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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保护文物也是政绩”深入人心

“心疼老人，哪里还能嫌
脏呢。”

浙江一位老人不舒服，忍
不住吐在公交车里。其他乘客
捂鼻躲开，12岁女孩张静初
却拿出包书的书皮，接住老人
再次呕吐物，并用纸巾把地面
擦净。班主任说，不意外，她内
心像水晶一样清澈。

吾幼： 为小女孩的善良
懂事点赞！

咖啡牛奶： 一个人的人
品如何，看细节……

喵姐：换作是我可能只会
递纸巾，你们呢?

婷婷： 这个祖国的花朵
开的漂亮。

微议

来论 儿童图书选择权该不该“下放” 及时语

日出南山欲喷薄
———城步苗族自治县天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发展走笔

4月10日，初春的太阳穿云破
雾，从南山天际喷薄而出，给大地
带来勃勃生机。

走进城步县自来水厂，记者看
到草坪上一排排“玻璃板”在阳光
下耀眼刺目。随行的城步天源电力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平自豪
地告诉记者，这就是节能、环保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 近年来，该
公司投资总装机367.2KW，这些分
布式光伏发电站分别建在县电信
公司、移动公司、国土资源局等单
位。按照“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
网调节”的运营模式，因地制宜，有
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我们新能源光伏产业公司
是邵阳市目前唯一有资质的企
业， 是一个颇具市场前景的新兴
产业， 就好像这初升的太阳。”李
小平指了指天边红艳艳的太阳，
满脸兴奋。

【矢志环保】
投资发展新兴产业

2014年9月，经邵阳市发改委
和城步县人民政府批准，城步天源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依法成立，公司
主要从事新能源电力开发和电动
汽车充电桩站建设。目前公司自筹
资金1000多万， 在该县已相继修
建了30多个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管理科学
规范。拥有员工210余人，其中专
业人才13人， 高级电气工程师1
名，电气工程师3名，电气助理工程
师9名。

“城步是国家贫困县，这里山
青水秀，风景宜人，因地处山区电
力资源比较匮乏。我们当时看准这
个项目，就是因为它环保，不破坏
环境。”在公司办公室里，李小平与

记者侃侃而谈。
李小平是城步本地人，特别热爱

自己的家乡。以前是投资办小水电站
的，因为小水电在一定程度上也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这些年，他一直在苦
苦寻找一个绿色环保新产业。

为此，他数次南下广东、海南等
地考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产业。顿时，眼前一亮，这
不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新产业吗？

说干就干！就这样一路跌跌撞
撞走了过来———

【艰辛创业】
光伏产业刷亮苗乡

光伏发电，生态环保，阳光产
业。同时，城步县海拔较高，是邵阳
“离天最近”的地方，光照充足，发
展光伏产业得天独厚。为此 ，李小
平和公司同仁发扬“夸父逐日”的
精神，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光伏发电是将太阳能转化为
电能的一项技术， 不使用燃料，不
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和其他废气在
内的任何物质，不污染空气、不产
生噪声，是真正绿色环保的新型可

再生能源， 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
持。近年，全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东
南沿海地区光伏产业风起云涌。

2014年，国家能源局下发《关
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
关政策的通知》， 鼓励扶持开展多
种形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
“正因为国家支持、政策给力，我们
才决心大干一场。”

为了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李小
平毅然卖掉自己的小水电站，拿出
家里的所有积蓄，与几个要好的朋
友创办了城步天源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接下来打报告、办手续、招员
工、 买设备……一路紧锣密鼓，马
不停蹄。“那段时间，我们是拼着命
在干，常常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几
个月下来消瘦了不少。” 回忆起创
业时的艰难，李小平感慨良多。

2015年9月建在该县自来水
厂、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国土资源
局等单位的第一批太阳能光伏发
电站正式与城步县电力公司并网
发电。同时，公司也顺利拿到了邵
阳市发改委关于该公司发电上网
电价的批复及城步县电力有限公

司并网说明。
登高远眺，但见城步县城花团

锦簇，树木葱茏，在一片绿色的海
洋中不时泛起一抹抹银色的海浪，
那便是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在阳
光下熠熠发亮。

【光伏扶贫】
绿色能源助推发展

新能源、新发展，将给城步人
带来新的生活。

“现在有了新能源，洗澡、烧水
样样行，清洁又环保。”记者在该县
采访，已用上光伏新能源的百姓掩
饰不住满脸的幸福。

记者了解到，光伏发电适用范
围广，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全国
许多地方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大
力支持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结
合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取得
可喜的成果。

光伏发电，绿色扶贫，邵阳蹄
急步稳。今年3月16日，市委书记
龚文密在全市能源工作调度会上
指出，在光伏扶贫方面，要在全市
1273个贫困村中作为集体经济先
行推广，各个贫困村的联点扶贫单

