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5 日讯 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交办第十九批信访件219 件（重点关注件20 件），其中来电68
件，来信151件。本批信访件涉及济南市47件、青岛市28件、淄博市
13 件、枣庄市14 件、东营市5件、烟台市15 件、潍坊市12 件、济宁
市14件、泰安市5件、威海市9件、日照市6件、临沂市24件、德州
市5件、聊城市8件、滨州市8件、菏泽市5件、省直1件。当日，上
述信访件全部交办各市及省直有关部门。
  本批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337 个，其中水污染问题70个、大
气污染问题92个、土壤污染问题62个、生态破坏问题37个、噪声污
染问题 49 个、辐射污染问题 2 个、海洋污染问题 3 个、其他问题
22个。
  截至今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交办信访件
2842 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18 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济南市483
件、青岛市445 件、淄博市185 件、枣庄市121 件、东营市89 件、烟
台市251 件、潍坊市206 件、济宁市126 件、泰安市89 件、威海市87
件、日照市114 件、临沂市315 件、德州市52件、聊城市78件、滨州
市130 件、菏泽市64件、省直7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3355 个，其中
水污染问题616 个、大气污染问题1017 个、土壤污染问题544 个、生
态破坏问题553 个、噪声污染问题412 个、辐射污染问题21 个、海洋
污染问题29个、其他问题163个。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十九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

边督边改情况（第十批）
  □记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5 日讯 截至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交办我省的第十批186件信访件，已办结87件，阶段性办结77件，
未办结22 件。其中，责令整改50 家，立案处罚9家。
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批）详情扫描二维码
查阅。

  □记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规范我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进一步提
升规划管理水平。
  《通知》适用范围为村庄规划范围内使用集体所有土地建设农村
村民住房和乡镇企业、公共服务设施、公益事业、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等项目（以下简称“乡村建设项目”）以及其他
符合使用集体所有土地法定条件的新建、翻建、改建、扩建行为。
  《通知》明确，进行农村村民住房和乡村建设项目建设，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内容应包括地块位置、用地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等
内容，并附经审定的主要设计图纸。进行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的，还应
重点审查四至范围、建设占用现状地类、相邻关系等事项。对于公路
沿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需要加强保护的区域及周边的
建设行为，各市县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建筑风格、建筑造型、建筑色
彩等内容提出进一步要求。
  《通知》对乡村建设项目从申请、受理、审查、核发各个环节要
求予以规范，并对延期、变更、注销业务作了明确规定，列出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的申请材料清单、申请审批表、办理流程图，进一步推进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按照相关规定，在乡、村
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各相关部门在发现或收到违法线索后
要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明确的
执法机构进行移交。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月16日出
版的第12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
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 年 10 月至
2025 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
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
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
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

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
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
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
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
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
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
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
计。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
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
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文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
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好的方针政策和
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
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五
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
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
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把
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
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

　　文章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
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
务、提出思路举措。对各方面的目标任
务，要深入分析论证，确保科学精准、能
够如期实现。要统筹谋划，抓住关键性、
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注重巩固
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
提高质量效益，与整体目标保持取向一致
性。各地区编制本地区规划要结合实际，
实事求是，提高规划执行力和落实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用中中长长期期规规划划指指导导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

是是我我们们党党治治国国理理政政的的一一种种重重要要方方式式

山东规范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管理

  □ 本报评论员

  最近，几起因违规吃喝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而受到处分的人和事被曝光，引
起不小反响。
  绝大多数人认为，八项规定成色不
减，曝光给大家“猛击了一掌”。因为道
理大家都明白，从中央到地方，整治违规
吃喝只是治标，整治背后的权力滥用和作
风不端才是真正的治本，目的在于严明纪
律红线，约束公务行为，并非阻绝正常人
际往来，更非切断“人间烟火”。
  说起这些被处分的人，当然有的是动
机不良，打着“干事”幌子，把酒桌饭局
当成了“走后门”的场所。但要说都是硬
要吃这顿饭、喝这顿酒，倒也未必。这里
面，有的是不在意、不上心，觉得“吃喝

只是小问题”；有的则认为，吃喝也是一
种工作方式，是本行业本领域“工作需
求”，目的在于拉近距离、更好办事。但
无论哪种，都没把纪律规定当回事。
  不吃喝真就没法干事了吗？显然不是。
工作的开展、事业的进步，靠的是过硬的专
业本领，靠的是扎实的作风操守；“亲清”关
系的建立，靠的是专业优质贴心的服务，根
植于长期积累起来的信任和口碑。这些，酒
桌上喝不来，饭局里得不到。把吃喝与干事
画上等号，实际上是把守纪和干事对立起
来了。对于违规吃喝，为什么“小事小节
论”、“影响发展论”、“行业特殊论”等错误
认识总是沉渣泛起，原因就在于此。
  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从来都是内在
统一的。历史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的铁律，让共产党人赢得民心、无往不

胜；以“十不准”束己律人，焦裕禄在兰
考谱写了改天换地的壮歌。自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遏制
违规吃喝的歪风，堵住了“病从口入”，
更管出了神清气爽；形成过“紧日子”共
识，让钱花在刀刃上，带来的是务实高
效。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这股新风正
气，激发的正是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活力。
  可见，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
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它是违规乱纪行为的
牢笼和枷锁，同时更是事业发展的推进
器，是干事创业者的通行证、护身符。纪
律规矩的堤坝筑得越牢，干事创业的步伐
越是坚定，事业越是能得到发展。
  正如有的干部所言，“知道了‘责任
田’里该种什么，反而能够放手去干。”
这些年，从“三个区分开来”到“四种形

