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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阳 发挥“三主”作用
助推文明实践花开
长文

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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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绿色底色绘就生态画卷
——广安市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纪实

黄路夏俊林刘甜甜

今年1至7月，四川省广安市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在
全国168个城市中排名第33位、全
省第8位；城市和农村集中式饮用
水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到100%、
95.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近年来，广安市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狠抓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着力构建绿色发
展格局，不断擦亮绿色发展的生
态底色，一幅绿意盎然的美丽画
卷在广安大地铺展开来。

紧盯目标任务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开展河长制工作有利于及时
准确掌握河道情况……”近日，邻
水县复盛镇党委书记任勇与该镇
水务站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大
洪河复盛段，开始了巡河工作。

大洪河复盛段位于邻水县城
东部，自河长制实行以来，复盛镇
不断完善河长制工作责任体系，
建立工作台账，主动发现和处理
问题。目前，该镇河道沿线所有重

大污染源已全部整治到位，流域
内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近年来，广安市坚持方向不变、
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聚焦源头治理打好蓝天保卫
战。全覆盖实施水泥、火电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清理整治“散乱污”
企业307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85户；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严格
建筑工地等污染管控，建成城市
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微站 126
个，常态管控大气污染。

综合施治打好碧水保卫战。
全面落实河长制，创新开展“用双
脚丈量河流”行动，2018年以来
累计巡河 60 余万次，发现问题
19963个，整改销号19928个；依
法关闭搬迁畜禽规模养殖场307
家，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
达91.91%；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等，建
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109
座，配套管网1376.15公里。

系统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完
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耕

地质量类别划分，全市受污染耕地
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分别达
94%、90%；建成医废处置机构2
个，市污泥处置中心投用，市危废
处置中心加快建设；有序推进华蓥
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治理项目
建设，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16个，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9.61%。

“四个不放过”
抓细抓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入驻期间，按照“问题不查清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
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的
要求，广安市各级各部门合力打响
一场环境污染“歼灭战”，有效推动
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据统
计，第一轮央督及“回头看”移交环
境信访件310件、完成整改309件，
反馈意见涉及广安整改任务37项、
完成整改34项；第二轮省督环境信
访件284件、完成整改263件，反馈
意见41项、完成整改5项。

在狠抓问题整改的同时广安
市还全面举一反三，采取明察暗

访、拍摄警示片等措施，常态化开
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在
2019 年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中，全市累计排查问题
709个、完成整改697个；2020年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排
查问题280个、完成整改274个。

此外，广安市还压实工作责
任，坚持“督查+巡察+监察”三位
一体工作机制，建立完善问题线索
发现、移交机制，从严从快查处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2018年以
来因生态环保问题问责140人。

立足长远发展
全面推进绿色发展转型

近日，在位于武胜县街子镇
节能环保新材料产业园的四川生
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忙着对产品进行打
包装箱。

“我们的产品从生产到出厂
全程无污染。”该公司负责人说，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不但响应了国
家政策，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武胜县按照嘉陵江生态经
济带总体规划，出台了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在招商引资
中挑选生产过程中达到“三无”
（无废水、无废气、无废物）排放的
企业入园，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双赢。

为全面推进绿色发展转型，
近年来，广安市严格环境准入，
落实“三线一单”约束机制，推行
环境总量预算管理，实行环评会
商预审和承诺制审批，杜绝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同时，注重区域
协作，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生态廊道建设，与重庆市毗
邻区县开展积极对接，签订合作
协议 5个，与重庆市梁平区等 5
个区县携手共建明月山绿色发
展示范带。

数据显示，通过推进产业园区
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广安市成功
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2户、省级绿
色工厂 10 户和省级绿色园区 2
个。2018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 6.37%，单位GDP
能耗下降8.22%；投放清洁能源公
交车444辆、共享单车3000辆。

近年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
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充分发挥文明实践“主力军、
主阵地、主渠道”三主作用，助推
文明实践花开。

守正创新，争做理论宣讲
的“主力军”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
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持续守
正创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聚焦党的新思想新
理念、“四史”教育、民生政策宣教
普及，盘活党校教师、优秀青年、农
村无职党员等资源，组建多支队
伍，走进工厂校园、田间地头，积极
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讲。
今年以来，已开展理论宣讲620多
场次，覆盖20万余人次。