位要予以资金支持，要遵照自愿原
则在贫困户中推广。

目前， 邵阳市已编制建设方
案，并在隆回、邵东、邵阳县等地进
行了试点推广。 今年全市1273个
贫困村，每个村将建设一座100千
瓦的光伏电站，全市装机总量预计
将达到12．73万千瓦， 总投资约
11.457亿元。

扶贫攻坚，绿色发展，城步县更
是众志成城， 全力以赴。 今年3月4
日，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县委书
记罗建南、县长杨博理强调，全县要
发展壮大一批县域优势特色产业，
充分利用好荒山、荒地、荒坡和林地
资源，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年内完成
装机1200千瓦、 光伏发电3万千瓦。
同时， 县扶贫办也把该公司的光伏
扶贫作为试点项目，在全县推广。

好风借力，乘势而上。李小平
信心满满地说:�今年，公司将在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启动电动汽
车充电桩站建设，并建立2个农村
光伏电站。同时在白毛坪乡枫界村
大力开展光伏产业扶贫。目前项目
土地已整平，围墙也砌好了，该项
目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并网之
后，村民还可以把多余的电卖给电
力公司挣钱。

同时，公司还制订了一个详细
的光伏扶贫方案，将在全县一些贫
困村利用荒山荒坡建太阳能光伏
电站， 同时还要修建光伏大棚，光
伏大棚的蔬菜种植不仅能给农民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推动当
地的就业发展。

“日出东方，其光大道”。我们
深信：城步的光伏产业将一如南山
之日出，熠熠生辉，光耀苗乡。

■实习记者 尹建国 何荣
记者 陈志强

城步苗族自治县天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平在察看光伏发电运行情况。

“就未来而言， 中国经济仍
有很大增长潜力，所谓‘滞胀论’
是于理无据的。”

———《人民日报》刊文称，考
虑到季节性等因素的推高作用，
我国目前的物价水平仍然合理。

“营改增及增值税改革累计
为企业减税6412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12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

习近平近日对文物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
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工作方针，努力走出一
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
路。(4月12日 新华社)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
计， 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
可移动的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
于各类建设活动。 不能不说，造
成这样难以挽回的遗憾，与某些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历史文物缺
乏必要的敬畏之心有关。那些文
物在“建设”的名义下消失，某种

意义上来说，是对“建设”的反
讽。文化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其他各类建设活动是以历史
文物的消失为代价，那文化建设
又从何谈起？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文化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
局中，是对文化建设意义的重视，
也是对既往建设活动中表现出
的激进行为进行的拨乱反正。此
次，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更是一针
见血地点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某
些地方之所以对历史文物的敬
畏之心不强，在于没有树立保护
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在不少地方的政绩观中，文
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

同的地位和价值次序之中。“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从这句耳
熟能详的地方政治话语中，便
可得知， 文化在某些地方的政
治理念中， 其实是处于配角的
地位，唱主角的一直是经济。在
这种理念的主导下， 某些地方
看似十分注重文化保护和抢
救， 甚至出现了多地争抢名人
故里的现象， 但其实看重的还
是名人效应背后可能给地方带
来的经济效益， 骨子里实际上
并没有对历史文物有足够的敬
畏之心。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放
着真的历史文物不去保护，却
热衷于建设一些假冒伪劣的历
史文物去搞旅游开发， 简直就
是南辕北辙，叶公好龙。这样的

政绩观，既不严实，也不科学。
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本身不处于相互对立的矛盾体
中，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并立而行。换言之，保护文物
最起码也有资格成为政绩舞台
上的主角。而以历史文物的消失
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则是不科学
不理性的发展，是不正确的政绩
观造成的畸形发展。习近平同志
的重要指示，是一次执政理念上
的纠偏，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事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及 时 指
正———为此有必要探索建立更
为刚性的考核标准，促进“保护
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

■本报评论员 赵强

这几天，曹文轩获“国际安
徒生奖” 的消息成为业界最为
关注的话题。 如今图书出版门
槛偏低， 儿童图书市场存在大
量质量比较低劣的书。 对于如
何选择儿童读物，曹文轩认为，
家长不能“下放”图书选择权。

不管在任何国家，孩子的
阅读书目从来不是一个小问
题。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由于
学校教材很多都是因校而异，
导致的结果是，家长根据自己

对其教材的认可程度来为孩
子选择学校。你能说这是家长
搞“家庭霸权”吗？恐怕不能，
因为教育过程中的亲子平等，
并不是指完全的平等，它更多
是教育方法上的。具体到图书
阅读上，制约因素太多，要是
让孩子自主选书，那最起码也
会因为“偏食”而营养不良。

更为关键的因素还体现
在儿童图书的质量上。我国有
2.4亿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少

儿读物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
凭借着“人口红利”快速发展。
很多出版商逐利而来，导致儿
童读物良莠不齐。面对如此形
势，家长又如何能放权让孩子
去自由选择呢？

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开
展更多有公信力的图书推荐
活动，在好的儿童读物被广而
告之的同时，也解决了家长选
择图书的困难， 何乐不为呢？

■刘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