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田孔社报道

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在

2019年全国全域旅游工作推进

会上宣布，同意山西省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标志着

山西成为我国第8个获批省级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也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

建后批准的第一家省级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

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

来，山西深入挖掘“地上”资源，

高起点大手笔谋划文化旅游产

业，从转型发展上下足功夫，全

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山西省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据了解，山西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省级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始终加强顶层设

计，为全域旅游谋篇布局，形成

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在进行整体规划布局时，突

出综合治理，着力创新发展体制

机制；突出补齐短板，着力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突出融合发展，着力推进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增加旅游优质供

给；突出品牌营销，着力提升一

体化营销成果；促进旅游业全区

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形成

旅游业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

域共享的发展格局。

山西省委、省政府将文化旅

游业培育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牵引，全力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

旅游强省，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增

添新动能。2016年以来，山西

先后有2市18县被列入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今年9

月，推荐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参

加首批验收认定的洪洞县、阳城

县和平遥县3个创建单位，被认

定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推动了全域旅游工作发展。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山西全

省旅游经济整体稳中有升，旅游

接待人次和总收入两项主要指标

同比均创新高。1月～9月，全省

共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57.16万

人次，同比增长6.32%；实现入境

旅游创汇3.23亿美元，同比增长

7.93%。全省共接待国内旅游近

6.49亿人次，同比增长20.29%；

国内旅游收入6179.34亿元，同

比增长20.83%。

目前，任县已建成3个堆肥处置中心，日处理
生活垃圾2.5吨。此外，正在谋划建设占地50
亩的生活垃圾堆肥场，建成后将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资源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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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兰 云

许多城市都难以推行的

生活垃圾分类，在河北省任

县一些农村已经实行一年多

了，村民们对生活垃圾早已

形成分类处理的习惯。运行

一年来，乡村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治理，村容村貌大幅提升，

基本实现农村垃圾“源头减量

化、收集分类化、过程无害化、

处理资源化”的目标。由于成

效明显，今年8月30日，河北

省住建厅将其确定为全省唯

一一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县”。

四个小桶 分类处置

近日，记者在任县小屯村

看到，村内街巷干净整洁、绿树

成荫，进入农户庭院，一黄一绿

两个分类垃圾桶分外醒目，瓜

棚李下，一片清新。不远处，收

集垃圾的车上传来顺口溜“收

垃圾的过来了，全体村民出来

看，大街有了收购站，三轮车大

街停，车上放着四个桶……齐

心协力搞卫生，垃圾分类要记

清，国家政策搞得好，改善环境

是法宝，希望大家配合好，乡村

美丽又环保……”听到小喇叭

播放，村民们就会把自家分好

类的垃圾送出来。

县政府分管此项工作的

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有效解决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难、清运

难、处置难”问题，县委、县政

府在实施乡村振兴和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过程中，将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提升到生态文明

建设的高度来认识，选择了40

个村作为试点，计划用两年时

间将全县 195 个行政村全部

覆盖。这是该县在改厕、禁

煤、美化村容村貌基础上，进

一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的成效。

据介绍，在推进实施过程

中，任县探索推行了“双四分”

工作法。第一个“四分”是将

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

可堆肥垃圾、不可堆肥垃圾、

有毒有害垃圾；第二个“四分”