坚持与时俱进，采取“传统+
现代”的方式，运用三句半、漫
画、微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生动、形象地讲活政策理论，
将“普通话”转变为“地方话”，使
宣讲更接地气，让百姓能够“学得
进、听得懂、记得住”。

优化服务，打造凝聚群众
的“主阵地”

高标准打造了1个县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设置成立了11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整合农家书屋等
资源，建成16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因地制宜命名了一批新时代文
明实践广场，完成全县“1+11+
160＋N”的文明实践体系布局。依
托这些阵地，该县积极对接群众需
求，不断充实、优化服务内容，让百
姓“愿意来、留得住、还想去”。

2021年，该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继续联合县文化馆组织开
展各类文化惠民演出88场、开设
公益文化培训课，累计惠及人群
上万人次。火烧坪乡3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成为群众民主议事的
好去处，有效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大堰乡石磙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连续两年坚持开设暑期希望家
园，关爱留守儿童，赢得当地群众
一致好评；榔坪镇龙凤新时代文
明实践广场每天吸引周边及巴东
野三关镇的群众400多人前来休
闲健身，成为一处打卡胜地；城区
清江山水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更是小区老人和小孩休息、阅读、
交流、玩耍的好去处。

教育引导，成为志愿服务
的“主渠道”

坚持以志愿服务为主要载
体，志愿者为主体力量，常态化开
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积极传播
志愿服务理念，努力打造“志愿之
城”。该县一方面坚持“中心月提
醒”机制，每月由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发布下月活动提示，指导
各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活动，促
进“量”的积累。例如结合党员干
部“双报到、双报告”机制，经常
性组织开展“敲门行动”宣讲时事
政策，有效提升干群关系。另一方
面坚持“榜样引领”机制，紧盯重

大赛事、重大事件，主动作为。派
出志愿者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等工作，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策划
举办全县第一届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对11个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表彰。积极推
动“英子姐姐”——刘发英申报第
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擦亮“英子姐
姐网络助学”志愿服务项目品牌，
达到“质”的提升。

广大志愿者的默默付出，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群众，促使
老百姓内心积极接受志愿者、接
受志愿服务，最终主动参与其中，
转化成为行动自觉。河南遭遇洪
灾后，该县群众主动参与救灾和
物资捐献，得到当地政府、群众的
高度赞扬。截至目前，全县已组建
志愿服务团队297个，注册志愿
者6.6万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
长超20万小时，真正做到了“群
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在哪里”。

连日来，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
区仙源镇龙山村的“生态美超市”
门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原本是每周四兑换，但村
民们有要求我们也可以加班。”龙
山村村委会成员都旭红说。

75岁的龙山村村民吴继培拿
来了 60个烟盒、60个塑料袋。按
照积分兑换规则，50个塑料袋积
1分，30个烟盒积1分，他这次共
积 3.2 分，加上之前的积分，他兑
换了一袋洗衣粉和一瓶洗洁精。

“老百姓得实惠，还能让环境变得
更美，这个办法真好！”吴继培笑
呵呵地说。

“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道路
和庄园。”在黄山市，由于山多地
少，村民居住分散，垃圾处理曾是
个难题。“以前垃圾都是堆在河道
旁，遇到下大雨的时候，村民们就
将垃圾倒入河里，一冲了事。”黄山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社会事务管理
股股长陈朝奎回忆。

自家门前干净了，可遭殃的是
下游的环境。陈朝奎记得，2012年
自己刚到黄山区工作时，区内的太
平湖经常漂浮着各种垃圾。为此，
当地不得不组织干部群众进行打
捞。“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陈
朝奎说。

2012 年，皖浙两省开展了新
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探索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当年8月，一场大雨过后，新安江
上一片狼藉，黄山市担负起上游责
任，出动数千名干部沿江巡查、打
捞垃圾。那阵子，新安江两侧每隔
一段就能看到干部们忙碌的身影。
那场面，到现在还让当地干部群众
记忆犹新。

