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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松花江畔的大似海地区，冰封近1米厚的松花江冰面

温度接近零下30摄氏度，一群头戴狗皮大帽,身着厚羊毛棉袄的渔民

开始为当天盛大的大似海冬捕做准备。

7时整，渔工们开始在冰面上打眼、穿杆、引线、绞绳、下网。

同时，传统萨满祭祀、鱼把头祭祀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开始进行。中午

12时左右，第一网鱼上岸，围观的游人及附近群众争相购买不同种

类的鲜活大鱼。

冬捕第一网鱼，称为头鱼。品尝红网头鱼，吉利祥和，预示着新

的一年开门红、开头鲜、连年有余。

大图为一位渔民在松花江冰面上下网。

下图为一位渔民捧着刚刚打上来的大鱼。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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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河南新郑市龙王

乡庙后安村的安氏大院，周边有上千年的安氏古

墓园、300多岁的古树相伴，是附近安氏宗亲的

圣地。如今，因“合村并城”，将被“限期拆

除”，安氏后人为此寝食难安。

该村现存的6处留存着诸多区域文化烙印的

古建筑、古墓葬，2011年即被纳入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此前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干渠也为之绕开。如今却要被拆，一些志

愿者发出了“原址保护或者易地重建”的呼吁，

而郑州市文物局也已“介入协调”。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上，“记得住乡愁”的表述，深入人心。而倘若

故乡没了老树、老坟、老房子，“乡愁”去哪儿

找寻？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让人们“记得住乡

愁”。如今，1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说拆就拆，

让这份“乡愁”沦陷在“城镇化规划”中，不免

让人扼腕叹息。为何文物保护总是敌不过城镇规

划？

这些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工程建设与

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工程在建设

时没有履行相关的文物保护程序，使得文物资源

遭到破坏。而文物资源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

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就无法还原。遗憾的是，越

来越多的城市摈弃厚重的文化底蕴进行城镇化建

设，不仅让城市失去了个性，也让人记不住“乡

愁”。

同样的城镇化建设在法国，政府在城市规划

中达成这样一种妥协：如有需要，可以建设新建

筑，但是新建筑要尊重周围的老建筑，且在风格

上尽量与老建筑保持协调。但当数十层的摩天大

楼建成后，巴黎人发现，大楼与周边老城区的建

筑从颜色、高度以及外貌上完全无法融合，最终

还是叫停了老城区的高楼建造计划。

笔者以为，城镇规划理当装得进传统文化、

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这些要素。一个

人性化、前瞻性的规划，唯有让“乡愁”妥善安

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规划。然而现实情况

是，不少包含众多古建筑文物的乡镇都在城镇化

的拆迁范围内。如果它们在合村并城过程中被一

拆了之，“回不去的故乡”将成为很多人的共同

“乡愁”，届时悔之晚矣。

从今年开始，广州市全市都可以实现 1 元
开公司了。经过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2 个
区域 3 个月的试点之后，从 4563 年 6 月 6 日
起，广州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商事登记制度
改革。这意味着广州市全市范围内的商事主体
都可以享受到“先证后照”、“零首付”、“一
照多址”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好处了。

●科技文化类企业比例高

4567年 8月 6 日，广州市开始在广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沙新区、珠江新城等 2 个区域
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尽管才试点 3 个
月，但已在试点区域内掀起公司设立热潮。

根据广州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截至 4567

年 64月 48日，试点区域新设立商事主体 7632

户，其中新设立内资企业 6299 户，同比增长
669:7;<，注册资本 =金> 总额 636:93 亿元，同
比增长 499:?4<，“零首付”公司占总数的
96:44<。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开业的商事主体
中，每 3 家企业中就有 6 家科技类企业，文化

产业企业所占比例达
7<。广州市副市长贡儿
珍表示：“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不但为试点区域
的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同时也推动试点区域经
济转型升级步伐的进一
步加快。”

●互联网构建信息高速路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不但是流程制度的改变、职能的重新划分，
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办事方式的改变。而广州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中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充分运用
互联网工具，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要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个突出的难
点就是相关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对接与配
合。为此，广州市在全国首创商事登记管理信
息平台。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后，该平台自
动将注册登记信息推送给相关许可审批部门，
使各许可审批部门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商事主体
的信息，解决了长期困扰行政审批部门间的
“信息孤岛”问题，形成监管合力。而在社会监
督方面，广州市打造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公众通过平台可以便捷地查询到企业的注册信
息，使得公众也可以参与到对商事主体的监督

中去。
同时，工商部门近期推出了“商登易”

@AA 应用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公众可以在手
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快捷便利地进行商
事主体登记注册、年度报告，在线移动办理商
事登记业务。

●加强监管防范“皮包公司”

