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9日讯 第23届
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总编辑
年会于8月7日至9日在宁夏银
川举行。作为年会的一项重要
议程，年会评选了2017年度全
国省级晚报(都市报)好新闻奖，
本报共有22件新闻作品获奖，
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9件、三
等奖7件。本届年会也首次将移
动媒体作品纳入了评选范围。

8月7日，第23届全国省级
晚报 (都市报) 总编辑年会开
幕， 来自全国27家省级晚报
(都市报)的社长、总编辑、资深
媒体人相互交流经验，探索新
时代背景下，报业转型发展的
思路和做法。

年会高峰论坛以“新时代
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邀请
各大省级晚报(都市报)总编辑
和报社负责人共同探讨报业

融合、转型创新发展之路。
本届年会由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 宁夏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新消息报社承办。
年会经过层层严格审核， 评选
出2017年度全国省级晚报 (都
市报)优秀新闻作品。

2017年度全国省级晚报
(都市报) 好新闻奖揭晓目录
中，本报推荐的《守正创新，都
市报也能唱好主旋律》获论文
类一等奖;《“寻找战火青春”
系列报道》《“聚焦垃圾分类之
困”系列报道》获文字类一等
奖;《书法扶贫让村妇梦想开
了花(短视频)》获移动媒体作
品一等奖;《关注更年期建筑》
系列报道、《共享单车摊上多
重“考问”》系列报道获策划类
一等奖。

■记者 肖德军

本报8月9日讯 日前，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公布了2018年农业产业强
镇示范建设名单， 全国共254
个镇（乡）被批准开展农业产
业强镇示范建设。其中，湖南
有11个乡镇上榜，分别是宁乡
市双江口镇、 衡阳县曲兰镇、
祁阳县茅竹镇、 邵东县廉桥
镇、涟源市桥头河镇、长沙县
金井镇、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
坪镇、桃源县茶庵铺镇、华容
县插旗镇、道县梅花镇、常宁
市塔山瑶族乡。

农业农村部要求，农业产
业强镇示范建设要把建立完
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作为重
要目标，坚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积极探索财政奖补资金
股权量化、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多种易
操作、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产业兴村

强县示范行动的通知》， 中央
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开
展示范的农业产业强镇予以
适当支持。 资金分两年安排，
第一年安排部分补助资金；第
二年对达到建设标准的，安排
后续奖补资金，对达不到建设
标准的取消示范资格，不再安
排奖补资金。

2018年中央财政农业产
业强镇示范建设奖补资金已
经下达。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
省要指导督促地方严格执行
中央财政补奖资金支出方向，
坚决杜绝用于少数几家企业
的直接补助或搞平均分配“撒
胡椒面”， 不得用于修建楼堂
馆所、培训中心、职工宿舍以
及购置非生产性车辆，不得用
于城乡道路建设及绿化，不得
用于一般性支出。同时，鼓励
各地整合其他相关渠道资金，
共同推进农业产业强镇示范
发展。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哲 刘孝敬

我省11个乡镇将获中央财政补贴
2018年奖补资金已经下达 用于开展农业产业示范强镇建设

环保督察进行时

视
点 精细化管理让“共享单车”骑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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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享单车圈地大战落下
帷幕， 各企业将重心放在了加强
线下精细化运营方面。近来，长沙
多个单车品牌就推出了“禁停式”
电子围栏， 用户一旦将车辆停放
在禁停区域，将面临惩罚。对此，
相关企业负责人回应称，“禁停
式”电子围栏的上线，是为了更好
地引导用户文明用车， 也是为了
配合主管部门做好管理。（详见本
报8月9日A03版）

共享单车诞生以来， 曾是引
领世界潮流的一项创举， 为改善
“城市出行” 做出了重要贡献。它
一度是“城市生活”的一道亮丽风
景， 是展示城市文化的一张新名

片。一度，它又因为投放无序、管
理混乱而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城
市病”，堆积如山的“金属尸体”，
不仅让人“审美疲劳”，更实实在
在地成了城市交通的“累赘”。

大文豪狄更斯曾在《双城记》
里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其实不仅
是一个时代， 人世间很多事物也
都是这样集美好与糟糕于一身，
比如我们又爱又恨的“共享单车”
即是如此， 它能在很多时候给你
带来出行愉悦， 又在某些时候给
你的出行“添堵添乱”。面对这种
本身蕴藏着美好又时不时表现出
负面因素的新事物， 我们完全可