污染在江里，源头在岸上。
2016年，黄山市首家“垃圾兑换超
市”（“生态美超市”前身）诞生在休
宁县流口镇。这里也是新安江的源
头所在。“10个矿泉水瓶可以兑换
一包黄酒或一支牙刷，5节旧电池
或者 60 个香烟盒可以兑换一包
盐，都是咱过日子的必需品。”流口
镇流口村村民俞凤琴说。

近年来，流口村“生态美超市”
在原垃圾兑换超市的基础上，按照

“统一名称、统一标识标牌、统一运
行机制”的模式，实行“生态美超
市”会员制、积分制，将便民服务、
门前三包、庭院环境整治、志愿服
务、示范引领家风乡风文明等融入
其中，不断完善垃圾兑换的外延和
内涵。

运行一家“生态美超市”需
要 多 少 钱？“ 一 个 月 下 来 大 概
4000 元，主要是用于超市订货，
一年下来大概 5 万元。”仙源镇
政府精神文明创建办公室主任
汪勇成说，相较于组织干部群众
到河道中清运垃圾，耗费的时
间、精力大大减少，也不需要再
花钱请人来运输垃圾。当地通过
整合环保项目资金、鼓励企业家
捐助等形式，筹资用于“生态美
超市”的正常运转。

收集的垃圾怎么处理？“公司
统一收运，从而实现从前端农村垃
圾保洁收集、压缩转运直至末端处
理多个环节垃圾不落地。”黄山中
环洁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包利斌说。曾经的小焚烧炉改建
为移动垃圾转运站，原先被土法填
埋和被抛弃在河道旁的垃圾，如今
实现了有效收集。

目前，黄山市共建立了345个
“生态美超市”，通过财政补贴、政
策扶持和部分再生资源利用经费
提供运营保障，让农村居民个个成
为“保洁员”，助推黄山市生态持续
优良。

本报讯(钟珊珊 肖
国瑞)近日，江西省进
贤县衙前乡下邹村村
口的一处庭院里，十几
名党员和村民围坐在
一起，专心致志地听基
层红色宣讲员吴胜华
讲党课。从百年党史到
时事要闻，从党建知识
到惠民政策……为了
让党员群众更好理解，
宣讲员还特意把内容

“翻译”成乡音土话，引
导大家进行探讨交流。

现场的党员群众
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活
跃。有着 30 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邱细荣说，以
前村里的道路坑坑洼
洼，下雨天出门一身
泥，晚上村道一片黑。
如今，道路修好了，路
灯亮起来了，环境卫生
变好了，村民的日子也
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以来，为解决
农村基层党员集中学习难、学习
方式单一、学习效果不佳等问
题，衙前乡以“庭院党课”为载
体，选取村民经常活动的广场、
庭院作为学习阵地，将党课送到
党员、村民的家门口。

“庭院党课”是衙前乡打通
基层党建工作“最后一公里”的
有益探索，致力于开展有味道、
有温度、有深度的党建活动，增
强基层党员的党纪党规意识和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近段时间以来，浙江省桐庐县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进村入社，开设“智”享生活课堂，指导老年人如何
使用智能手机，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更加便利的生活。图为8月26日，在桐庐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员志愿者在指导老年居民使
用智能手机。 徐军勇吴潇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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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召开会议
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程

本报讯（崇山 苏夏）8月26
日，陕西省合阳县召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省级暗访问题反馈暨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
册培训会，力促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不断迈向纵深。

会议要求，必须迅速行动，
对标补短。要聚焦省委文明办
反馈的问题，认真梳理，形成清
单，逐一交办，逐一整改，逐一
验收，逐一到位，确保在9月15
日前全面完成整改。涉及到的
长期性工作、项目工程，9月15
日前必须有方案。必须举一反
三，全面提升。要以整改为起
点，对标补短，全面开展创建整
改提升行动。必须健全机制，严
格督导。要坚持周周有走街，县
级领导至少每两周上一次街，
到包联路段检查指导创建工
作。要把网格化管理作为推动
创建工作的重要抓手，运用好
网格化管理的手段，动员好网
格员力量，严格落实考核督办
机制，真正使网格化管理成为
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