是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转、分类处理”的全链

条分类模式。

该方案确定后，相关部门

通过集中、分散、实地讲解等多

种方式，走进家庭对农民进行

培训，讲解垃圾分类处理的重

要意义和操作方式，同时深入

到学校，对中小学生进行专门

培训，并以家庭为单位，为每户

发放了两个小桶，由农户从源

头上进行分类。

目前，县里投入500余万

元，为40个村购买了7辆垃圾分

类压缩车、40，000多个户分类

桶、269 辆电动垃圾运装车，

并在每辆车上配备了“1把扫帚、

1台称、1个夹子、4个桶”，这一

标配，成为任县农村中的一景。

那么，这“一台称”有什么

作用？据介绍，为了使农户对

垃圾分类更积极，保洁员对农

户家的可回收物以高于农村废

品收购价格进行称重收购，然

后再由垃圾中转站对保洁员进

行差价补贴。通过“一台称”，

同时调动了农户与保洁员的积

极性。

过程控制 末端利用

为了保障此项工作顺利推

进，政府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

由第三方公司来运营。在具体

实践中，通过源头分类、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的全链条式生活

垃圾处理模式，在政府和第三

方公司的指导下，村民在家中

将生活垃圾科学分类。与传统

方式比较，垃圾数量也减少了

很多。

在垃圾收集环节，保洁员

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农户把分

好类的垃圾投放到垃圾车上

具有明显标识的 4个垃圾桶

内，此过程确保垃圾不落地；

然后由第三方公司针对不同

垃圾，分类运走，有效减少了

二次污染。

“末端处理”是整个分类

垃圾链条中的重点环节。县

住建局局长耿卫平介绍，在

末端处理方式上，对于分类

数量中较多的可堆肥垃圾，

由环卫公司统一收集转运至

堆肥场进行高温堆肥处理，

形成的肥料提供给农户使

用；不可堆肥垃圾经过压缩

处理后，外运至垃圾焚烧电

厂或国土部门指定的垃圾填

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毒

有害垃圾由专业化公司进行

处置。

目前，任县已建成3个堆

肥处置中心，日处理生活垃圾

2.5吨。此外，正在谋划建设占

地50亩的生活垃圾堆肥场，建

成后将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资源化目标。

长效运行 多元共治

推行垃圾分类，关键在于

科学管理，并形成长效机制。

为此，任县建立了由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县住建

局牵头抓总，专业公司运营管

理，有关乡镇配合推进的责任

体系，同时出台了“专项实施方

案、绩效考核办法、三年作战计

划等”多项文件，进一步从政策

层面予以规范。

为了确保工作有序衔接，

任县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共治

的监管体系。县级层面，成立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协调

服务中心”，对第三方公司和

试点村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巡

查；在乡镇层面，由乡村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办公室对所属

行政村开展日常检查；在村级

层面，由村班子成员划片包

户，建立街长制、巷长制，对工

作进行日常化指导监管。

如今，在任县，最难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

村民的自觉习惯，从过去的

“要我分类”变为现在的“我

要分类”。分类中的“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衔

接紧密，使整个系统形成闭

环，一套完整的垃圾分类治理

体系已经初步建成。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邓小辉

近日，2019年全国政务大

数据公共服务研讨交流会在湖

南省湘西州召开。

此次交流研讨会是湘西州

首次承办的全国性大数据专题

会议，来自全国政务大数据、社

会公共服务、中国测绘科学研

究院、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等有关专家、学者云聚于此。

围绕政府数据共享、大数

据支持政府决策、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与地理信息系统、大数

据融合及一张图建设应用等话

题，与会代表分享成果与体会、

实践与思考，开启思维碰撞、智

慧启迪、理念引领，描绘大数据

的美丽音符，提升大数据公共

服务能力和水平，呈献了一道

丰盛的大数据公共服务发展及

研究的盛宴。

自然资源部大数据中心副

主任郭文华就大数据辅助房地

产调控决策分析介绍，我们正

处于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战略

已上升到国家战略。而2019

年个别城市出现“地王”项目，

跟房地产企业融资泛滥有很大

关系，因此房地产是防范金融

风险的重要方面。自然资源部

大数据中心从人、地、房、企业、

城市和资金 6个维度探寻规

律，发现问题，及时预警，提出

建议，辅助决策。

国家电网大数据中心主任

王继业就电力大数据服务支撑

政府决策的探索介绍说，经过

10余年发展，国家电网公司已

经建成两级部署多套信息化系

统，全面覆盖企业运营、电网运

行和客户服务领域及各层级应

用，成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司物

联网应用已具有一定基础，接

入智能电表等各类终端5.4亿

台（套），采集数据日增量超过

60TB。

在取得信息化成果的同

时，2019 年 2月 22 日国家电

网公司党组决策成立国网大

数据中心，为总部各部门、基

层各单位提供业务支撑。在

数字创新数据增值变现方面，

国网公司规划了118个基于电

力大数据的数据增值变现服

务和产品；其中对外56个，包

括服务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企

业智慧运营、服务居民趣味用

能三方面内容，在践行央企社

会责任的同时，拓展新的利润

增长点；对内62个，包括精准

营销、精准投资、精益管理、风

险防范、增值服务等提质增效

内容。在环保停复工监测方

面，公司具有全天96点高频的

数据采集功能，通过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的实时召测数据和

企业的用电设备信息，能精准

监测执行减排、停产整顿等企

业的用能曲线变化情况，有效

提升生态环境部门对相关企

业的监管能力，提升执法检查

的针对性、精准性。

湘西州委副书记、州长

龙晓华在致辞中讲到，此次研

讨交流会是湘西州政府推行

《智慧湘西建设发展规划》以

来首次承办的全国性大数据交

流研讨会。智慧湘西建设前景

广阔，大有作为，此次交流研讨

会是推进大数据产业、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一次全国学术性研讨会，

