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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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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
40年改革带来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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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机构改革
稳步有序推进

□ 张志锋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

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的

意见》，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

再说”等懒政、敷衍做法，坚决避免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紧急停工停

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在环境治

理中严禁“一刀切”，生态环境部的

新规赢得舆论点赞，也为规范环境

执法划定了行为边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层层传导

压力，层层落实责任，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很多地方担当起治理污染的主

体责任，付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治污成效，让群众反映强

烈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步缓解，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应

该说，生态环境领域的积极变化，与

各地的贯彻落实是分不开的。

但在雷霆万钧的治污行动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突出表现就

是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过激和偏差，

在特定时段把企业简单地一关了

之。比如说，一些地方平时不作为、

临时乱作为，平时对一些排污企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管紧一阵松

一阵、有一搭没一搭，等到环保督察

来了，又慌不择路地搞突击，用一律

关停来应付检查；甚至一些地方还

实行区域性、“休克式”监管，地图上

画个圈“一指没”，一竹篙打倒一船人。这些不分青

红皂白、没有轻重缓解的运动式执法，不仅扭曲了环

境治理的本义，损害了环保督察的公信力，更误伤了

那些积极配合治污的企业，给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

带来了负面影响。

应该看到，为了避免层层落实过程中的“边际递

减”现象，越是延伸到基层，越是需要从上到下拧紧

发条、传导压力。但传导压力、担当责任，不是要一

级一级压缩时限，最后异化为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一

刀切”式执法。如果武断地实行停工停业停产，让环

保达标企业无辜陪绑，跟着“躺枪”，会挫伤企业实施

环保改造的积极性，客观上纵容一些排污企业“互相

比坏”，形成逆淘汰。这种“平时不作为，临时乱作为”

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怠政和懒政的表现。生态环境

部出台的新规，目的就是要禁止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

行为，让环境执法更加尊重规律、更加遵守规范。

担当起主体责任，这不仅是一种态度和决心，更

是一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与素养。敢于担当

不是行事莽撞，勇于任事更不是有勇无谋。环境问

题牵涉面广，既关系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

百姓的日常生活。承担主体责任，需要把握生态环

境工作的复杂性和内在规律，需要把握经济增长规

律、企业发展规律和环境保护规律，绝不是无视规律

的运动式执法，更不是“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的盲

目“一刀切”。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更好

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更好把握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规律，才能提高落实主体责任的能力，更好走

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执法首先要合法，“雷霆手段”要经得住法治推

敲，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杜绝“一刀切”的做法，通

过市场、法律等手段，倒逼一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形成环保的内生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最终才能让蓝天常在、青山常

在、绿水常在。

□ 本报记者 王 岩

作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六五”计划

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

备的五年计划，也是在调整中使国

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健康轨道的

五年计划。

从 1975 年、1977 年两次编

制，到1980年推倒原方案重新拟

定，至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的

编制为何花费了较长时间？在改

革开放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各项

经济指标以超额近两倍完成。举

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发生了哪些故

事？回望改革开放40年，“六五”

计划又为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带来了什么？

1981年～1987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原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原

部长宋平先后担任原国家计委副

主任、主任，历经“六五”计划制定

和实施的全部过程。带着上述问

题，记者日前采访到了在此期间担

任过宋平同志秘书一职、今年已

87岁高龄的部级老干部陈宗皋。

他向记者讲述了与宋平同志在原

国家计委共同工作的回忆。

“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
振兴经济”

记者：陈老您好，能否请您介

绍一下“六五”计划的实施背景？

陈宗皋：“六五”计划制定和实

施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

大变化。国际上，进入20世纪80

年代，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对抗

成为世界的主题。从国内来说，

“六五”计划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上下都出现急于把经

济搞上去的“过热”问题，甚至有些

人还存在想要“大干快上”的思

想。1979年，中央下决心进行调

整，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八字方针，1979年、1980年两年

没有很好地调整下来。在这样的

情况下，1981年～1987年，宋平

同志再次进入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比较

长，最初是作为《1976-1985年发

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

一部分，1975年、1977年两次进行

编制，两次拟定的“六五”计划指标

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自1980年开始，

对“六五”计划在推倒原方案后开

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五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

五”计划。

记者：在“六五”计划制定和实

施期间，与宋平同志共事中，您印

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可以分享给

我们一些故事吗？

陈宗皋：在这期间，宋平同志

重点抓了三项工作。一是“六五”

