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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落实怎么样，关键看群众
满不满意。”这是嘉善县各级领导干
部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里的一句
话。

魏塘街道三里桥村村民章建荣
看着自家10多亩地里的黄桃树信心
满满。这块地曾是他的大棚养鸡
场，过去一年收入有25万元，但禽舍
就建在村康庄路旁，臭气熏天，村民
为此多次信访。

拆违治污整治启动后，他最担
忧的是，拆了棚舍，日子怎么过。儿
子患重病花了近百万元医疗费，养
鸡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不过，

镇、村干部很快帮他找到了新出路：
拆禽舍，种黄桃，平均每亩收入有
2.5 万元。村干部联系了村里的企
业“豪能包装”与他结对帮扶，还一
趟趟跑民政部门、慈善机构帮他们
家争取补助。没了后顾之忧，老章
欣然拆了鸡舍。

像这样的故事，在嘉善乡村还有
许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基本结束后，嘉善继续把加强基层党
建、推进农村基层发展作为整改落实
的重要任务，在增强针对性上下功
夫，动真碰硬抓整改，有的放矢解难
题，给力农村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向问题亮剑——

基层减负健体 干部加码做事

年末，三里桥村党总支书记沈

林荣没了往年迎战考核、整理台账
的忙乱，而是带着村干部走访群众、
排忧解难，谋划村里明年的发展。

“通过涉村‘三多’事项清理整
改，我们基层干部感觉手脚松了绑，
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村里发
展、群众致富的大事上了。”沈林荣
这样的体会，全县 151 个村、社区的
干部都有。

曾经，一个村挂五六十块标识
牌是习以为常的事。各类制度牌更
是名目繁多、密密麻麻，多的有50多
块，少则 30 多块。而每块牌子背后
往往都有一本台账、几项考核，令基
层干部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嘉善向牌子多、考核评比多、创
建达标多等“三多”顽疾亮剑。如
今，在嘉善的村（社区），只能挂村

（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两

块牌子；涉村（社区）评比从 20 项减
少到4项，创建达标从31项减少到7
项⋯⋯一份涉村（社区）事务准入许
可清单在嘉善各乡村、社区张榜公
示，清单以外的项目一律不得擅自
变通和开展。

考核评比做“减法”，帮扶保障
做“加法”。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镇

（街道）财政体制问题，嘉善县财政
采取措施增加镇财政可用收入，使9
个镇（街道）可用财力共增加 1.17 亿
元，帮助基层干部甩开膀子干事创
业。

日前，嘉善县委负责人再次来
到自己联系帮扶的基础薄弱村——
网埭港村。“现在村里干净多了，村
干部们动起来，我们也跟着干。”站
在桥头，村民张水林欣喜地说。

（下转第四版）

嘉善整改落实直抵乡村“末梢”

干部动起来 基层活起来
整改落实进行时

开栏的话 即将走过的2014年，是学习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的一
年，是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承上启下之年。这一年，在省
委省政府领导下，全省各级各地坚持稳中求进、改中求活、转中求
好，着力推进“五水共治”、“五措并举”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迈出了新步伐。

今起，本报推出“行进浙江 精彩故事·2014年终特别报道”，首
先推出“2014年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纪事”系列报道。

http://www.zjol.com.cnhttp://www.zjol.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01] 邮发代号[31-1]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014年12月22日 星期一
甲午年十一月初一 今日冬至

今日20版 第23950期

新闻提要

嘉利达非法排污受查处
〉〉4版

第二版刊登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侧记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无愧时代的作品

本报记者 陈文文

41 节车厢缓缓进站，东方带
来的圣诞礼物经过长途跋涉来到
西班牙。12 月 9 日，从义乌启程、
行驶了 21 天的“义新欧”货运专列
抵达马德里，义乌国际货运从此有
了除海运空运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2014，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义
乌筑梦“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
舟山江海联运融入长江经济带、海
宁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这一年，浙江打出了漂亮的“改革
牌”，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一系列转型升级都以改革为
突破口。政府率先自我改革，以审
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纵向撬动政
府职能转变，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
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民间活力。

深改元年，“深”在何处？
经济进入调整期，从粗放发展

转向集约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
体制藩篱待破；社会进入转型期，

深层次矛盾叠加凸显⋯⋯浙江勇
为天下先，多领域改革先行先试，
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弥足珍贵。面对错综复杂的形
势，省委省政府决心坚定：新常态
呼唤新动力，适应经济新常态，必
须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用改革释放
生产力、创造力和发展力。

在浙江，深化改革首先瞄准的
是政府自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成为突破口——“法无禁止皆可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
须为”。全国首张省级政府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诞生在浙江，“四张清
单一张网”先后推出，省级部门权
力事项缩至 4236 项，省级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权力事项
削减 65%。从“当头炮”到“连环
炮”，简政放权让人们对浙江改革
预期更稳、信心更足。

深化改革有大动作，浙江“国
字号”改革试点好戏连台。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
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大国
家战略举措”在深改元年都有新突
破。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开辟
全新贸易格局，首列“义新欧”——
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国际集装
箱班列贯通中欧；我国首部专门规
范民间金融的法规——《温州市民
间融资管理条例》出台，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舟山探索建立
舟山自由港区，“负面清单”外项目
零审批、零收费；嘉善县域科学发
展示范点今年明确12方面75项先
行先试改革事项，成为全国县域多
领域改革的探路者⋯⋯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
基层创新。素有基层改革传统的
浙江，点燃了一批县域改革“新炉
子”：在诸暨，民资进入社会事业领
域改革“破冰”，民办医院学校迎来
政策春天；在柯桥，企业投资项目
审批时间缩短超过 70%，由 344 天
减至 99 天；在海宁，要素配置流向

