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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茂：北京怀柔桥梓镇杨家

东庄人，先后参与黄花城、慕田峪

西、青龙峡、箭扣长城（一、二期）等

修缮工程，累计抢险修复古城墙 2
万米，创建了“随层、随坡、随弯、随

旧、随残”的施工原则，以保持长城

的古朴风貌。

铺灰、样趟、接趟、

浇浆、较活……一块方

砖足足有 30 多斤重，65
岁的程永茂（见上图，关

利华摄）搬起来显得有

些吃力，但手下的活儿

依旧利落，不过十多分

钟 ，两 块 历 经 400 多 年

沧桑的明方砖稳稳地复

归原处；不经提醒，外人

很难看出修复的痕迹。

“长城是老祖宗留

给咱的宝贝，这活儿一

定不能马虎。”擦了把额

头上的汗，程永茂拄着

手杖朝下一个修复点走

去。自 2004 年以来，先

后参与黄花城、慕田峪

西 、青 龙 峡 、箭 扣 长 城

（一、二期）等修缮工程，

累计抢险修复古城墙 2
万米，长城上哪里陡峭，

哪里残损都深深印在他

的脑子里……

箭扣长城地处北京

怀柔，这里正是程永茂

的家乡。18 岁那年，程

永茂跟着舅舅学瓦工。

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

和了沙泥，把砖搬到屋

里，反复练手艺。很快，他成了十里八乡知名的瓦

匠。1991 年，凭着高超的瓦作技术，他加入了新

组建的北京怀建集团有限公司，陆续参与红螺寺

大雄宝殿、天安门城台等古建修复，为日后参与长

城抢险与修缮打下了扎实基础。

秉持着“干什么都要干好”的理念，他跑遍了

怀柔区域内乃至延庆八达岭、密云司马台等周边

长城，结合史料记载，通过对各段长城的修缮年

代、工艺特点、材料特点、砌筑做法、形制等细部特

点对比，制定抢险加固的施工修缮方案，指导现场

施工。他还自学电脑，每次去工地之前，根据厚厚

的一沓设计图，用专业软件绘制施工详图。

“我们对长城坚持最小干预，做的是‘微创手

术’。”程永茂介绍：拿城砖来说，基本上遵循能使

用老砖就不再添新砖的原则，有的墙体倒塌，城砖

老料散落山间，工人们用骡驮肩扛，将石料搬运上

山，重新加以利用。补的新砖，尽可能放在背面，

修完了看上去像没修一样。每一块城砖都是用手

工修整，使用桐油掺和白灰勾缝，分别勾成“荞麦

棱缝”或“泥鳅背缝”。城墙修好后，还得用阴坡的

老土掺上水，一遍一遍地涂抹，以此达到城墙残败

破旧的样子，透出历史的沧桑感。

对排水口的修缮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长城马

道都是关外高，关内低，既利于排水，也不给敌人

提供攀登条件。”程永茂说，排水口如果修缮不到

位，入冬后很容易因渗水形成冻胀，造成砖体膨胀

破裂。

在长期的修缮过程中，程永茂摸索出了“随

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的施工原则。“长城依

山势而建，每一处都在变化。修复中务必随坡就

势，注意与老砖茬子的衔接，保留古长城的旧貌。”

除了工艺，程永茂对修缮中使用的材料决不

将就。修长城用的青砖全部沿用明代传统方法烧

制而成，包括踩泥、搬泥垛、扣砖坯、上架阴干、装

入立式马蹄窑、烧窑看火、压水闷青等多道工序。

长城砖规格尺寸多样，与普通城砖的尺寸大小不

一。有些厂家嫌麻烦，认为订货数量少、成本高，

希望能用规格尺寸相近的砖来替代，程永茂坚决

不同意，宁可花高价也必须烧制质量上乘、与长城

现有城砖尺寸一致的砖料。

砌城砖对灰的要求非常高，特别是泼灰。“泼

灰必须要闷制一个月，否则容易引起墙体膨胀、

灰面开裂。”在黄花城长城小城峪关加固修缮过

程中，工人急等用灰，泼灰闷制时间不够。程永茂

闻讯后十分着急地爬上山，“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偷

工减料。”

