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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扶贫项目
获2018世界教育
创新项目奖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韩
洁）记者17日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获悉，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当

天揭晓的 2018 年度 WISE 世界教育

创新项目奖中,该基金会发起的“一

村一园计划”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第

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

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由卡

塔尔教育科学与社会发展基金会发

起，是一个旨在鼓励和倡导世界范围

内教育创新实践的国际性大奖。2009

年创办至今，共有来自 150 个国家的

3000余个项目参与奖项角逐、60个项

目获奖。历年获奖项目代表了世界各

国在教育创新领域的成功实践。

“一村一园计划”源于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山村幼儿园计划”，其中“一

园”指的是山村幼儿园。2009年，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和当地政府、捐

赠企业、机构、个人及非盈利组织深度

合作，将山村幼儿园设在村一级单位，

为偏远贫困村落3到 6岁儿童提供低

成本保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

目前，“一村一园计划”先后覆盖

我国青海、云南、湖南、四川、山西、新

疆、贵州、甘肃和河北 9 个省区 21 个

贫困县，惠及17万贫困地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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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治理非一日之功，河长制

要实现“河长治”，长效机制是关键。

伴随河长制深入推进，各地新实践、

新机制应运而生。

制度跟进。一些地方对河长制

立法，变集中式治理为常态化治理。

江西率先实行全境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对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地

区，扣除补偿金。

全民治河。全社会关爱河湖、珍

惜河湖、保护河湖的局面基本形成，

各地涌现出一批“企业河长”“乡贤

河长”“河小二”等民间河长。

更大的影响在岸上。河长制倒

逼产业转型，量水而行、以水定产，

成为许多地方的自觉行动。

转变生活方式。在重庆市南

川区峰岩乡，每位村民家中都有

一个蓝色垃圾桶，垃圾捡满一桶

后就可换取奖品。“一项小小的措

施，却改变了居民多年沿河洗涤、

乱扔垃圾的习惯。”峰岩乡正阳村

支书安峰说。

河长制带给河流健康承诺。在

全国，力争到 2020 年地表水质量达

到 或 好 于 Ⅲ 类 水 体 的 比 例 超 过

70%，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达到 80%以上，初步建立河湖

休养生息保障制度。

鄂竟平说，全面推行河长制取

得一定成效，但也要看到，河湖存在

的突出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彻

底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全面深入推进河长制，要聚焦管好

“盆”（即对河道湖泊空间及其水域

岸线的管理保护）和“水”（即对河湖

水资源的管理保护），向河湖管理顽

疾宣战，持续加力，久久为功，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河湖新格局，

还河湖健康美丽。（据《人民日报》）

暑假期间，山东青岛市即墨

区潮海街道古城社区为孩子们

开办“公益微课堂”。孩子们在爱

心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国

画、戏曲、古筝等丰富多彩的课

程，度过快乐充实的假期时光。

图为 7 月 16 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即墨柳腔”的传承

人袁玲指导孩子们学习戏曲表

演技艺。 梁孝鹏 王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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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有重庆市民报警称，

