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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5日电 （记者张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 4 月 25 日发布消息，2021 年 3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 6504 起，9537 人受到处理，5855 人受到党纪政务

处分。受党纪政务处分的干部中，地厅级 28 人，县处级 460
人，乡科级及以下 5367 人。

3月查处的 6504起问题中，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包括：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

有 105起；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有 2539
起；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

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有 176起；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

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

担的有 40起；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313起。

在属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

类礼品 49 起，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 883 起；违规公款吃喝

351 起，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 223 起；违规操办婚

丧喜庆 260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876 起；公款旅游以及

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 146 起；其他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543 起。

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504起

一大清早，来自成都市锦江

区的司机冯万发开着厨余垃圾清

运车，将载满厨余垃圾的车子开

到垃圾处理点，“公司与政府签了

协议，负责垃圾转运。每天晚上

收集厨余垃圾，装满车，停放在公

司 ，第 二 天 清 晨 送 到 集 中 处 理

点。”冯万发说。

厂区师傅接过话茬，“我们引

入了新技术，利用生物菌对厨余

垃圾进行发酵，并脱水脱渣，实现

了无害化处理。”

推进垃圾分类从投放、收集

到收运、处置的有效衔接，已成为

各地建设高效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的重要抓手。如何处理分好类的

垃圾？如何提高资源化利用率和

无害化处理率？各地都在积极探

索……

分类处置，提高
处理效率

在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记者看到，各类垃圾从中转站送

来后，根据分类不同，会采取不同

的处理方式，或焚烧发电、或发酵

炼油、或再生利用。

上海环境集团运管公司老港

分 公 司 总 经 理 朱 四 六 介 绍 ：“3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滩

涂 ，长 期 承 担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任

务。”现在，这里经过数年升级、改

造和扩建，不仅薰衣草遍布，还建

成了以“印象老港”生态环保为主

题约 15 万平方米的生态苑。

“推行垃圾分类给末端处置

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分类后的干垃圾热值大幅提高，每吨垃

圾发电量增加。”朱四六说。湿垃圾分出去之后，需要焚烧的

部分含水率明显降低，也减轻了污水处理负荷。干垃圾分离

出来投入焚烧后，能尽早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城市垃圾经过处理，变成电、天然气、生物柴油等资源，

又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形成‘垃圾—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

内循环。”重庆市洛碛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相关负责人说。

科技引领，加强资源化利用

“处理湿垃圾，整体工艺路线可以概括为‘餐饮垃圾湿式

厌氧消化+厨余垃圾干式厌氧消化+沼渣干化+沼气发电’。”

上海城投环境集团老港处置公司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副经理

张伟涛告诉记者。

在预处理阶段，对餐饮垃圾与厨余垃圾中的油脂进行

最大限度地提取，经过加工后可制作成生物柴油。之后，采

用干式厌氧发酵产沼气技术，对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协同

厌氧消化，生成更多的沼气、少量的沼液和沼渣。“沼气可用

于锅炉供热、发电上网；沼液通过渗沥液处理厂协同处理，

沼渣脱水干化后进一步焚烧发电，还能开展应用于土壤改

良剂、微生物菌剂等科研试验，以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回收利

用。”张伟涛说。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通过科技引

领，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和因地制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重庆市环卫集团工程管理部经理王键说，基于川菜和火锅

重油、重盐、重辣等特点，集团自主研发出符合重庆本地餐厨垃

圾物料特性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提高餐厨垃圾利用效率。

共同参与，构建全流程链条

“垃圾分类处理和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地方住建、

市容、环保、教育、交通、国土等各个部门。”杜欢政说，目前，我

国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利用的整个

链条尚未建立起来，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

比如，一些地区生活垃圾前端分类不够完善，一些地区在垃圾

清运环节存在“先分后混”的现象，这些都导致在末端处理时

成本大大增加，削减了资源有效利用率。

对此，一些地方已出台政策，对垃圾处理全链条进行规

范。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施行以来，上海加强生活垃圾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满足最新的分类处理需求。

“要充分考虑各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的放矢，精准

施策，才能形成社会共治的长效机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

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说。

（柯雨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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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下）