广州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在广东省不
是开始得最早的，却是效果最好的。广州市工
商局副局长周帮华说：“广州体现出后发优势，
充分吸收了深圳、珠海、顺德等地的经验教
训。”根据规划，广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从
4563年 6月 6日起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这对企业来讲是“新年福利”。采取直营模
式的广州尚品宅配法务总监罗时定表示：“尚
品宅配之前在珠江新城已享受到了商改‘一照
多址、一址多照’的好处，现在在全市都可以
了。”长期关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广东环宇京
茂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平川认为：“广州已走在
全国前列，6元公司将会在广州遍地开花。”

至于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是否出
现“皮包公司”？针对该质疑，周帮华表示：
“广州目前并未因为商改出现‘皮包’公司。”
周帮华说，“皮包公司”并不是商改才出现，
现有登记制度也有，而且不少。在后期监管方
面，广州市建立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比如合伙做生意，可以上平台了解公司资本状
况。” （据《羊城晚报》）

在贵州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一位
爱鸟、护鸟，默默守护这里湿地中的候鸟十几年的管
护员，名叫臧尔军。今年，他已 ?9岁。

十五年护鸟几乎从无间断

寒冬时节的贵州威宁，气温常常在零摄氏度以
下，草海边的乡间小路两边常布满冰雪。顺着小路
走回家，臧尔军把牛车上罩着的一大张塑料布揭开，
一夜雨水结成的冰块“哗啦啦”从塑料布上落到地
上。
“木船用了七八年，今年船底漏得厉害，用不成

了。”臧尔军套上牛车，“每天去给黑颈鹤投食，几百
斤重的包谷，我背不动，只能用牛车拉。”

臧尔军是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
员。他曾经长年累月撑着一艘木船在草海里巡视、
给候鸟投食。现在，旧木船报废了，运送饲料进草海
的重任就落到了他家那头水牛身上。

从小对鸟类的喜爱，让臧尔军自 !""#年起成为
草海保护区管护员。威宁草海是一个高原湿地生态
系统，是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
“$时从观察站出发，到目的地观察鸟的种类、

数量，做好记录，投放食物。中午回家吃了饭，再到
草海里巡查，看看黑颈鹤是不是正常活动，有没有生
病的、有没有人干扰它们。我还负责草海湿地、周边
森林资源的看护，拣拾路边、水中垃圾，向管理局汇
报每天情况等。晚上回家吃了饭，到观察站睡觉。”
臧尔军边划船边说。

寒来暑往 %& 个年头，除了前年请了 ' 天假，
陪爱人到省城贵阳看病，臧尔军日复一日，从无间
断。
“这个冬天的投食量比以往大，每天要投放 (袋

包谷粒，一袋是 %)*斤。如果遇上冰雪天气，就要投

放 +袋。”臧尔军告诉笔者，这些饲料是政府部门发
放到观测站的，随着黑颈鹤数量增加，政府的投入越
来越大。

制止捕杀让黑颈鹤年年增加

到了草海投食点，臧尔军用簸箕装上包谷粒，边
走边将包谷粒均匀地撒在四周。距离投食点百米开
外，几只黑颈鹤悠闲漫步，还有其它候鸟或游弋或飞
翔。
“看着黑颈鹤，我就高兴，就觉得心里暖洋洋

的。”臧尔军笑着说。
十多年来，臧尔军尽心尽职保护湿地、看护候

鸟。多年前，草海时有捕杀候鸟特别是黑颈鹤的现
象发生，在臧尔军等管护员巡护下，捕杀现象越来越
少。臧尔军得到一个称号———黑颈鹤的“守护神”。

天气寒冷时，黑颈鹤难以觅到食物，要加倍给它
们提供饲料。臧尔军就发动爱人、孩子一起帮忙背饲
料。“来草海过冬的黑颈鹤一年比一年多，!""$年才
,**只左右，今年已经超过 %&**只了。”臧尔军笑着
说。

最初，臧尔军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到
)*%)年也只有 ,**元。4567年，他每个月的劳务补
助增加到了 %***元。

臧尔军说，再过两年他就 -* 岁了，可能干不
动了，所以他经常带着儿子和孙子到草海投食。
“我就是想这个事儿能后继有人。”

