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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干流实现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全覆盖

●再破3000万吨！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实现“十四五”

良好开局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跑出加速度”

共建共享，文明常在。
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全国文明城市，是一

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也是最具
价值的城市品牌。去年，遵义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守护了这一至高荣誉。

站在新的起点上，遵义把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作为城市形象塑造和品质提升的重要载
体，持续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长效化建
设，让城市更具“颜值”，群众更满意。

建章立制抓长效

时代在变，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在变。
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持之以恒，常抓

不懈，把功夫用在平时，才能避免出现“一阵
风”现象。

制度最能管根本、管长远。制度建设是
我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走向良性循
环的重要保障。

“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质量不变、管理更
严”。遵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功后，围绕常
态长效工作思路，坚持建章立制抓长效、常态
管理促提升，建立了一整套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运行有序的工作机制。

继2019年11月1日《遵义市城市文明建设
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今年8月27日，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遵义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并在今年11月26日经
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查
批准后，由市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我市文明
城市常态化建设又增添了一份法治保障。

这是我市积极完善立法树立文明导向，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努力建设更
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原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调整完善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指挥部，形成
了党政“一把手”担任双指挥长的领导机制和“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文明
委统筹协调、党政群齐抓共创”的长效常态工作运行机制。

如今，指挥部在原有的文明城市八大环境组基础上，新增加了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组，明确各小组组长由市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直各单位主要
领导担任，指挥部办公室、宣传组、督查督导组人员得到进一步充实。

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把指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具体单位
和具体责任人，围绕各类点位逐个摸排、查漏补缺。对于排查出的问
题，逐一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措施。

我市还建立“日督查、周调度、月通报、年考核”的工作制度，促进
工作常态化，以日常督查、专项督查、媒体曝光、委托第三方测评等方
式进一步促进问题整改落实，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

各项制度机制的不断建立健全，保障了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各项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

共建共治成常态

人以城为“家”，城以人为“本”。
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中，我市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精

细管理常态化、基础设施改善常态化，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如今的遵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已成为市民熟悉的“遵义红”，

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在红花岗区，300多名党员广泛参与“党员义工、文明先锋”志愿服务

项目，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旅游引导、交通劝导等志愿服务；在汇川区，茅草
西社区的网格员们和志愿者们每天早晚对所包保的区域进行环境整治及
巡查；在播州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在影山湖沿岸开展巡河护河
清洁行动，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在新蒲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
合多家单位，组织835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红色驿站”“娄山红”“文明实践·新蒲有约”“小桔灯”等志愿服务项目经年
累月地开展，已化为群众心中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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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培松）近
日，记者从市整改办获悉，桐梓县积
极探索，创新方式，采取分散式无动
力和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治理农村
面源污染，并取得显著成效。

“该污水处理系统具有无动力、
投资少、易维护、运维成本低、占地
面积少等优点。该系统可根据实际
情况，一般分为一户一套、两户一

套、三户一套，也可根据需要多户共
用一套。”桐梓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桐梓县先后投入 910万元，
在马鬃乡石板村、梅子村、出水村以
及茅石镇团结村共建设微动力污水
处理系统99套和无动力处理系统327
套，对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
617户农户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治
理，相比传统的污水处理系统而言，该

处理模式实现了污水就地处理、改善
人居环境、保护饮用水源的目标，处理
后的水质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此外，桐梓县还投入 4075万元
对 100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采取
分散式无动力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治
理，该模式正在全县推广，目前已完
成涉及娄山关街道、海校街道、九坝

镇、高桥镇、花秋镇、风水镇、官仓镇
等乡（镇）共20个村庄408套分散式
无动力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

“目前我县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管、养、用’
长效运行机制，提高农户自觉参与的
积极性，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长期稳定有效运行，确保设施发挥实
效。”桐梓县相关负责人说。