从青丝到白发，为乡亲们放电影 45 年，

郭建华始终保持着对这项事业的执着……

“俺 30 多岁的时候就看
她放的电影”

“俺 30 多岁的时候就看她放的电影，如

今俺都 70 多了，还是郭建华给俺放！”河南开

封朱仙镇小店王村 76 岁的村民王秀花对记

者说。记者见到郭建华时，她正和王秀花站

在村放映点的广场上交谈……刚从省里开会

回来的郭建华来不及换衣服，就赶到小店王

村，为晚上放电影做准备……

郭建华 5 岁时，母亲带她第一次去村广

场上看电影。好奇的她伸出小手摸镜头，突

然“啪”的一声，镜头里射出光线，吓了她一

跳，但她从此对这跳动的光影着了迷……

1976 年，当地要招聘一批电影放映员，

郭建华兴高采烈地报了名。负责人见了她却

直摇头：20 岁出头，又瘦又小，小姑娘能干得

了这重活儿？郭建华不服气，20 里路的自行

车体能测试，她铆足了劲，比别人多带了两份

拷贝，还第一个冲到终点，在 20 多个应聘人

中脱颖而出。靠着这股拼劲儿，经过培训，郭

建华在那年成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

那时候，听说哪里要放电影，附近的乡亲

都会赶着去看，有的爬上大树，有的站上墙头，

人多时甚至挤满了山坡。有时，连银幕后也站

满了人，那时候，对村民来说，正面找不到位

置，能在幕布后面反着看电影也是一种享受。

郭建华按下放映按钮，装在放映机里的

电影胶盘便开始旋转，镜头里射出光束，光影

世界便在幕布上动了起来。村民们发出阵阵

欢呼，又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沉浸在电影情

节之中……

放电影是三人一组，郭建华和同事经常

用平板车拉着 200 多斤重的放映设备，一晚

上走几十里泥土路，跑 3 个村，放 6 场电影。

来到第三个村子时，很多等候多时的村民都

睡着了，可放映机声音一响，大伙儿立刻精神

起来，还热情地和郭建华打招呼。孩子们还

会送来家里做的菜团子、煮玉米、烤花生。郭

建华跟乡亲们说：“只要大家喜欢看，我愿意

当一辈子放映员！”

“我想担起这份责任，不
愿农民没有电影看”

为 了 一 句 承 诺 坚 守 45 年 ，这 其 中 的 辛

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晚上露天放电影，要面临各种天气变化

的考验。开封在黄河边，冬季寒冷，经常下大

雪。村民们为了看电影，经常头顶着毛巾挡

雪，隔一阵子就抖抖头顶上的雪，郭建华也要

时不时地抖抖幕布上的雪。村民雪中坚持

看，郭建华就在雪中坚持放，一场电影下来，

浑身是雪，里外湿透。

最让她难受的还是夏天。农村灯光少，

虫子多。一放电影，放映机就成了最吸引虫

子的地方，站在旁边的郭建华经常被蚊子咬

一身的包。

郭建华的丈夫曾是一名军医，郭建华为

了给乡亲们放电影，放弃随军；丈夫便选择回

乡当了一名乡村医生，默默支持她的工作。

1994 年 7 月 1 日，郭建华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两年后，她开始担任开封县（现为

祥符区）电影公司负责人。当时，影视行业已

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影视单位面临

经营困难。在郭建华担任公司负责人之前，这

个位置空缺了许久。郭建华想了好几天，她

说：“我想担起这份责任，不愿农民没有电影

看！”丈夫很支持她，并把家里的钱拿出一部分

来；郭建华一边用这些资金买新电影，一边和

同事们下乡去寻找和增加电影放映的机会。

那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家里，遇到孩

子升学、结婚等喜事都喜欢热闹，再加上多年

的工作经历让郭建华和许多农民成了朋友，

许多老乡都乐意请放映员到自家来放电影，

添添人气和喜气。短短一年，公司收入就从

不到 4 万元增长到了 20 多万元；职工们原本

几十元的月工资也增长到七八百元，好的时

候能拿到上千元。“公司渡过了难关，好的电

影还能帮助农村移风易俗。”郭建华很高兴。

“送来米，送来面，不如
送部科教片”