“高大上”，亩产效益“论英雄”，破
解土地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在全

省扩面推广；在平湖，以机制创新
撬动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不再独
大，新兴产业风生水起；在德清，城
乡一体化大步推进，新“户改”让农
民变市民，新“土改”让“死产”变

“活权”，新“金改”激发“活权”生
“活钱”⋯⋯

深化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创业
创新活力与日俱增。1 月，嘉善工
业项目“零审批”；3月，全省全面推
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取消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4 月，舟山扩权改革、
嘉兴开始省市同步放权；6月，浙江
政务服务网上线，所有审批事项一
站式网上办理⋯⋯这些改革的密
集推出，为浙江积极适应经济新常
态，积蓄内力、强筋壮骨奠定基础。

改革重塑浙江。以义乌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作为支点，撬动
整个浙中、浙西南地区扩大开放。
从义乌到宁波—舟山画一条直线，
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线上，形如弯弓
射箭向大海，形成浙江向太平洋的
开放之势，勾勒出浙江人从弄潮钱
塘迈向搏击太平洋的新图景。

深 化 改 革 新 动 力
——2014年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纪事之一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本报评论员

作为思想文化的火种，文艺作
品如何反映人民心声？作为时代
前进的号角，文艺工作如何引领社
会进步？

12月19日，省委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号召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
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投身浙江改革发展生动实践，努力
创作更多能够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
精品力作，为时代增添文化的温度
和艺术的色彩。这是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有力举
措，也是对中央文艺工作大政方针
的有力贯彻。

浙江有着丰厚的文化基因，也
有着现代文化发展的长足优势，文
艺发展面临着大好机遇。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一直重视文化文艺工
作，从“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
程”实施，到“文化强省”、“两美”浙
江建设，一系列决策部署都为我省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环
境。浙江文艺工作者有信心继续
保持文艺领先，为文化强国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这是文
艺的使命，也是文艺的宗旨。对于
当代文艺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其灵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很

好地将其融入创作之中。
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自觉
在创作中挖掘浙江精神、表现浙江
精神，用浙江精神激发和释放全省
上下的创业创新激情和活力，让每
一部作品有崇高之美、信仰之美，
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照亮人们
的精神世界，给人以奋进的激情和
前行的动力。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
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
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从
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中发现闪光
的智慧、汲取创造的元素，与人民
群众手拉手、面对面、心贴心，对社
会实践深切体验，对日常生活浓厚
积累，对人民群众充满深情厚谊，
才能创作出内涵丰富、形象生动、
打动人心的文艺精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72年前，延安文艺座谈
会开启了人民文艺的崭新纪元；72
年后，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必将引
领文艺工作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
越。全省文艺工作者应牢记创作
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
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
搞创作，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历史
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代聚
精神，为自身留清名。

创作优秀作品
引领时代进步

本报杭州12月21日讯（记者
王国锋） 经过两个多月的网上

“海选”，省政府办公厅把在公开征
集 2015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活动中
收到的近 7000 条留言建议初步筛
选出 16 个方面候选项目，将于 22
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请公
众投票推荐10项，并将把投票集中
的项目优先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省政府自 2005 年起每年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并承诺
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以来，首次通
过网络征集为民办实事项目。省
长李强先后 3 次在网上发表公开
信，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 月 16 日，
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
作启动之际，李强就在浙江政务服
务网上发表《致全省人民的公开
信》，邀请民众对实事项目和具体
要求提出意见，“使每一项实事更
好地贴民心、合民意”。广大网民
踊跃建言，一个月内就提了 3300
多条留言和建议。他随后发出《致
全省人民的回信》表示，建议针对
性、可操作性很强，省政府将认真

研究、统筹谋划，体现到明年政府
工作中去，并再次邀请大家继续积
极献言，提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意
见建议。两个月后，网上的留言和
建议上升到近 7000 条。李强又发
表《致全省人民的答谢信》，对百姓
支持和响应征集为民办实事项目
表示感谢。

“希望政府部门在治霾方面多
出实招。”“建议给偏远小区多辟几
条公交线路、增设营运班次。”“放
心农贸市场改造事关餐桌安全，要
加快建设速度”⋯⋯登录浙江政务
服务网，群众留言扑面而来。记者
发现，留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
工人、农民和学生，有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有省内居民也
有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反映的问题
涵盖环境治理、交通出行、食品安
全等领域。

不少群众对此纷纷点赞。有
网民评论说，网络是当今群众表达
诉求的重要平台，政府部门网上征
集实事项目，是对民生工作的重
视，将使民生实事项目更有针对
性、更有实效，也将进一步推动服
务型政府建设。

明年实事 请您票选
省政府公布16个方面候选项目

12 月 20 日，宁波北仑区梅山街道担峙村“我是农民”农村电商平台网购服务点开业，村民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在网上购物。这个平台将丰盛的消费品销往农村，也将当地农产品运进城市。 索向鲁 摄电商平台进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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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挑战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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