（据新华网）

商事登记全面改革 手机在线办理注册

广州市1元钱可以开公司
帅鹏坤

春节将近，山东邹平县劳动培训部门联合春节用工企业对近5000名返乡

民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批进行岗位技术、生产安全培训，并按照各自的技

能补充到企业用工岗位，以解决春节期间用工短缺问题。

图为1月8日邹平县希莱特光电科技公司的贾田田（左三）对刚上岗的工

人进行技术指导。 董乃德摄（新华社发）

山东培训返乡民工解决用工难

今冬，一种只需像搭“积木”般拼装的新型建房方式在四川省广安市农村

出现。建房所需构件均使用绿色环保材料从流水线上预制而成，在施工现场只

需按房屋设计进行拼装。整体施工均为干法作业，无噪音、粉尘、污水污染。

建成后的房屋隔音隔热防潮，可满足 9度或更高地震设防需求。图为安装现

场。 邱海鹰摄（新华社发）

四川乡村用上节能拼装房

佛教主题陶瓷作品亮相郑州

1月9日，“佛瓷同辉———迎马年佛教主题陶瓷作品展”在河南陶瓷馆举

行记者见面会。据了解，此次展览以佛教文化为主题，将于 1月 12日至1月

26日举行，集中展示广东佛山、福建潮州、江西景德镇以及河南本地的陶瓷

作品300余件。图为一名参观者在欣赏作品。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松花江冬捕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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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投食几百斤 守护候鸟十五载

贵州管护员被封候鸟“守护神”
张月琳

图为 2013年 12月 23日，管护员臧尔军为越

冬鸟类投食 （上图）；越冬候鸟在草海胡叶林核心

区觅食（下图）。 杨文斌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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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员，名叫臧尔军。今年，他已 ?9岁。

十五年护鸟几乎从无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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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海里巡查，看看黑颈鹤是不是正常活动，有没有生
病的、有没有人干扰它们。我还负责草海湿地、周边
森林资源的看护，拣拾路边、水中垃圾，向管理局汇
报每天情况等。晚上回家吃了饭，到观察站睡觉。”
臧尔军边划船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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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臧尔军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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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所以他经常带着儿子和孙子到草海投食。
“我就是想这个事儿能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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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的贵州威宁，气温常常在零摄氏度以
下，草海边的乡间小路两边常布满冰雪。顺着小路
走回家，臧尔军把牛车上罩着的一大张塑料布揭开，
一夜雨水结成的冰块“哗啦啦”从塑料布上落到地
上。
“木船用了七八年，今年船底漏得厉害，用不成

了。”臧尔军套上牛车，“每天去给黑颈鹤投食，几百
斤重的包谷，我背不动，只能用牛车拉。”

臧尔军是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
员。他曾经长年累月撑着一艘木船在草海里巡视、
给候鸟投食。现在，旧木船报废了，运送饲料进草海
的重任就落到了他家那头水牛身上。

从小对鸟类的喜爱，让臧尔军自 %""$年起成为
草海保护区管护员。威宁草海是一个高原湿地生态
系统，是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
“$时从观察站出发，到目的地观察鸟的种类、

数量，做好记录，投放食物。中午回家吃了饭，再到
草海里巡查，看看黑颈鹤是不是正常活动，有没有生
病的、有没有人干扰它们。我还负责草海湿地、周边
森林资源的看护，拣拾路边、水中垃圾，向管理局汇
报每天情况等。晚上回家吃了饭，到观察站睡觉。”
臧尔军边划船边说。

寒来暑往 %& 个年头，除了前年请了 ' 天假，
陪爱人到省城贵阳看病，臧尔军日复一日，从无间
断。
“这个冬天的投食量比以往大，每天要投放 ,袋

包谷粒，一袋是 %)*斤。如果遇上冰雪天气，就要投

放 +袋。”臧尔军告诉笔者，这些饲料是政府部门发
放到观测站的，随着黑颈鹤数量增加，政府的投入越
来越大。

制止捕杀让黑颈鹤年年增加

到了草海投食点，臧尔军用簸箕装上包谷粒，边
走边将包谷粒均匀地撒在四周。距离投食点百米开
外，几只黑颈鹤悠闲漫步，还有其它候鸟或游弋或飞
翔。
“看着黑颈鹤，我就高兴，就觉得心里暖洋洋

的。”臧尔军笑着说。
十多年来，臧尔军尽心尽职保护湿地、看护候

鸟。多年前，草海时有捕杀候鸟特别是黑颈鹤的现
象发生，在臧尔军等管护员巡护下，捕杀现象越来越
少。臧尔军得到一个称号———黑颈鹤的“守护神”。

天气寒冷时，黑颈鹤难以觅到食物，要加倍给它
们提供饲料。臧尔军就发动爱人、孩子一起帮忙背饲
料。“来草海过冬的黑颈鹤一年比一年多，%""$年才
,**只左右，今年已经超过 %&**只了。”臧尔军笑着
说。

最初，臧尔军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到
)*%)年也只有 ,**元。4567年，他每个月的劳务补
助增加到了 %***元。

臧尔军说，再过两年他就 -* 岁了，可能干不
动了，所以他经常带着儿子和孙子到草海投食。
“我就是想这个事儿能后继有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