电影公司重新步入正轨后，郭建华开始思

考：电影在乡村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于农业新

技术的需求越发迫切，郭建华就把放映科教

片作为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的重要手段。最

近 10年来，公司累计放映科教片 9万多场次。

开封是花生主产地，为了帮助当地农户

通过种植花生增收，在郭建华的推动下，当地

拍摄了一部名叫《咱家花生好收成》的科教

片。影片既符合开封当地花生种植特点，又

富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累计放映了 6000 多

场，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

近几年，郭建华还带领放映人员深入全

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较多的非贫困

村，建立了 100 个农村扶贫电影放映点，采取

“点单式”放映模式，累计放映科技扶贫影片

1 万多场次，引导许多村民走上科技助农、脱

贫致富的道路。郭建华说：“一些群众高兴地

说，‘送来米，送来面，不如送部科教片’！”

一晃 45 年，承担的工作在变，电影放映

机也逐渐从胶盘式变成了数字化，但到村里

给老乡放电影这件事，郭建华从没断过。现

在，她还时常跟同事们一起去各个村子，每年

放几十场甚至上百场电影。

“一条路，走了半个世纪；一件事，倾注了

全部心血。”2019 年，在郭建华获得全国“诚

信之星”时，组委会给了她这样的评价，而这

恰似她 45 年放映员生涯的总结。

坚持为乡亲放电影45年的郭建华——

“我愿意当一辈子放映员”
本报记者 毕京津

与郭建华交流，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无论是和谁打交道，郭

建华永远不变的是自己温暖的笑容和亲切

的乡音。从放映影片满足文化需求，到送科

教片下乡照亮小康路，郭建华奔走至今，始

终觉得“永远干不够”。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为农民放了一辈子

电影的放映员，她用近半个世纪的足迹践行

了当初的誓言。她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生

奉献一项事业的信念和坚守。有人问她，坚

持 45年的动力是什么？她笑着回答：“是老百

姓对电影的热爱让我乐在其中，一生不倦。”

为“一生奉献一项事业”点赞

上图：郭 建 华

在调试放映设备。

右图：年 轻 时

的郭建华在送电影

下乡的路上。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郭建华：女，1953 年生，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从 1976 年起，从事农

村电影放映工作至今；现任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她是第十

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文化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

■记者手记R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近年来，湖南省桂阳县利用当地风景和风能资源，推动风电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4
月 24 日，当地天塘山上红杜鹃盛开，与数十台风力发电机一起构成一幅美好的春景画图。

陈祉凝摄（影像中国）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宋 宇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电 中华

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乡村振兴公

益基金成立仪式日前在人民大会

堂成功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

教育社理事长郝明金出席仪式并

讲话。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 华 同 心 温 暖 工

程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马 培 华 出 席 仪 式

并致辞。

务 农 重 本 ，国

之大纲。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业内人士

表示，乡村振兴公益基金的成立，

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为乡村振兴作出重

要贡献。

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乡村振兴公益基金成立
郝明金出席

本报北京 4月 25日电 （记者

陈圆圆）由人民日报社《国家人文

历史》杂志社、人民文旅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中国文旅品牌影响力大

会日前举行。大会以“奋进新时

代 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国内文旅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相关

从业者围绕新时代文旅行业的机

遇 与 挑 战 深 入

交流，共谋文旅

融 合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路 径 。

人民日报社编委、秘书长乔永清出

席大会。

大会揭晓了《中国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指数评估报告》，

全国首个全域文旅数据服务平台

“人民文旅云”上线，“两山银行”建

设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和“最美中国

TOP100”活动同时启动。

中 国 文 旅 品 牌 影 响 力 大 会 举 行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25 日在

参加第三十八次检察开放日活动

时表示，要携手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以更优履职服务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统计显示，2020 年，检察机关

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2万余人，

同 比 上 升 10.4% ，比 2015 年 上 升

40.4% ，是 1999
年的 63.7倍。对

此 ，张 军 表 示 ，

这 既 体 现 出 我

国 知 识 产 权 保

护工作的历史性进步，也反映出知

识产权保护的职责任务之重。

张军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是一

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面

宽，检察机关将同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加强对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以更加严格、科

学的保护促进改善知识产权运用环

境，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张军强调

携 手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