时近正午，站在六七十度的斜坡上，工人们正

在紧张施工。这些工匠大多来自河北滦平、丰宁、

承德等山区，每个人都吃苦耐劳。经过程永茂多

年的口传身授，他们如今都成长为砌石垒墙的好

手。2018 年，明长城传统修复技术进入怀柔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年龄逐渐增长，程永

茂一直寻思着将长城修缮的手艺更好地传下去：

“只要把长城保护好、修缮好，再苦再累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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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扫黄打非”战线大力清查涉政涉

疫、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和出版物，坚决打击各

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深入清除网上网下文化

垃圾。

严打严管有力度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扫黄

打非”部门闻令而动，助力抗疫，加强案事件处

置，坚决查处涉疫有害信息和出版物，坚决打击

相关非法出版传播活动等。

直播违规“打赏”严重冲击主流价值观，一

度成为行业突出问题，社会反映强烈。对此，全

国“扫黄打非”办与中央网信办共同牵头，联合

六部门深入开展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

管理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深入研究网络直播打赏的

法律性质，发布指导意见，对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参与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的处置方式加以

明确。监管部门关停“皇冠直播”等严重违规

直播应用程序 349 款，处置一批利用色情低俗

直播内容诱导打赏的案例，对一批存在低俗直

播内容的知名直播平台作出行政处罚。公安

机关对多起网络直播案件实现全链条打击，打

掉一批地下“黄播”平台。浙江破获“后宫”直

播平台组织淫秽表演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人，涉案金额 3 亿多元；山东破获“蜜桃直播”

组织淫秽表演案，抓获境内外涉案人员 34 名，

涉案金额 1 亿多元。这些案件的查处打击，震

慑效果明显。

直播行业人员表示：“行业发展更加良性、

规范了。”

针对淫秽色情信息网上传播新途径新形

式，“扫黄打非”部门及时研判不法活动的规律

特点，力争第一时间依法严厉打击。

一手是强化监管，督促互联网企业主动履

行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一手是高举高打，深挖

彻查，侦破大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典型案件，严

惩违法犯罪分子。

多地针对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平台引流

推广，售卖传播淫秽物品，以及开办工作室制作

淫秽视频等不法行为，梳理一批重点案件线索，

深挖犯罪利益链条，破获大案要案。其中，浙江

丽水侦办一起网络传播淫秽视频大案，涉案资

金 2 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58 名。

低俗问题是网络治理难点。“扫黄打非”部

门迎难而上，有的放矢，严格整顿。依法查处一

批网络平台，对优酷、爱奇艺、微博、全民 K 歌、

哔哩哔哩等网站传播低俗信息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约谈有关运营企业。及时清理整顿视频网

站网课映前广告、低俗广告弹窗中的少儿不宜

内容。

对网上借色情炒作的恶劣行径，“扫黄打

非”部门保持“零容忍”，坚决打击。一年来，快

速稳妥处置了网传所谓“国内版 N 号房网站”

“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优衣库不雅视频

女主角复出”等多起网上突发案事件。

共建共治有成效

激浊扬清，“扫黄打非”是一项齐抓共管的

长期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

各地各部门建立健全“扫黄打非”工作机

制，完善“扫黄打非”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扫黄

打非”治理效能。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印发有关规定，

明确各有关方面“扫黄打非”工作责任及应问责

的 8 种情形，进一步推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各地各部门也将“扫黄打非”工作开展情

况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巡察和督查考

核重点内容。

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国“扫黄打

非”工作小组新增共青团中央为成员单位。目

前小组成员单位有 27 个部门。各部门发挥各

自职能优势，创新工作思路、方法手段，强化

协 同 配 合 ，完 善 联 动 机 制 ，进 一 步 形 成 治 理

合力。

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加强市场检查和网络巡

查 ，深 入 开 展“ 净 网 2020”“ 秋 风 2020”“ 护 苗

2020”等专项行动。组织对 8 个重点省份“扫黄

打非”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通报整

改了一批问题。

各部门聚力扫除网上网下文化垃圾。

中央网信办及时清理各类有害信息，开展

“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工

业和信息化部加大对境内违法违规互联网应

用的技术处置力度。公安部破获制作贩卖传

播淫秽物品刑事案件 1002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852 名。文化和旅游部加强网上网下营业