洪 峰 正 在 过 境 的 嘉 陵 江 中 有 人 被

困。消防人员驾冲锋舟沿江寻找 1

小时发现 7 名“落水者”，但 7 人均拒

绝救援。他们自称是专业游泳队员，

故意到此体验“洪峰漂流”，消防队

员 只 得 在 洪 水 里 护 送 7 人 直 到 天

黑。这段“洪峰漂流”拒绝救援的视

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对漂流者的广泛

谴责。

消防人员驾冲锋舟搜救“落水

者”，而“落水者”却丝毫不领情，仍

沉浸在“洪峰漂流”中，甚至被救上

船后再次跳江游泳，这样的错位令

人错愕。

客观而言，那 7 名游泳爱好者拒

绝救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洪峰过

境、大江畅游，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刺

激性。从消防人员的观察看，这些人

也并非菜鸟，而是有着专业基础的专

业人士：“他们选择了江心水域，能避

开漩涡。漂流者身上穿的救生衣也属

于更加贴身的专业救生衣，不是普通

船只上用的那种。而且每个人的身上

还都绑了不止一个漂浮球。”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的做法

也不足取。这样的冒险是一种鲁莽

举动，也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不负

责。要知道，任何探险行为，都应该

是预做绸缪，系好“安全绳”，从而有

备无患。无论是盲目相信自身的经

验能力，还是低估大自然的破坏力，

他们的行为怎么看都是一种轻忽。

再者，嘉陵江是公共场域，游泳

爱好者擅自“洪峰漂流”，也会危害

公共安全。那么多消防人员一路陪

同，浪费救援资源不说，也将消防队

员的安全置于了不测境地。

近年来，不少人都热衷于这种缺

乏常识的探险，也往往将自身置于危

险境地。无论是京西的小五台山，还

是关中的秦岭等，每年都会曝出穿越

者被困后被艰难救援的新闻。7 月 16

日，据报道，经过百余救援人员的 18

小时救援，被困浙江省温州市瑞安绝

望谷的宁波驴友何先生获救。今年 6

月 25 日，10 名野营者不顾汛期警示，

在重庆市丰都县河滩上露营遭遇河

水突然暴涨，好在消防救援及时，幸

而脱险。

类似事件频发，每每招致公众

质疑，遗憾的是，这些事情过去了也

就过去了，当时的质疑很快消散，而

紧接着，另一拨“不怕死的”又接踵

而来。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强化

约束，管好这些任性的冒险者。

一方面，可尝试实行救援收费制

度。尽管保障每一个公民生命安全是

政府的责任，但政府也没有必要为明

知故犯者的恣意买单，要让那些冒险

的人适当付出代价。此前，媒体关于

救援费谁来支出的问题曾有过热烈

讨论，驴友、冒险者既然敢于尝试危

险行为，就应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政

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前提，是所处

理的事务具有高公共性。探险行为不

仅公共性低，且有着不测风险，加之

许多人自身行为鲁莽，所以救援费用

不应全由政府买单。

另一方面，必要的情形下，也可

以赋予消防人员紧急带离相关人员

脱离险境的权力。以此次的“洪峰漂

流”为例，尽管消防人员心急如焚，

但他们没有强行带离人员的权限，

所以“只能去劝阻和引导”，而这并

无益于公共安全。

无论如何，我们的公共安全不

能被形形色色的“洪峰漂流”绑架。

个人爱好与公共安全之间，一定要

有明确的界限，不得随意逾越。

体验“洪峰漂流”？不，那叫绑架公共安全
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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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2018”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自媒体”和
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史竞男
胡梦雪）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16日

在北京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2018”专项行动，将针对网络转

载、短视频、动漫等重点领域开展版权

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直播、知识分享、

有声读物等平台版权传播秩序。

据介绍，专项行动将在 4 个多月

内开展三项重点整治：一是开展网络

转载版权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微博、

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自媒体”未经

许可转载新闻作品和摘编整合、歪曲

篡改、抄袭剽窃等侵权现象，着力规

范网络转载行为；二是开展短视频版

权专项整治，将热点应用程序纳入监

管重点，打击未经授权复制、表演、网

络传播他人作品等各类侵权行为，引

导企业规范版权授权和传播规则，构

建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三是开展重

点领域版权专项整治，包括动漫领

域、网络直播、知识分享、有声读物平

台版权集中治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对

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电子商务平台、

应用商店、网络云存储空间等领域的

版权监管，突出打击通过网络销售教

材教辅、少儿出版物、音乐和影视移

动存储介质以及使用聚合链接、设置

境外服务器等手段的侵权行为。

“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新年贺词中的铿锵话语言犹在耳。

这是情系民心的庄严承诺，也是全面推进河长制的动员号令。一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行动紧锣密鼓，一张张河长时间表、治水路线图密集出炉，河长