态”，再到这次学习教育展开的精准纠治，
纪律的“标尺”刻得越来越精准明晰。这次
对违规吃喝的集中整治，划定负面清单，明
确不能“吃公函”、“吃食堂”、“吃下级”等具
体情形，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办，一点不含
糊，既标定“不可为”的底线，也提供“可为”
的准绳，为干事创业划出“安全区”。在纪律
框架内干事，就能心无旁骛、放开手脚，赢
得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
  开展学习教育，不是要过关，而是要
过硬。党员干部享有正当社交权利，关键
在于厘清边界和底线。将纪律刻在心里、
融入血脉，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
为日常自觉，如此才能在从“要我守纪”
到“我要守纪”的蜕变中，锻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实现遵规守纪与干事创
业的有机统一。

守守纪纪与与干干事事不不是是““单单选选题题””

破译盐碱地治理的“三重密码”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石如宽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近年来，山东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重任，让“中国碗”盛满更多“山东
粮”。山东淼汇农场用八年时间，将pH
值高达9 . 3 的盐碱地改造为亩产超600 公
斤的“金粮仓”，这是山东新农人守护粮
食安全的奋斗故事。
  淼汇农场八年改碱夺粮，破译了盐碱

地治理的“三重密码”，即科技创新重塑
生态本底、产业融合激活经济潜能、久久
为功跨越时间门槛。讲科学、用科技，矢
志把盐碱地改造成“争气田”、“高产
田”，这是山东新农人“给农业插上科技
的翅膀”的生动实践。
  当物联感知系统遇见新农人的坚守，
当生物技术邂逅传统农耕智慧，这里长出
的不仅是金黄的麦穗，更是中国粮食安全
坚韧的防线。在这片曾被遗忘的盐碱荒滩
上，“中国饭碗”正盛满更多自给的底气。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曲寓直 报道
  6 月15 日，一艘客船驶过“耕海
1号”·山海海洋之星景区。进入夏
季，“耕海1号”迎来旅游旺季，吸
引游客观光游览，感受蓝色科技。
  “耕海1号”位于烟台市莱山区
渔人码头以东的四十里湾海域，集现
代渔业养殖、海洋休闲文旅、科研科
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是全国首制装
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

畅游耕海一号

体验蓝色科技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于6月16 日至18 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二

届中国－中亚峰会

　　千年丝路，串起文明交融璀璨星河；百年变局，呼唤命运

与共时代强音。从古丝绸之路友好交往合作的悠久历史中走

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

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

力。两年前，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西安成功举行，开启

中国－中亚关系新时代。如今，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如约而

至，必将擘画中国－中亚关系发展新蓝图，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时事·4版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石如宽

  6 月12 日，潍坊寿光市营里镇淼汇叁
号家庭农场2600 亩麦田，九台红色收割
机一字排开次第开镰，农场夏收开始了。
  “看这穗子，多沉实！”农场主张佃
辉随手掐下一穗麦子，轻轻一捻，露出饱
满的麦粒。“亩产达到了650 公斤，这是
我们盐碱地改良八年来收成最好的一
次。”张佃辉俯身捧起一抔土，指缝间簌
簌落下的已不再是八年前泛着盐霜的板结
土块。“地垄里都能翻出蚯蚓窝了！”
  谁能想到，脚下这片松软肥沃的土
地，过去是泛着白花花盐霜、 pH 值高达
9 . 3 的不毛荒滩。
  曾经，盐碱像一道沉重的枷锁，禁锢
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八年来，张佃辉和
他的伙伴们通过科学的土壤改良、精准的
水利调控和创新的种植模式，让这片“生

态伤疤”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这里不
仅麦浪翻金，更以其显著蜕变，成为农业
农村部力推的改碱夺粮典型案例，为全国
盐碱地的有效治理贡献了“寿光样本”。
  2017 年， 29 岁的张佃辉决意返乡承
包1600 亩盐碱地时，“老把式们”直摇
头：“这地种棉花都结不出好桃，别糟践
钱！”土壤检测数据印证着这种质疑的合
理性：盐分含量 1 . 2 % 、有机质不足
0 . 5% ，微生物活性几近归零。转机出现
在与中化农业的战略合作，淼汇农场在山
东率先引入绿色智能配肥系统，如同给土
地做“CT扫描”，将1600 亩耕地细分为
53 个 30 亩的治理单元，精准诊断出锌、
锰等6种微量元素匮乏的症结。
  “传统施肥是吃大锅菜，我们是私人
定制开小灶。”张佃辉介绍，通过有机肥
筑基、复合菌剂活化、微量元素精准补给
的三维改良方案，首季小麦亩产便突破

400 公斤，较传统种植翻番，亩均肥料成
本下降200元。
  “淼汇农场通过测土配方重建土壤微

生态，这是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中化
农业特聘专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研究员王法宏评价。 （下转第二版）

潍坊寿光北部13万亩盐碱地迈向高产田，改良技术开始向环渤海盐碱带输出

八八年年改改碱碱夺夺粮粮，，盐盐碱碱滩滩拱拱起起““金金粮粮仓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