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6日讯 7月26日下午， 在衡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上，郑建新当选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记者 周湘云 徐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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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蹭凉”，别给城市添堵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 市民直

呼受不了。不过，家住地铁站附近
的居民却有了避暑良方： 到地铁
站去“蹭凉”。有着“火炉”之称的
武汉，地铁站里就有不少前来“蹭
凉”避暑的市民，人一多，难免会
有管理上的隐患， 因此地铁工作
人员吁请“蹭凉族” 做到文明有
序。（7月26日 武汉晚报）

入伏以来， 全国多地达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 一些地方
甚至到了40℃。面临如此酷暑，不
少人纷纷到商场、银行、地铁站等
场所“蹭凉”，人们称呼这一群体
为“蹭凉族”。对于“蹭凉族”，绝大
部分公共场所还是持包容态度的，
一方面是出于对经济困难人群的
人性化关怀、体谅，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同时可以提升像地铁站这样

的公共场所制冷系统的利用率。
虽说社会对“蹭凉族”给予了理

解包容，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有关
“蹭凉族” 的问题也引发了不少热
议。一些“蹭凉”的人在公共场所“蹭
凉”时不太注意文明，大声喧哗、当
众横躺、 随地吐痰甚至损坏公共设
施等， 在扰乱公共秩序的同时又使
管理方增加了管理、维护成本，导致
了损人不利己的“公地悲剧”。

我们必须看到， 随着高热成
为自然灾害的当下， 纳凉已经成
为公众在夏季的一种刚性需求，
而在城市， 不少居民出于经济问
题， 这个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必须由公共服务来给予帮助，
因此“城市纳凉”的功能很多时候
就由一些公共场所来担负。 目前
有的城市已经在这方面走在前

面， 如浙江杭州今年就在地铁站
开辟了纳凉专区， 让市民在此避
暑， 同时地铁管理方也进行了有
益引导， 让市民不再像以前那样
无序， 而是文明纳凉。 更可取的
是， 杭州还在城区中开放了48个
临时避暑点，不仅设置了空调房，
还准备了水和干粮， 让城市中的
流浪乞讨人员暂时歇脚。

这些举措， 都让人看到了城
市在救助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方
面的公共善意， 也让人感受到了
一个文明社会在建设过程中的点
滴进步。公共服务在进步，那么个
人在其中也应该以实际行为相呼
应，而不是透支公共服务、管理资
源，任性地让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影
响他人甚至影响公共秩序和安全。

在“蹭凉”这一社会现象中，

单纯靠道德要求可能还是不能达
到社会管理的预期效果， 因此这
对公共管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譬如像杭州那样专门开辟纳凉区
域可能更加有利于管理，另外，还
须配套行为劝诫、规则明示，必要
时还可以对不文明者进行一定的
处罚。 如在地铁站纳凉者不文明
的行为很可能会影响地铁进站、
停靠等， 对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和
安全隐患的行为， 可视情节轻重
给予惩处，唯有软硬兼施，才能更
有效地维护好公共秩序。

苦热之夏， 城市有责任为因
经济问题没有空调或开不起空调
的人群提供纳凉之所；而“蹭凉”
者对于公共场所提供的便利，更
应以感恩之心去主动遵纪守序、
讲究文明。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7月26日讯 近日，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
下发《关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产业扩大就业的若干政策》
（简称《政策》）。 放宽市场准
入、给予财税支持、降低企业
费用、加强金融扶持、支持创
业就业、降低用工成本、加强住
房保障、推进品牌建设、鼓励招
大引强、划定实施范围……《政
策》 明确了支持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的10大扶持政策，真金白
银，干货十足，力度罕见。

设置“最简程序”

截至2016年底，全省还有
49个贫困县、5871个贫困村、
331万贫困人口， 其中许多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的
难度大、成本高。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稳定脱贫，关键在稳就业，根
本在强产业。《政策》 明确提
出， 推动贫困地区提升自我
发展能力、 做大做强县域经
济，帮助贫困人口就近就业、
长期就业， 要在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和服务业的基础上，
依托产业园区， 集聚发展就
业吸纳能力强的工业（含农
产品加工业）。