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二是有关20

年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也就是前

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经济。三

是编制“七五”计划和进行计划

改革。

“六五”“七五”这两个五年计

划是国家计委成立以来制定、执行

的比较完整的两个计划。在此期

间，国家计委向党中央、国务院多

次汇报编制的计划，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肯定。宋平同志讲究工

作方法，非常重视现场实地调查研

究。他基本每个月都到地方调研，

对计划安排的能源、交通、水利和

钢铁、化工、建材等基础原材料项

目，都亲自带队组织有关部门、委

内司局和地方领导同志一起到现

场察看、调研。在现场听地方、部

门的意见，听专家的意见，一待就

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个把月。

为了解决煤炭供应紧张问题，他跑

了山西大同、平朔，内蒙古准格尔，

东北三大露天煤矿，陕西榆林神

木、府谷等矿区。12月底还到东

北的霍林河矿区调研，那里温度零

下38度，早晨从吉林白城出发，几

乎整天在沙漠里赶路，晚上8点多

才到，吃了晚饭还要马上开会研究

工作，第二天照常到现场察看。

为了能把西部的煤运到东部

沿海，解决沿海地区能源紧张问

题，宋平和原国家经委郭洪涛等同

志商量，把原拟京包线扩建双线方

案，改为修建大同到秦皇岛的专门

运煤线路。京包线扩建双线，年增

运煤仅1000万吨，修大秦线一年

能运煤1亿吨。把山西、内蒙古、陕

西的煤运到沿海，不仅缓解了东部

地区能源紧张，而且大秦线路建设

条件比京包线平坦，还节省了较多

投资。

“国家信息中心、中咨
公司应运而生”

记者：回望改革开放40年，现

在来看，能否请您谈谈“六五”期间

所取得的发展改革进展？

陈宗皋：“六五”计划是继“一

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

计划。宋平同志在国家重点项目

建设上是狠下了功夫的，针对当时

能源供应紧张以及供水方面反映

问题较多的情况，首先抓了以煤、

电、运、重大水利以及有关农业生

态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等项目，在计

划上做出安排和实施。对调整中

停缓建的11套钢铁、大化纤、大化

肥等引进项目，也陆续安排了建

设。这为后几个五年计划和经济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

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何玲报道 为加

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

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

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提

出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

准入、完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升级

的政策体系、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

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建立健全消费

领域信用体系、优化促进居民消费

的配套保障、加强消费宣传推介和

信息引导六项重点任务。

在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

系方面，《方案》要求，完善消费领

域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依托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聚焦重点

消费品和旅游、家政、养老、健康等

服务消费，进一步归集市场监管、

税务、海关等领域信用信息，建立

健全企业信用档案和人员档案数

据库。落实企业的信息共享共用

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加大基本信息

数据收集力度，实现产品生产信息

和质量追溯信息互联互通，方便消

费者集中查询。出台实施商务领

域诚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强化

“信用中国”网站公开功能，逐步

实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产品

抽检结果等不涉及个人隐私、企

业和国家秘密的信息向社会全部

公开，为公众提供信用信息“一

站式”查询和消费预警提示服

务。建立重大信息公告和违法违

规记录公示制度。

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加快建立守信“红名单”和失信

“黑名单”及管理办法，实施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在部分地区试点建立失信企业惩

罚性赔偿制度，在总结评估的基

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建立完

善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根据

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合理配置和调

度监管资源。

推进消费者维权机制改革。

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加强金

融消费维权，强化监督管理和社会

监督，约束引导银行业和保险业金

融机构诚信服务、规范经营，不断

提升金融消费满意度。加强电商

消费维权，针对电商销售重要时间

节点，加强与电商平台、消费者协

会等的协作，实现维权、处罚等信

息互联互通。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和虚假广告宣传。推动加快个人

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完善消费者

个人隐私、消费数据保护法律法

规，强化零售商、服务提供商、电信

运营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主体

责任，加大对侵犯消费者隐私权行

为的打击惩戒力度。

加强重要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建设。统筹规划全国重要产品追

溯体系建设，提高重要产品生产管

理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健

全追溯大数据应用机制，逐步形成

全国追溯数据统一共享交换机制，

初步实现部门、地区和企业追溯体

系互通共享。完善食品药品等重

要消费品召回制度。扩大产品国

家监督抽查覆盖面，增加抽查频

次，加强联合监督执法。

《方案》还提出进一步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在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保持居民合理杠杆水平的前

提下，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

品创新，加大对重点消费领域的支

持力度，不断提升消费金融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引导商业保险机构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开发有针对性

的保险产品。此外，依托国家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体系等基础设施资

源，加快推动各部门、各地区消费

领域大数据应用并实现互联互

通。推动社会组织、电商企业等建

设相关领域大数据库，支持专业化

大数据服务企业发展。加强政府

与社会合作，建立消费领域大数据

分析常态化机制，提升大数据运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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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夕阳余热尽争辉，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改革开放路，春风化雨，曾经

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发改委广大老干

部，对党无限忠诚，对发展改革事业无比热爱，既是改革

开放的亲历者、拥护者，又是推动者和践行者，是活动的

资料库、移动的档案馆。为将老干部中蕴藏的珍贵的改

革开放好故事、好体会、好经验深入挖掘出来，生动展现

改革开放 40 年来发展改革工作的历史担当和突出成

绩，本报从今天起开设“老干部谈改革开放40年”专栏，

以访谈的形式真实记录、诚挚献礼改革开放 40 周年。

敬请关注。

摸着石头过河 走进改革开放
国家发改委部级老干部陈宗皋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改革故事

我国将试点建立失信企业惩罚性赔偿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

白裤瑶族的新生活白裤瑶族的新生活
白裤瑶族是瑶族的分支，因

男子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

白裤瑶族聚居在黔桂交界地带

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目前，越

来越多的白裤瑶族同胞正搬出

深山，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图为

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移民集

中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周 华 摄

陈宗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