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何玲报道 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连维良1月31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春运将以诚信

建设为重点改善出行秩序，将严重违法违

规和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开展专项治

理和联合惩戒，加大违法失信成本，引导

企业诚信经营、旅客文明出行。

连维良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信用建设现在

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交通运

输领域是信用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而春

运又是交通运输领域信用建设的重中之

重。相关部门将通过一系列信用建设措

施维护春运秩序，即“一个监督、两个突

出、三个建设”。

“一个监督”即多部门联合建立了“公

众监督平台”。广大旅客通过手机扫码可

以进入到这个平台，能够随时把自己身边

发现的客运服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反映

到平台上来，把遇到的好人好事、优质服

务反映到平台上来，把遇到的违法违规行

为和不文明现象反映到平台上来。针对

反映的问题，相关部门会认真地采取措施

加以解决。

“两个突出”即突出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诚信经营的企业将被纳

入“红名单”，相关部门将落实“容缺受

理”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优秀春运志愿者

将享有51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守信联合激

励政策。对存在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

为的企业，将纳入失信“黑名单”，实施联

合惩戒。

“三个信用建设”是信用建设的重

点方面。一是加强对客运服务企业的

诚信建设。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排查出了2700余家有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的客运企业，公安部门排查出了1800

多个处于逾期未报废状态的客运车辆。

对这些企业，相关部门将联合进行失信

专项治理，禁止他们参加春运，或者要求

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二

是加强对司乘人员的信用建设。公安部

门已经排查出的5000多名记满12分的

大客车驾驶员，将被限制参加春运；排查

出的25,000多名被降级的大客车驾驶

员，将被限制驾驶大客车。对司乘人员

采取一些联合惩戒措施，以确保乘客的

安全。三是加强对旅客的诚信建设。

铁路、民航、道路、水运将按照各个领

域的信用建设管理办法对各种失信行

为纳入信用记录。这些信用记录将被

推送给相关社会征信机构，影响旅客的

各种信用分，严重的将被纳入失信联合

惩戒。

国家发改委：以诚信建设为重点改善出行秩序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这个冬天，北京的蓝天白云格外

多。去年‘双十一’抢购的净化器和口罩，

感觉都派不上用场。”在北京工作五年的

刘先生告诉记者。

北京空气质量改善，是全国生态环境

状况明显好转的缩影。数据显示，2017年

1月~12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PM2.5浓度为

4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5%；京津冀区

域13个城市全年PM2.5浓度为64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9.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强力推进三个“十条”

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抓住症结所在，

从源头进行治理。应紧盯关键问题和薄

弱环节，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同时，深

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

2017年，我国首次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年度评价工作，并发布了全国《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

“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

导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观，具有重要的导

向作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

示，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是今后长期

开展的一项常规工作，应当把关注点放

到年度评价所反映的进展和揭示的不足

上，下更大力气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明显

好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

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尤其是 2017

年，各地各部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淘汰

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

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污染防治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大气污染防治，阶段性收官。

2017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

官之年，北京圆满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

达的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京津冀

及周边“2＋26”城市通过推进清洁供暖减

少散煤、强力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强机

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车监管等，减少污染

物排放。

5600人，为期一年，在京津冀及周边

区域“2+26”城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强化

督查；102个巡查组，2000余人次，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巡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

心应运而生，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

项目迅速上马，28个专家团队点对点进驻

28城……

在北京上班、老家在天津的张女士

说，“家里的沙窝萝卜比前些年好卖多了，

并且连价格都上来了。因为入冬以来，天

津的雾霾天气也很少，光照足，使得沙窝

萝卜味道更甜。”