性演出市场执法监管，清理一批违规网络音乐

产品，深入查办文化市场重点案件。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查处“软色情”违法广告案件 88 起，

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国家广电总局处理

淫 秽 色 情 及 低 俗 节 目 1.1 万 余 个 、链 接 3.8 万

余条。

各地积极推进“扫黄打非”联防协作工程建

设，强化区域性整治。全国累计建成“扫黄打

非”基层站点 71 万余个，在夯实基层宣传阵地、

“黄”“非”线索发现、案件协查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全国“扫黄打非”办加强“净网直通车”机制

建设，参与成员包括 37 家头部互联网企业，运

用该机制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清除有害信

息 500 万余条，促进网络生态空间清朗。

“护苗”工作有亮点

“扫黄打非”战线大力开展“新风”集中行

动，旨在弘扬新风正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文化

权益。

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游戏、网

络文学和漫画等领域，以及学习类应用程序上，

都曾发现各类妨碍甚至危害孩子身心健康的不

良 信 息 。 广 大 家 长 颇 为 忧 虑 ，多 方 呼 吁 加 强

治理。

回应群众关切，“扫黄打非”部门在疫情防

控期间，重点整治学习教育类网站和应用程序，

护航各地中小学在线教学活动。在中小学有序

复学后，及时组织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

场和涉未成年人非法有害网络应用程序专项

检查。

一 年 来 ，全 国 处 置 色 情 低 俗 等 不 良 信 息

1018 万余条，查缴非法有害少儿类出版物 31 万

余件、非法报刊 52 万余件、侵权盗版出版物 740
万余件。

坚决查办涉未成年人的“黄”“非”案件，严

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有害信息和出

版物。一举打掉“爱萝莉吧”“呦呦吧”“国产呦

呦”等多个儿童色情网站；广东肇庆成功破获

“口袋娱乐”移动应用程序组织未成年人淫秽表

演案，解救未成年受害人 32 名。

在以“打”开路、形成震慑的同时，“扫黄打

非”部门坚持打防并举，持续开展“护苗”正面宣

传教育。将“护苗”作为“扫黄打非”进基层的重

点任务；推动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线“青少

年模式”；指导一批以青少年用户为主的互联网

企业参与“护苗”宣传，发挥各自优势开设专题、

制作宣传片。

各地深入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紧密结

合全民阅读、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宣讲、爱国主

义教育以及文化惠民、公益帮扶等主题，丰富活

动内容、形式、载体，大力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

文明上网、健康成长。

全社会、全领域、全天候保护未成年人，合

力进一步形成，氛围愈加浓厚。

亮利剑出重拳 扬正气树新风
——2020年“扫黄打非”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 贺

核心阅读

围绕服务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围绕助
力打赢抗疫斗争、护航复
工复产复学，“扫黄打非”
战线以集中行动为抓手，
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社会
文化环境，为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作出贡献。2020
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
出版物 1700万余件，处置
各类网络有害信息 1200
万余条，查办“扫黄打非”
案件1.1万余起。