以通过科学的管理行为展示其美
好的一面而隐去其负面的一面。

毫无疑问， 这就涉及到城市
的管理问题。摩拜、ofo诞生之初，
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是一股清新的
“正能量”， 后来各种品牌的共享
单车蜂拥而至，导致了恶性竞争，
“负能量”开始尽显。随后，各城市
的交通委（交通局）针对共享单车
的无序投放而出台了各种新的规
定， 比如严格限制了新增品牌的
市场进入， 对已经在市场上运营
的单车品牌，也对其“新增车辆的
投放”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使一个
城市的单车运营与该城市的供求
关系达至一个整体平衡， 各类单

车“尸体”堆积如山的现象得到了
遏制，城市观感大为好转。

城市交通管理部门除了要在
宏观上对共享单车企业进行限制
性管理之外， 也要适时引导各单
车企业不断提升市场运营水平，
使共享单车这一出行方式更加和
谐地融合于城市的交通运行体系
之中。

而摩拜、ofo等单车企业自身
的精细化管理行为， 无疑也是对
城市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疏导管制
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这一良性互
动过程中，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给
各单车企业划出“停放禁区”；单
车企业亦可以和主管部门协商，

共同划出各单车品牌的停放的
“电子围栏”。 有引导市民停放单
车的“电子围栏”，又给市民划出
了单车停放的“禁区”，在“可为”
和“不可为”两个层面规范了市民
的骑行， 单车运营的良性秩序自
然可以达成。 而各单车企业的电
脑智能远程操控能力， 又无疑为
规范单车运营秩序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保障。

科技点亮生活， 规则引领秩
序。共享单车的诞生，是“城市出
行之福”，一度的无序竞争演变成
“城市之祸”，如今又“否极泰来”，
在精细化管理之下，重回美好。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8月9日讯 环保整改不
能简单一关了之、一拆了之。新田
县结合中央环保督察，制定《新田
县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重点行
业操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
《操作规范》），引导企业走合法经
营之路， 完善依法整治的长效机
制， 近日受到省第六环保督察组
的好评。

《操作规范》主要针对的采石
场、预拌混凝土、烧结砖瓦、畜禽
养殖4个重点行业，正是“散乱污”
现象多发的行业。 新田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操作规范》是根据
新修订《环保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17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省市相
关文件编制而成，同时深入企业调

研， 充分听取了企业主的意见建
议，既具权威性，又有可操作性。

整改有标准， 企业整改有方
向。根据《操作规范》，企业要么选
择对标整改，在规划布局、国土管
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水土保
持等方面达到硬性要求，才能够放
心大胆生产；要么自行退出，如果
退出原因是自己不愿整改或整改
不达标，也不能找政府要补贴。

“环境问题集中整治的最终
目的，是要实现企业的规范经营，
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搞‘一刀
切’。” 新田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操作规范》 给了企业自行整
改的缓冲时间。比如，县里原有49
家制砖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环

境问题。 该县按照生态环境部不
搞“一刀切”的指示精神，允许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的6
家环保砖厂整改合格后恢复生
产，将其余43家全部关停。在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强制关停前， 多家
企业决定采取“1+3”模式进行重
组， 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退出协议
并拆除生产设备的砖厂， 由重组
后保留的砖厂按每门不超过1万
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省第六环保督察组表示，作
为国家级贫困县， 新田县坚持对
环保问题依法整治， 不搞无原则
补偿的做法，值得借鉴。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吕玉军 蔡笛

环保整改有了操作规范，“新田做法”受好评

本报8月9日讯 近日，省环
保督察组接到了湘潭县易俗河
镇水竹村村民的投诉， 称湘潭
县上马垃圾填埋场臭味扰民 。
湘潭县环保局接到省环保督察
组的交办件后， 立即展开了调
查处理。

经湘潭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到
现场核实情况，发现垃圾填埋作业
运行正常，处理台账齐全，垃圾填
埋库区150吨渗漏液处理系统已
经投入运行，没有作业的区域实施

了覆盖， 从现场的检查情况看，上
马垃圾场严格按照省市整改要求
进行了落实。

随后，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对
填埋场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
按照环评排放标准，化学需氧量
排放标准为100毫克每升， 但是
当天检测结果为122毫克每升，
超标了0.22倍。由于今年7月湘潭
县城管局和湖南北控威保特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湘
潭县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运营服

务外包项目协议》，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
定， 县环保局7月31日对企业下
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
对这家公司在上马垃圾填埋场
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10万元。同
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 要求公司立即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对废水处理设施超标
原因进行检查。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蒋湘玉 通讯员谭文强

废水处理不合格，一公司面临10万元处罚

8月9日，在百合文化
节现场参与“巾帼巧手剥
百合”比赛的选手正在剥
百合。当日，第二届龙山
百合文化旅游节在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举行。龙山主要出
产卷丹百合，活动旨在推
动产销对接，促进各方协
作，推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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