“‘大气十条’确定的各项治理措施是

有效的，方向是正确的，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成效是明显的。”环

保部宣传教育司巡视员刘友宾坦言。

——水污染防治，强力推进。

与大气污染治理一样，2017年也是

“水十条”强力推进的一年。各地加快治

理城市黑臭水体。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

市前期排查出的490个饮用水水源地的环

境违法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于今年1月1

日正式实施。新修改的法律规定，国家对

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制度以

及加大违法排污的处罚力度等。

另外，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去年10月

联合印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6-2020年)》，第一次形成覆盖全国范

围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土壤污染防治，加快部署。

2017年是“土十条”的落地之年。去

年以来，环保部牵头成立全国土壤污染防

治部际协调小组，制定了工作规则和工作

要点。同时强化“土十条”目标考核，与各

省区市签订目标责任书。

土壤环境质量关系着食品安全。我

国全面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初步建成

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土壤污染防治法已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

架起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

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

里铿锵有力地发出改革最强音。

回首 2017 年，改革多点突破、纵深

推进，多项生态文明改革方案出台，生态

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性质的“四梁八柱”日

益完善。比如，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禁止洋垃圾入境，扎实推进主体功能

区建设，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施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稳步推进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河长制带来河长治”，许多人用这句

话形容一年来实行河长制的效果。如今，

一条条河流由党政领导担任河长，河畅水

清岸绿的蓝图逐渐变为现实。全国已明

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近31万名，很多河流

实现了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不

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如今，审计人员对自然资源资产锱铢

必较，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既要审“钱”，还

要审“绿”。去年发布的《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明确提出，从

今年1月1日起，对领导干部离任算“生态

账”成为经常性的审计项目。

早在2015年，浙江湖州市就开始了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两年多来，湖州已经摸索建立了审计试点

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三大类20项具有代

表性的指标，以量化指数为基础进行分等

级评价。安吉县孝丰镇党委书记戎露波

说，“生态审计，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利用和

生态环境安全。”

在一系列制度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

还属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2015年8月

中央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2015年12

月启动河北省督察试点。两年来，中央环

保督察已经实现对31个省（区、市）的督察

全覆盖，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3.5万余

件，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

在边督边改过程中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199人。相信未来，随着环保督察等机

制的不断完善，污染防治的力度会更大、

效果会更好。

2018.02.01
星期四

今日12版 第648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
微信公众号

奉献有价值的改革新闻

改革网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公报发布报纸格公报发布报纸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

》2版

改革时评

重点推荐

9版
让患者留在基层
让好医生“长”在基层

新闻热线：（010）56805067
Email:crdzbs@163.com
本版编辑：王春华

持续全面发力 污染防治攻坚战“激战正酣”
□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审“钱”审“绿” □ 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对31个省份督察全覆盖