（上接第一版）

截至 2020 年底，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超过

98%，村级网络覆盖率快速提升，快递直投到村

比例超过 50%，带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交易额累计超过 1.5 万亿元。

从服务对象看，快递业服务范畴正在不断

扩大，制造业成为快递业的“蓝海”。

在广州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空基地，工作人

员每个月都会迎来一班特殊的航班，机上装载

着一个包装密实、圆柱体状的大家伙。

竟然是飞机发动机！据介绍，飞机发动机

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和精密的航空材料，需要按

时运至特定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保养。曾经的

快递业虽然“眼馋”这一业务，但能力有限。近

年来，快递企业纷纷组建航空公司，有货机、有

班组，具备了抢占这一市场的能力。

刘江分析，近年来，定制化、柔性化生产的

比例明显提升，部分面向消费的生产企业线上

销售的比重持续提升。快递服务制造业的方式

正从产品仓配一体化向供应链物流拓展。

产业转移影响“物”流

快递业不仅规模极速扩大，区域结构也发

生了变化。

2020 年 1 至 11 月，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和

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上升 0.4 个和 0.6 个百分

点，湖南、河南、江西、山西、安徽等 5 省快递业

务量增速超过 40%，比全国增速高 10 个百分点

以上。

2020 年全年，31 个省会城市快递业务量合

计 完 成 300 多 亿 件 ，占 全 国 比 重 从 2015 年 的

49.2%降到 36.7%，下降超过 10 个百分点。三四

线甚至五六线城市快递业务量增速远高于一二

线城市。

快递业区域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产业转移的变迁。“从快递数据看，东部地区产

业向中部转移，中心城市产业向周边转移，这种

趋势在持续强化。”刘江说，中心城市主要以研

发设计、展销为核心，中西部则成为主要生产

基地。

产业转移带动快递业区域结构变迁，快递

业变化也影响着产业链的布局。

刘江分析，随着一二线城市土地、人工等成

本持续上升，快递运行成本随之升高，价格也相

对较高。而三四线甚至五六线城市，运营成本

较低，价格相对也较低。“快递价格较低区域，首

先吸引商家将发货地转移至此，随后，逐步吸引

物流仓储、办公服务、金融服务等相关要素、资

源集聚，最后带动生产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

刘江说。

在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叫麻涌的小镇，各

大互联网商家将分拣中心落户于此，苏泊尔、九

阳等 500 家下游商家纷纷进驻。麻涌成为珠三

角电子商务聚集点，每天有千万包裹发出，以最

快速度满足消费者需求。

麻涌有什么秘诀？合适的地理位置，距离

广州市区 29 公里，距离东莞市区 22 公里，高速

便利；较低的运营成本，丰富的土地资源，让这

里的快递服务“物美价廉”。

今日中国，消费者通过快递渠道可以购买

全国产品；生产者通过快递渠道可以向全国销

售产品，减少流通环节，场地位置对生产者决策

的重要性逐步下降。“未来，一个地区的快递发

展水平，有望成为生产布局的重要参考因素。”

刘江说。

行业发展潜力十足

在业务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持续激烈的竞

争也推动快递业平均单价不断下降。

2020 年 5 月，快递业平均单价首次降至 11
元以下，为 10.46 元；10 月，平均单价再次下探，

降至 9.85 元；11 月，平均单价为 9.86 元，与 10 月

基本持平。

不断下降的单价也带来一些问题：快递员

权益保障不够完善，基层网点生存压力较大，行

业研发投入受限……

刘江建议，快递业在注重规模扩张的同时，

也要注重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升

发展质效，努力释放农村、制造业和跨境需求，

进一步培育发展新动能。

国家邮政局提出，2021 年将继续深入推进

“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年底东部地区基本实

现快递服务直投到村，中、西部地区建制村快递

服务通达率达 80%和 60%，进一步激发农村市

场活力。

2021 年快递业要迈好第一步，农历春节服

务保障是行业的第一次“大考”。

记者了解到，2021 年农历春节，除了一直

坚持春节正常运营的邮政、顺丰、京东物流和苏

宁物流外，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百世、德邦、

极兔等快递企业日前均表示“春节不打烊”，全

力保障消费者寄递需求。

“相比往年，今年多家快递企业宣布‘不打

烊’的时间早、服务时间跨度长、服务内容也更

加具体。”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今年春节期间，消费者购

买年货等将带来新一轮的业务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在“春节不打烊”期间，快递

企业还将加大对一线员工的激励和福利保障。

国家邮政局表示，快递企业要关心关爱快递员，

切实维护快递员工合法权益，落实劳动法关于

法定节假日薪酬待遇有关规定，为春节期间加

班的职工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和调休。

展望 2021 年，马军胜介绍：预计全年快递

业务量将完成 955 亿件，同比增长 15%左右；业

务收入完成 9800 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

1 月 7 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甘棠镇仲那村栽种苗木。入冬以来，甘棠镇依托区域自然条件优势，计划造林 18577 亩，整

个生态产业链将实现效益 2000 余万元，辐射带动群众 2123 户，打造集乡土树种、石漠化治理、大径级用材林等多功能绿色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 范 晖摄（新华社发）
冬季忙造林 治理石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