更是湘西州向外界展示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推介神秘湘西风

采，分享推动地方“数字政府”

建设和大数据创新应用等工作

的重大机遇。湘西州委、州政

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敏锐对接“数字中国”“互

联网+”战略部署，把智慧湘西

建设作为全州脱贫攻坚、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后发赶超的战

略举措，积极探索民族贫困地

区后发赶超、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

近年来，湘西州委、州政府

把大数据建设作为全州战略决

策，纳入州人民政府“一把手”

工程，把大数据作为湘西高质

量发展的助推器，作为全州经

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的新引擎，抢占并

赢得先机，全力推进“智慧湘

西”建设，通过大数据广泛应用

推动“放管服”改革和技术创

新、产业调整、智能制造，奋力

夺取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本报讯 记者祖智慧 方远

报道 近日，江苏省政府发布了《江

苏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年）》（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政策力度大、范围广，

对于全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促进扩大就业、推动江苏省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江苏省提升劳动者

素质迫在眉睫。截至2018年

底，省内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

员比例 27.2%，高技能人才占

技能劳动者比例 30.3%，远低

于先进国家水平。为此《方案》

提出，2019年～2021年，江苏

省将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 450 万人次以上，其中

2019年培训195万人次以上。

按照“普惠均等”“突出重

点”的原则，江苏省将尽可能扩

大培训覆盖范围，有层次地实

施职业技能培训。对此，江苏

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益锋表示，

省财政部门将从支持开展免费

培训行动、支持提供生活费补

贴、支持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或

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三个方

面展开工作。为支持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在支持资金筹措方

面，还从全省失业保险基金结

余中拿出部分资金，支持资金

超过90亿元。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报道

近日，福建省审改办印发出台

《福建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持续推动数字福建电子政

务建设，不断提升“互联网+政

务服务”水平。

据福建省发改委体制改革

处处长黄少斌介绍，今年7月17

日，福建省审改办印发《2019年

全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

管服”改革工作要点》提出“建立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服务绩

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9月4

日，福建省数办、审改办发出《关

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

求“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

机制，将‘好差评’结果纳入部门

年度目标考核、个人年度考核”。

《办法》规定，“好差评”适用

范围包括政务服务机构的服务

事项管理、办事流程、服务效率、

服务便民度，政务服务平台的便

捷性、完善性和工作人员的服务

态度、服务水平等。评价人可通

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渠道做出

“好差评”，评价等级分为非常满

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非

常不满意。

从“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
河北任县全力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难题，基本实现“源头减量化、收集分类化、

过程无害化、处理资源化”目标

启迪智慧 引领理念 奏响大数据美丽音符
2019年全国政务大数据公共服务交流研讨会在湖南湘西召开

江西南昌江西南昌：：垃圾分类进社区垃圾分类进社区
2018年以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在全县三大片区的小区

设立垃圾分类环保驿站，推行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法。环保驿站内

分布有智能分类垃圾箱、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点及分类知识展板等，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图为南昌县王家社区居民在环保驿站用分类积

分兑换商品。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江苏发布《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年培训将达195万人次以上

福建出台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
评定结果纳入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个人年度考核

深挖“地上”资源 谋划文旅产业
山西成为第8家省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广西贺州广西贺州：：平桂土瑶平桂土瑶““姜姜””脱贫脱贫
近年来，广西贺州市平桂区努力培育扶贫产业，在6个土瑶

聚居的深度贫困村发展大肉姜种植，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目

前，大肉姜种植总面积已达3166亩，实现了“户均两亩姜”的发展

目标，大肉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图为平桂区鹅塘

镇槽碓村的土瑶群众在收获大肉姜。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