《政策》提出，凡在贫困地
区园区内符合产业政策、环境保
护、规划、安全生产等“红线”要
求的工业企业（含农产品加工
业）， 均可享受税费、 金融、用

工、住房等多方面的优惠。
在市场准入方面，《政策》

明确，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
设“绿色通道”，设置“最简程
序”，在规划许可、土地审批、
环评审批等方面推行“即来即
办”模式，实行审批“一站式”
办理、“一次性”办结。实施“先
照后证”、“多证合一、 一照一
码”等改革。

上市融资可获奖励

金融扶持方面，《政策》提
出，支持贫困地区企业上市融
资，对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首
发上市申请材料并处于在审
期的，给予适当奖励。参照精
准扶贫“财银保”方案，企业稳
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占比达到15%以上的，可获得
贷款支持。

《政策》 鼓励地方政府整
合培训资金资源，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开展订单式就业
技能培训，对实施效果好的贫
困县给予每个县100万元奖
补。对企业吸纳当地劳动力就
业，签订劳动合同且实际在岗
12个月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的，按政策标准给予社会
保险补贴； 同时按每人每年
1000元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
贴，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岗位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
年1500元。

■记者 唐婷 通讯员 黄梅

本报7月26日讯 为推动“政
协民主监督和纪委执纪问责”有效
结合，今天上午，在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的带领下，49名政协委员走进
省纪委机关，“零距离”感受纪检监
察机关“开门反腐”的工作情况，并
探讨“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相
结合的新形式。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傅奎，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
袁新华，秘书长卿渐伟出席活动。

委员们先后参观了一楼大厅
综合展示、信访工作展示、专项治
理工作展示、 网络宣传工作展示
和省纪委机关风貌等五个板块。
在省纪委信访室， 大家近距离参
观信访室工作人员拆信分流工
作、 网络举报工作和电话举报工
作的处置全过程；在四楼，大家饶
有兴趣地通过展板了解了问题线
索处置、 谈话函询等执纪审查方

面的工作流程。
在互动交流环节， 委员们围

绕“如何确保正风反腐不松劲”
“如何实现对扶贫工作的精准监
督”“如何防止‘灯下黑’”等问题，
与省纪委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

李微微在讲话中指出，“政协
委员走进省纪委” 活动开创了政
协民主监督的新路径， 让委员们
对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
更加充满信心； 对党的纪检工作
有了新的认识； 对纪检机关和纪
检干部充满敬意； 对政协履职尽
责的不断创新有了新的启示。全
省各级政协党组要切实担负好全
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确保党
对政协的领导。 要不断探索政协
民主监督与纪委党内监督相结合
的有效实现形式，把“柔性监督”
与“刚性监督”有机结合，实现“双

赢”效果，增强监督的实效。
傅奎表示，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必须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
作用， 政协民主监督对提高纪检
工作的透明度， 拓展监督工作渠
道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纪检机
关要建立定期情况通报、 日常联
络、协作协助、履职保护和整体联
动机制， 实现纪检机关与政协机
关和政协委员交流的制度化、常
态化。要树立执纪开放理念，增强
主动接受监督自觉， 畅通监督渠
道， 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党
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又讯 在26日上午开展的“政
协委员走进省纪委”活动中，记者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26名省
管干部、132名纪检干部被立案审
查。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卿洪春 实习生 李红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

十大新政“真金白银”助推产业脱贫

“每一条都是干货， 都是
真金白银，达到了同类政策最
优。”《政策》 起草小组负责同
志表示，当前，全省脱贫攻坚
已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个重要
时间节点上出台《政策》，将为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

力量。
记者注意到，《政策》的实

施范围包括全省51个国贫县
和省贫县，已经脱贫的贫困县
摘帽不摘政策， 仍可享受优
惠。《政策》执行时间至2020年
12月31日。

“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

政协委员走进省纪委“零距离”感受“开门反腐”
上半年26名省管干部、132名纪检干部被立案审查

郑建新当选衡阳市长

绿色茶园
助力脱贫

7月26日， 桂东县万亩茶叶
观光园， 身着畲族特色服饰的村
民在采摘茶叶。目前，该县茶叶种
植面积达13.8万亩，年产茶3800
余吨， 茶叶产值约3.01亿元，茶
叶产业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特色产业。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郭兰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