
在楼栋划分到10个网格党支部之中，
每个楼栋的党支部中又有一名楼栋
长，通过党委发动党员、党员带动居
民，汇集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力量。

2015年末，社区一位孤寡老人因病
不幸离世，引发遗产继承问题，吴亚琴创
新推出了“居民遗嘱库”，有效解决了这
一容易出现纠纷的问题。
“社区建设的好，全是靠大家共同

努力，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是
吴亚琴常说的一句话。在她的带领
下，社区组织党员认岗领责，为居民提
供房屋维修、居家养老、义务巡逻、磨
刀磨剪等便民服务1.2万余次；社区的
水电改造、天然气管道施工、旧城改造
以及社区卫生等许多方面，老党员们
都认真监督，近千名居民义务承担环
境卫生、上门服务、治安巡逻等工作，
许多人十几年如一日地无私奉献。有
人问起来为什么，回答简单却又相似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都是自己
家的事”。

吴亚琴还带领社区居民独创四步
议事工作法，所有社区重大事项都必
须按照“四议”步骤实施。“四议”即：党
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
审议、居民代表会议或居民会议决
议。“四步议事工作法”的优势是充分
信赖居民群众，紧紧依靠居民群众，既
在集中民智中了解民意，解决民忧，还
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党组织与人民
群众的融合互动。

为此，吴亚琴先后获得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时代楷模”、全
国“三八”红旗手、吉林省优秀共产党
员、吉林省“社区工作者楷模”等荣誉
称号。

这个“社区管家”不简单
——记党的十九大代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

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李新艳

特色游园气象新

出淤泥而笑靥明媚，历风雨也红
色坚守。党的十九大代表、47岁的荀
笑红是哈尔滨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班班长。工作
20多年来，清掏养护、设施维修、抢险
排涝……她用行动与热情诠释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奉献与坚守。

9月22日，一场秋雨过后，在哈尔
滨市道里区前进路的作业点，荀笑红
和工友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麻利
地跳下井，不到一分钟，一个装满黑色
污泥的铁桶被井上的工友用麻绳提了
上来，一股刺鼻的酸腐臭味立刻弥漫
开来。

井下，成团的蛆虫沿着井壁乱爬，
成群的蚊蝇在周身嗡嗡乱飞，马勺和
吊桶溅起的污水弄到身上、脸上，和着
汗水顺着脸颊流个不停……荀笑红
说，一桶淤泥重约20斤，而这一天，她
要清理污泥近200桶。

道里区地处哈尔滨市老旧城区，
地势低洼，污泥量大、紧急排险任务
多。但荀笑红对辖区内的井盖“如数
家珍”：66条街路上的1670座检查井
和1025座雨水井，共计68公里的排
水管网——这些都是她的“坐标”。

哈尔滨冬季漫长，气温低至零下
二三十摄氏度，但井里闷热异常，一出
井口，浑身的汗水就会迅速结成冰霜，
一抖哗哗掉，像下雪一样。随着机械

发展，哈尔滨一些较大的井口开始采
用机器作业。但不少老井和老管道，
只能靠人挖。
“方法总比困难多，再难也要乐呵

呵。”为了工作方便，荀笑红和工友们
一起改造工具，取得了不少“小发
明”，比如起井盖的钩子、警示施工的
围栏等。

瓢泼大雨里，积水漫过大腿，一位
妇女用身体顶着下水井盖，足足站了两
个多小时……去年6月12日，一张红衣
“女汉子”雨中守井成“真人路标”的照
片在朋友圈“刷屏”——这就是荀笑红，
网友纷纷点赞她是“暴雨中坚守的莲
花”，“带给人们温暖守望的力量。”
“当时双腿已经冻得麻木，整个人

像冰棍一样！”荀笑红回忆说，井盖加
上水压将近200斤，一旦放下，一个人
根本拉不起来，为了让暴涨的雨水尽
快排放，防止过往车辆和行人发生危
险，她只能用双腿牢牢抵住井盖。

荀笑红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
方式“走红”。她说：“‘以雨为令，中雨
上岗’，雨量达到中雨时，我们就要到
各个易涝片进行排查、巡视，但往往只
要下雨我们就上岗了。雨天就是号
令，这就是我的工作。”
“苦、脏、累、险、毒”是井下工作的

真实写照。由于常年重体力劳动，荀
笑红疾病缠身：腰、肩、腿一遇阴天下
雨，就疼痛难忍；由于受井下污浊空气
刺激，她先后做了3次咽喉手术；2012
年抗击台风，她连续在水里工作13个
小时，患上了急性肾炎；她的眉毛边
上，还有被井口磕破后留下的疤痕
……全身上下“几乎没一个好地方”，
尽管曾多次获得离开一线的机会，但
荀笑红始终选择留在班组。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这
些荣誉背后，荀笑红时刻用行动诠释
着“舍得一身脏，换来万户净”的精
神。这种精神也感染着身边人：她带
领的女子清掏班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
示范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文/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2日电）

用我一身脏 换来满城净
——记党的十九大代表、哈尔滨排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班班长荀笑红

为庆祝新中国68周年华诞，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举行民俗演出活动，1000多名群众演示了大鼓、腰鼓、水鼓

等传统民俗节目。图为10月1日社区居民在沧州市新华区鼓楼广场表演腰鼓。 傅新春摄

9月22日，荀笑红在荣誉墙前留

影。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吴亚琴（左一）2016年10月25日

在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