□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路线图将明确

》2版

中欧武汉班列始发站中欧武汉班列始发站改造扩能完成改造扩能完成
1月 30日，武汉吴家山车站扩能改造项目完工。

这个中欧武汉班列始发站扩能改造后，将助推其在华

中地区形成中欧物流集散地。图为一列火车驶过改造

后的武汉吴家山车站。 新华社发（梅 涛 摄）

好评与满意
要靠实干赢得

□ 李洪兴

岁末年初，考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年终测

评。然而，少数地方却热衷于数字测评，或是提前安排干

部“讨要满意”，或是通过发放礼品“交换满意”，或是专门

开会研究“引导满意”。如此年终测评，不仅无法准确反映

工作实绩，也不利于正向激励，为干部群众所诟病。

测评是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不是为了好看

的分数，而在于总结成绩与不足，以群众意见倒逼工作进

步。借助量化手段，有利于提升考评的客观性、科学性。

但如果陷入了数字测评的窠臼，为了测评而测评，就容易

流于形式甚至一叶障目。即便得来的都是100%，也终究

只是表面文章，工作未必真好，群众更未必真满意。

现实中，除了测评数据掺水分，一些地方或部门“表格

主义”“材料政绩”等倾向也并不鲜见，“上面追求高大全，

下面忙着编问卷，中间胡乱看一看”，成为少数地方测评的

写照。这样的情况，说到底是避重就轻乃至弄虚作假，把

总结、材料、评分当成了工作本身。

效果反馈，是工作流程中的一环，如何对待测评，同

样反映着作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纠正“四

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无论年终总结还是

日常表现，如果不端正“为了谁”，就无法践行“怎么为”。

让群众满意还是让结果合意，是年终总结测评时必须回

答好的问题。

年终总结测评，也要让群众参与进来，对工作提出意

见、进行评价，听的是民意、察的是民情。换个角度看，这

也是一种“群众工作”。

纠正“四风”新表现、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关键在于摒

弃追求表面政绩的虚荣，用实干苦干为百姓谋福祉、为事

业添光彩。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好评与满意也是靠实

干赢得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满意是群众满意，最

可靠的实现路径是不采华名、崇尚实干。改革开放40年

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傲人成绩，秘诀在于

“先干不争论，快干不议论，实干不空论”；肩负新使命、开

辟新征程，更应该“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锤接着

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戒

骄戒躁、踏实作为，我们何愁不能收获群众的高满意度与

真诚拥护。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

放40周年，亟待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力探索、接续

奋进。以年终总结测评为新契机，查摆不足、聚焦问题、端

正作风，我们才能以行谋实、以心换心，在新时代不断激荡

新气象。

2版
打赢蓝天保卫战
需形成社会合力

□ 本报记者 徐 赟

春运被称为“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

迁徙”，承载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文化传

统和情感寄托。春运是岁末年初的重要

民生工程，关系到全社会各领域、千家万户

一年圆满收尾和新一年顺利开端。2018

年春运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一个春

运，“迁徙规模”达29.8亿人次，最高峰日客

运量预计超过1亿人次。从2月1日开始，

到3月12日结束，共40天、30亿人次，打赢

这场春运攻坚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月3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请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

安监总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春

运形势和工作安排。据介绍，目前春运各

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确保打造一场安全有

序、顺畅便捷、舒适温馨的春运。

小小车票承载美好生活向往

小小的车票承载着广大旅客回家过

年的渴望，同时也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解决“一票难求”不单单是

解决售票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对运力协调

提出更高要求。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介绍，今年

春运呈现总量矛盾有所缓解、客运结构发生

变化、部分地区铁路矛盾有所缓解、客流叠

加造成节后运输压力较大、道路保畅压力较

大的特点。连维良表示，今年春运工作突出

以治理隐患为重点抓好安全、以治理拥堵为

重点保障畅通、以诚信建设为重点改善出

行秩序、以加强联运为重点便利出行和以

人民需要为导向优化服务五个重点。

据介绍，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819

对，节前和节后客座能力分别比去年增长

5.2%和5.3%；民航日均保障航班近1.5万

班次，可提供208万个座位；道路共安排营

运客车84万辆，共约2100万个座位；水运

投入船舶2万余艘，共约100万个座位。

“在努力增加运力的同时，积极发展

公铁、空铁、空巴等联程运输，突出做好

干线运输与短驳运输及城市交通的衔

接，把乘客‘门到门’出行涉及的各种运

输方式，包括出租车、共享单车都要尽力

衔接好。”连维良说。

“40天近30亿人次运输量的春运，是

对交通运输部门的一次大考，也是交通运

输行业开年工作的头等大事。”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一方面是提高运输

能力，充分挖掘运力潜能，优化运力配置，

加强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并且

鼓励并规范顺风车、营运车辆城际拼车等

新业态新模式参与春运；另一方面是提高

服务水平，推进客运联网售票，方便群众

购票，开展联程运输服务模式和定制客

运、行李托运等个性化服务。“今年春运，

绝大多数公路二级以上的客运已实现联

网售票。”

春运开启 多方力保回家路安全顺畅
多部门从售票、运力、安全、服务、创新手段等方面，合力打造安全

有序、顺畅便捷、舒适温馨的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