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 12月 24日讯 （记者
方力 通讯员 余灿 许春华） 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省委“十大整改行动”的有关要求，
省纪委、省监察厅今天发出通知，强
调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加大开展
明察暗访力度，切实加强元旦春节
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通知强调，严格执行中央和省
委有关规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
律不得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
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一律
不得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
贺年卡、明信片、年历（含台历、挂
历、台历记事本）等物品。严格落实
省委“六个严禁”要求。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宴
请，不得到省、市机关所在地举办乡

情恳谈会、茶话会、团拜会等活动；
严禁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级部门
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严
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滥
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
费，不得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
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不
得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
娱乐、健身活动，不得违反规定使用
公车和公车私用；严禁超标准接待；
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

通知还强调，要严格执行省委和
省纪委关于“酒局”、“牌局”问题的有
关规定。领导干部一律不准在私人
和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单位
食堂、内部招待所、农家乐等场所搞
变相的公款大吃大喝；省内公务接

待一律不准提供各类烟酒；同城一
律不准安排公务用餐；参加私人聚会

（休闲娱乐活动）和自费餐叙应注意
形象，不能失态，不劝酒、不醉酒、不
酗酒，更不得酒后驾车、酒后滋事；
参加休闲娱乐活动要区分场合，把
握分寸，注意形象，不得接受和持有
私人会所会员卡，不进高消费娱乐、
健身场所，严禁进入营业性娱乐场
所接受有偿陪侍服务；上班时间、工
作日午休和公务出差期间一律不准
参与打牌、打麻将等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
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
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带头遵守
上述规定和纪律要求，并不折不扣
抓好落实。要认真落实中央巡视组

反馈意见和省委“十大整改行动”，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违规违纪
问题的发生。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
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省纪委的有
关规定，带头勤俭节约、倡导新风正
气、促进移风易俗，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风气转变，
过一个欢乐祥和、清廉节俭的节日。

各地各单位正风肃纪工作小组
要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重点加
强对党员干部组织和参与“酒局”、

“牌局”问题的检查。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违规
违纪问题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点名道姓通报和曝光，形成有力
震慑。对顶风违纪的，从重从严查
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外，还要追究
有关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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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省纪委省监察厅发出通知

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浙江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杭州召开。建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查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浙江
省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15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浙江省2014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2015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批准浙江省 2014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
2015 年省级预算；听取和审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审议《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其他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14年12月24日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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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诸暨 12月 24日电 （记者
袁华明 通讯员 冉茂翔 金乔杰）今
天，桐庐县被省推进城市化工作协调
指导小组命名为“浙江美丽县城”，淳
安县、诸暨市等 11 个县（市）被确定
第一批“浙江美丽县城”试点县（市）。

记者从今天在诸暨举行的全省
美丽县城建设暨新型建筑工业化现
场会上还获悉，今年我省下发《关于
加快推进现代化美丽县城建设的意
见》等文件，大力推动美丽县城建

设，取得了实效。下一步，我省将进
一步提高县城规划水平，推进城乡
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生态保护规划以及各行业
专项规划等的衔接与融合，明年 11
个“美丽县城”试点县（市）要率先推
进“多规融合”。同时，将加快推进
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推进产城融合，
提升县城品质。加快构建新型产业
组织，发展信息、环保、健康、旅游等
新型产业，不断优化县域产业结构。

11县试点建设“美丽县城”

本报杭州 12月 24日讯 （记者
杨军雄）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
推动金融服务均衡化，我省将进一
步加大县域金融改革创新力度。

我省许多县域在小微金融、农
村金改、贸易金改、民间融资管理、
保险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各具特色的创新成果。今天在杭
举行的全省县域金融发展总结交流
会再度总结全省金融创新示范县

（市、区）、民间融资管理创新试点县

（市、区）建设经验，学习交流温州金
改、丽水农村金改、台州小微金改、
义乌贸易金改试点经验。

据了解，未来深化县域金融改
革，将结合地方经济实际，各有侧
重创新发展，尤其在农村产权制度
突破、加强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
务、强化担保能力建设、增强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着力，推动
我省金融服务均衡化和城乡一体
化。

促进县域金融改革创新

本报杭州 12月 24日讯 （记者
刘乐平 通讯员 朱菁 刘佳） 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长三角区域大通关第
七次联席会议上获悉，上海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将于明年推广至所有
沿海口岸、2017年覆盖至全国。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今年
6 月上线运行，企业通过互联网登
录“单一窗口”平台，一次录入满足
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监管部门要
求的申报信息，“单一窗口”平台自
动产生检验检疫申报单、海关申报
单、海事申报单。企业完成报检后，