桐梓县创新方式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12月12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贵州省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群众来信来
电信访件 84件，其中来电 59件，来信 25件，分别
为贵阳市35件、遵义市17件、六盘水市2件、毕节
市9件、铜仁市6件、黔东南州6件、黔南州6件、黔
西南州1件、贵安新区1件、省直部门1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八批转办的
信访件共反映 105个环境问题，其中涉及水污染
21个、大气污染 30个、土壤污染 15个、噪音污染
21个、生态破坏 12个、其他问题 6个。按照相关
管理原则，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贵
州省及时调查处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情况

扫码查看投诉
举报详细信息。

督察进驻时间 2021年12月5日至2022年1月5日
举报电话 0851-84129576

专门邮政信箱 贵州省贵阳市A108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千年梦想，今朝梦圆。
从 2012年底拉开新时代脱贫攻坚序

幕，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创造了又一个彪
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
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号召全党
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
结一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也不能少

以生命共赴使命——这是一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这是一场无比艰巨的硬仗，这是
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2016年 2月 26日，贵州省晴隆县脱贫
攻坚千名干部包保帮扶誓师大会上，全县各
级干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脱贫攻坚，我

是党员，向我看齐！”
此时，站在主席台上领誓的县委书记姜

仕坤已经走到生命的极限。一个半月后，这
位曾誓言“只要还有一个晴隆人没有脱贫，
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能休息”的共产党员，
燃尽了生命之火，倒在了这片热土上。

8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战在
脱贫攻坚战场，只为一个庄严的承诺——

“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
众！”

历史，见证了这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
重要时刻——

2017年2月，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布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
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神山
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
如今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游点。全村开起
了 16家农家乐，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
人均年收入从 4年前的不足 3000元到超过
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50
多万元。

井冈山神山村，是新时代脱贫攻坚巨大
成就的生动缩影。

2018年 3月，带着“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誓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
部年轻干部黄文秀来到乐业县新化镇百坭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两个月，她走完全村所有贫困户，
在扶贫日记里绘制了详细的“民情地图”。
驻村一年，她的行车里程约2.5万公里；短短
一年多时间里，带领百坭村88户共418人脱
贫。2019年 6月，因遭遇山洪而殉职，30岁
的黄文秀，以最美的青春芳华书写了“心中
的长征”壮烈的时代篇章。

2020年 12月 1日，在脱贫攻坚战即将
取得胜利前夕，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驻村干
部余永流倒在了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位卑
未敢忘忧国……”他生前写给女儿的信，让
亿万网民泪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
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有 1800多名同志献出
了宝贵生命。

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名第一书记、驻
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不仅让贫困地区变
了样，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种。

在河北阜平骆驼湾村，脱贫攻坚开始
后，当地贫困群众从“揣着手”等，到“背着
手”看，最后变为“甩开手”干。这变化的背
后是扶贫干部用汗水换来的群众信任和跟

党走的决心。

精准务实、开拓创新——聚焦“四大问
题”决战制胜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
云贵川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村”。村

里的通户路路口处，竖着一块“感谢共产党”
的石碑。这是村民申昭时立下的。

4年前政府帮助这个村改造住房，2年
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从此，申昭时残疾
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他自己可以外
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里守候妻子、受苦受
穷的日子。

短短的通户路，让一个劳动力重新回归
社会，也拯救了一个家庭。

精准扶贫如何做到不落一人？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

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
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
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
县级以上单位派出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
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
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

“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

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
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
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就这样，通过聚焦脱贫攻坚“四大问
题”——“帮扶谁”“谁来帮”“怎么帮”“如
何退”，将国家扶贫资源精准“滴灌”到每
家每户。 （下转三版）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脱贫攻坚精神述评

近年来，红花岗区充分利用冬季农
闲时间，采取“就近就地”“农学相结合”
方式，紧扣“蔬菜生产”“农业产业化发
展”“特色种植养殖”等主题培训，培育一
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农民，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促进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图为红花岗区海龙镇农技人员日前
在现场指导农户养殖技术。

（邹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