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7 月 17 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宣布，截至 6 月底，31 个省（区、市）全部建立河长制，比中央要求的时间提前了半年。机构到位，责任到

位，见河长，见行动，见成效。从大江大河到家乡的小河，百万河长上岗，每条河流都有了“健康守护人”。

河长制促进“河长治”，河湖管护进入了新阶段。一条条黑臭河清澈起来，一条条断头河欢快奔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河湖正变成现实。

水危机不断敲响警钟。伴随经

济社会发展，水短缺、水污染、水灾

害等新老水问题相互交织，在河湖

水域集中显现。保障水安全、保护水

生态，是民心所向，也是绕不过的发

展难题。

治水千头万绪，从哪儿下手？

党中央立足国情，顶层设计。

2016 年底，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河长制上升

为国家行动。这是解决我国复杂水

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保障国

家水安全的重要举措。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部门快

速行动。水利部与原环境保护部出

台河长制实施方案，十部委建立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协

调，形成全面治水合力。

谁当河长？河长制的核心是责任

制。许多地方党政一把手管河，一竿子

插到底，层层压实河长责任。全国省、

市、县、乡四级30多万名河长中，省级

河长有402人，其中59位省级党政主

要负责人担任总河长。29个省（区、市）

将河长体系延伸至村，设立76万多名

村级河长，打通河长制“最后一公里”，

实现“每条河流都有河长”的目标。

谁管河长？“有问题，找河长。”

各地河长制责任体系全面建立。安

徽河长有了硬指标，考核内容细化

到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等7个方

面28项。

守水有责，守水尽责。“河长不

是挂名，而是责任。”江西省靖安县

双溪镇镇级河长钟有国坦言压力很

大，签承诺书，立军令状，亮黄色的

监督电话尤为显眼。

一些地方先行先试，打造河长制

“升级版”。江苏河长职能延伸，由骨

干河道扩展到10万多条村级河道。

全面建立河长制，一张张河湖

责任网层层密织，许多河湖实现了

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

住”到“管得好”的重大转变。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做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部治理。坚持

问题导向，一河一策，成为许多地方

河长制的行动指南。

——治水思路在变。

系统共治，措施更有力。“治水靠

一个部门、一项措施，单打独斗不

行。”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办主

任罗小云说，江西坚持治污水、护好

水，保水质、降水耗，控源头、管全程。

水岸同治，成效更明显。“河流

污染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江

苏无锡市副市长刘霞说，治理梁溪

河，岸上关停化工企业76家，建立核

心保护区；水里疏通河道，保洁员上

岗，“整条河道像是清了肠，水不臭

了，河里有鱼了。”河边居民说。

——治水策略在变。

把脉问诊，治水更精准。浙江省

大 到 干 流 ，小 到 百 米 河 段 ，编 制

11720个“一河一策”方案，打响剿灭

劣Ⅴ类水攻坚战。

问题导向，行动更坚决。针对河

湖存在的突出问题，水利部重拳出

击，在全国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

动，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治

采砂，严厉打击涉河违法违规行为。

——治水方式在变。

科学施策，手段更多元。在陕西

灞河蓝田县河段，一揽子治河方案

出台，水务、环保、市政等部门联合

行动，建村级污水处理厂，种植草藤

植物绿化河堤，让灞河重现生机。

“一张图”管水，管河更智能。在

山东，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接入

1049条河湖基础数据，谁在巡河、巡

河轨迹、水质状况等情况一目了然，

各级河长只需打开 APP，就能实时

上报水情。

各级河长掀起护河、治水热潮，

河长制初见成效。福建一年治理河流

总长度达 1126公里，12条主要河流

水质全优，Ⅰ—Ⅲ类水占95%以上。

一把手管河，河长不是“挂名”是责任

一河一策，精准治水，系统共治开良方

建长效机制，管好“盆”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