“单一窗口”平台自动将通关单号回
填到报关单中，即时完成报关手续。

自9月22日长三角区域通关一

体化启动以来，12 月 1 日改革扩展
到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 12 个直
属海关。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各关
区无纸化报关单比例均达 80%以
上，上海自贸区海关 14 项、检验检
疫 8 项监管创新制度在长三角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分布复制推广。

联席会议上，上海、江苏、浙江、
宁波、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签
署了《长三角检验检疫一体化合作
备忘录》。根据合作备忘录，除了一
些有特殊规定的产品外，长三角区
域内采取直通放行模式的出口货
物，只需经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检疫合格，就可凭通关单在报关地
海关直接办理通关手续。

“单一窗口”覆盖所有沿海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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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苏鸣

他在烟台暗访富士康雇佣童工，
他用声音为盲人朋友讲述电影和重
要新闻事件，他穿行于叙利亚战区
的炮火中反映真相，她克服恐高症
溜索过江只为看一眼江那边的那个
村庄⋯⋯他们籍贯各异，年龄不同，
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记者。

今天，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组织
的全国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
巡讲团来到浙江，10 位分别来自人
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西藏记者站、北京电视台、东
北新闻网、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甘肃
省广电总台广播新闻中心、四川日报
社、长春日报社和中国海洋报社的一
线记者和浙江的新闻单位及院校分
享了他们深入基层、为民发声的感人
故事。全省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和
高校新闻院系师生代表参加座谈。

怎样才能算是一名好记者？四川
日报经济新闻部记者许静说，她的办
公桌下常年备着3双鞋，一双高跟鞋，
是突然接到会议采访时穿的。一双
运动鞋，那是随时准备下乡时穿的。
还有一双拖鞋，是写稿子写得腿脚肿
了时穿的。3双鞋子中，烂得最快的
总是运动鞋，不是因为它不结实，而是
因为它穿得最多。10年记者生涯让
她明白一句话：一条好稿子，一定是用

“脚”踩出来的，用“心”写出来的。
在当了21年记者的浙江日报记

者俞佳友眼中，讲“好故事”必须用心、
用情、用爱。他和他的团队，愿意为新
闻事业、为人民群众服务一辈子。而
对曾经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中国
海洋报记者高悦来说，实现中国梦、
追寻海洋梦，新闻工作者不仅是参与

者，更是历史的见证人，用鲜活文字
和感人故事去激励更多人为建设海
洋强国奋斗，这种责任“虽苦犹荣”。

人民日报国际部西亚非洲编辑
室记者焦翔，今年 5 月刚从“战场”
归来。过去的几年里，他先后去过
骚乱爆发的埃及，炮火连天的利比
亚、叙利亚以及危险重重的埃博拉
疫区等。日复一日闻听轰炸枪击，
他的右耳被震坏了，因为没能第一
时间回国治疗，可能永远都会失去
四成听力，可他说：“只要有召唤，我
随时准备重新出发。”

亲历、亲见、亲闻、亲为⋯⋯一
段段让人热血沸腾的采访历程，一
个个感人至深的新闻背后的故事，
汇聚成喷薄而出的正能量，让现场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也是一位年轻妈妈，我太能
体会与女儿聚少离多的愧疚了。”浙
江日报记者聂伟霞说，每一位记者同
行的经历都让她感动，也使她振奋。
而年轻的新闻学子，更因为这一场洗
礼对尚未开始的职业生涯心向往
之。一下午的认真聆听之后，浙江大
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学生颜之宏

的笔记本上已是满满当当，“以后，我
也要努力成为这样的记者。”

主持巡讲团报告会的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鲍洪俊要求全省新闻战线以
10位好记者为榜样，认清当代中国在
世界所处的位置，深入“走转改”，发
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认清当
今中国的国情现状，认识新常态，适
应新常态，宣传好新常态；认清当前
新闻界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全力
构建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和
现代传播体系，努力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争做会讲好故事的好记者。

“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团走进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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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吟

整齐的独栋楼房、葱郁的村庄
绿化、干净的村道里巷、别致的农民
公园⋯⋯走进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
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人赏心
悦目。而就在一年前，这里的场景
还大不一样。

先锋村地处海宁城郊，旁边就是
经编产业园区，全村村民5132人，再
加上为数众多的新居民，人口密集，
生活生产需求庞大。利益的诱惑，曾
让村里违建众多，几乎遍地开花。

怎么和谐拆违？拆了如何不反
弹？拆违后村民如何增收？这是摆
在先锋村党委书记许文华面前急需
解答的问题。

迎难而上，啃下硬骨头

许文华，是土生土长的先锋村
人，2013年当选为村党委书记。

接到“三改一拆”的任务时，许
文华何尝不知道，村里的拆违是块

“硬骨头”。
以村里的先锋花苑小区为例，

一幢幢农民房看起来洋气十足，可
这么漂亮的地方，却处处有违建。
608 户住户就有 235 户违法搭建了
彩钢棚。摸底后的违建数字，让许
文华皱起了眉头。

拆违伊始召集农户开会时，大家
很不配合。有人提出质疑：“村里的

违建都不拆，凭什么老百姓要拆？”原
来，先锋村有集体违建厂房、市场共4
处近 1 万平方米。离村办公大楼不
远就有一处。7 年前，先锋村在农贸
市场外围搭建的 800 多平方米的简
易棚，出租后每年获益7万元。

村里的违建是拆是留？许文华
一锤定音：“村民都盯着村里，不拆
不足以服众，再难也要拆！”

达成共识后，在许文华的带领
下，村两委班子迎难而上，对尚在合
同期内的 24 户经营户和企业，挨家
挨户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先锋农贸市场的最后一户经营户搬
出那天，一直搬迁到第二天凌晨 1
时，许文华坚守在现场，未曾离开。

村集体违建的拆除，成功撬动了
全村拆违的“第一块砖”。村里的党
员、村民组长跟着带头自拆，其他村
民也纷纷行动，小区内约5000平方米
的彩钢棚违建，势如破竹般被拆除。

急人所急，解后顾之忧

在村民们看来，1960 年出生的

许文华，个子小小，却干劲十足，点
子颇多。

村民王小初家的新宅建好，老宅
却没有拆除，一家橡塑厂仍在那里开
工，是典型的一户多宅。700 多平方
米的违建肯定要拆，王小初并不反
对，可他把一个难题放到了许文华面
前：拆了老宅，厂还怎么开下去？

许文华深知，强拆并不难，可是
问题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村里的
和谐。他下决心，要把新厂房的事

解决好。
于是，许文华开始带着王小初找

厂房。斜桥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尖
山新区，他先后物色了三处厂址，又
在炎炎夏日里，陪着王小初实地探
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8月，终于
在尖山新区找到合适厂址，王小初家
的橡塑厂搬迁了，老宅也顺利拆除。

“许书记很有责任心，做事情考
虑细致，不留尾巴，所以才会赢得大
家的信任。”村党委委员占九妹从

2004 年起就与许文华共事，在她的
眼中，许文华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占九妹还记得，先锋花苑有29户
住户把自家房子二楼挑空的空地围起
来，做成了与房子主体相连的封闭空
间，每家违建面积约8平方米。别看
违建面积不大，却破坏了小区的整体
环境。可住户们不想拆，他们觉得，8
平方米既不影响小区公共空间，拆掉
又可能对房屋主体结构安全有影响。

为了消除住户的后顾之忧，许
文华从杭州请来了专业的房屋检测
机构，给每户一一检测，检测结果出
来后，再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一
度僵持的拆违工作，终于破局。

未雨绸缪，拆出新机遇

原先，先锋村一年的村集体经
济收入约为 611 万元，违建拆除后，
村里每年的租金一下子损失了 100
多万元。拆违后村集体经济怎么

办？许文华早有谋划。
村子北面的一片空地，施工队

即将进场，这里将投资2000多万元，
新建一个占地3800平方米的农贸市
场。“这里能满足 8 万人的日常生活
需求，既可以解决村民在旧菜场拆
除后的生活问题，也可以增加村集
体收入，建成后预期年收益 200 万
元。”许文华对此信心满满。

通过拆违腾退低小散企业，盘
活存量土地，先锋村还与其他7个村
抱团投资 4000 万元开发建设 3.2 万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解决家庭工业
拆违后的出路问题。

村办公大楼三分之一的办公用房
今年清理腾退后，许文华引进电子商
务等企业6家。村办公大楼摇身一变，
成为了出租的商务楼，每年可为村里
带来35万元收入。在许文华的计划
表里，先锋村要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
集体经济收入力争超过1000万元。

如今，村里 90%的违建拆除后
土地已全部绿化到位，建成了占地
80 亩的农民公园，全村绿化覆盖率
达到 35.5%。先锋村也成为了嘉兴
市首批“无违建”村。

让先锋村继续保持“先锋”，是
许文华的夙愿。如今，这位先锋村
里的“先锋”书记，正在继续为村集
体谋发展，为村民求福利。

先锋村里有先锋
——记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村党委书记许文华

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

来自全国的十位优秀记者分享自己的好故事。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许文华行走在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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