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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党的
十九大召开后，我们立即
对会议精神进行了解读并
及时送进课堂。”近日，在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的企业
支部书记学院，常务副院
长尹明义对记者说。

枣矿集团企业支部书
记学院是依托枣矿党校创
造性设立的企业支部书记
培训机构。枣矿集团董事
长满慎刚说，支部书记是
企业最基层的指挥员，战
斗堡垒作用强不强、党支
部硬不硬，关键看支书。枣
矿集团建设企业支部书记
学院，就是要打造基层党

建“红色熔炉”，培养一支
优秀的支部书记队伍，确
保基层党建上水平、见效
果。

党的十九大提出，不
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
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
强大战斗力。支部书记学
院教师任岩峰说，这既是
对党员教育工作者的激
励，也对党员干部教育工
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在前
往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的同时，她和同事们正在
着手将十九大精神写进

培训课程，及时给基层支
部书记授课。

记者在枣矿集团支
部书记学院看到，目前学
院已形成了13份“培训菜
单”，每期培训班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点菜”。其中
有“学党章、温誓词”等传
统教学科目，也有黄大
年、廖俊波等典型人物事
迹，十九大报告中的很多
重要内容也正在进入培
训科目。

尹明义介绍，从今年7
月30日开班
以来，枣矿
集 团 600多

名支部书记已全部接受过
一次以上的培训。学院还
承接了山东省国资委、山
东高速集团、枣庄农商行
等部门和企业组织的多期
培训班，累计培训3000余
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红色熔炉”的锤炼，为枣矿
基层党务工作注入了活力。
目前枣矿集团的基层支部
书记，都是凝聚企业战斗
力、推动企业发展的“旗
手”。 （陈 灏 闫祥岭）

“纸片楼”
11月19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景街上，有座形似展开双翼的5层老楼。这座老楼的

两翼的侧楼，为三角结构，最小的角不到30度，从侧面看，楼体像张纸片。 摄影/未 央

国家司法考试成绩
今日公布
内蒙古合格线
305分

新华社消息 记者19
日从司法部了解到，2017
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于21
日公布，全国合格分数线
为360分。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放
宽政策规定，今年放宽地
方合格分数线分为四档，
其中：西藏自治区合格分
数线为280分；内蒙古、广
西、宁夏、新疆4个自治
区，四川、贵州、云南、甘
肃、青海5个省的自治州、
自治县合格分数线为305
分；四川、贵州、云南、甘
肃、青海5个省所辖县
(市、区)合格分数线为310
分；除上述10省(区)外，全
国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
方合格分数线为315分。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试卷参加考试的，单独确
定合格分数标准。

应试人员可自11月
21日上午8时，通过司法
部网站（http://www.moj.
gov.cn）、中国普法网（http:
//www.legalinfo.gov.cn）、
司法部微信公众号和中
国普法微信公众号查询
本人成绩；登录司法部网
站自行下载打印成绩通
知单。

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应
在规定时间办理申请授予
法律职业资格事宜。应试
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
的，可自考试成绩公布之
日起15日内，向报名地司
法行政机关提出分数核查
的书面申请。

《北京青年报》消息 11
月19日，有网友发文称，山
西省太原市一官员10岁参
加工作，14岁入党，从而引发
争议。11月19日，《太原日报》
在头版转二版发布了《中共
太原市委组织部公示》，公
示中一位名叫张立军的官
员简历上是这样表述的：张
立军，现任市人大常委会研
究室新闻宣传处处长，拟任
市直机关纪工委书记、工委

委员。1972年7月生，山西榆
社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11月参加工作。

按照这份公示，张立军
处长14岁入党，10岁就参加
了工作。19日下午，记者就此
事向太原市委组织部了解
情况，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今天一早已经获知
此事，之所以出现“14岁入
党、10岁参加工作”是因为录

入错误，目前已经更正。
记者发现，目前《太原

日报》电子版已经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更正：“张立
军，现任市人大常委会研
究室新闻宣传处处长，拟
任市直机关纪工委书记、
工委委员。1972年7月生，
山西榆社人，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1995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0年12月参
加工作”。 （张月萌）

奋进新时代

打造基层党建“红色熔炉”

山西一官员10岁参加工作？官方回应系录入错误

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
日前批复，同意自2018年
起，将每年8月19日设立
为“中国医师节”，明确
具体工作由国家卫生计
生委商有关部门组织实
施。

2016年8月19日，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明确了卫
生与健康工作在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和
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大会提出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
障人民健康。以此为标志
设立“中国医师节”，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1100多万卫
生与健康工作者的关怀和
肯定。

（王 宾 陈 聪）

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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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女硕士捡垃圾8年
一个海外名校的女硕

士，回国后一头扎进农村
的垃圾堆中，这究竟是为
什么？就连当地的村民远
远地看着她，也十分不理
解，好奇地问来到这里的
记者：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但对陈立雯来说，这
是一场严肃认真的垃圾分
类“实验”。在她的逻辑里，

“垃圾是由人产生的，我实
际不是在和垃圾打交道，
是在和人打交道。”

读外国文学干垃圾回

收

从2009年研究生毕业
算起，陈立雯和垃圾打交
道已经超过8年。她本科念
的英语，研究生读外国文
学，结果毕业时，她没有选
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
是进入一家在北京注册的
环保组织。按她的说法，

“当年就是觉得这个概念
特别美好。”

这之后，她的名字和
调研垃圾流向、监督垃圾
焚烧联系在一起，她曾经
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
年，以致“全北京收破烂的
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也
曾整日待在垃圾焚烧厂，
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
掉，“回家的时候地铁晚高
峰很挤，但别人还是要和
我保持距离。”

2015年，她出国深造，
到美国名校南加州大学学
习环境史，论文正在修改，
她就回国做起了老本行，
而且跑到了农村。

陈立雯试点的大王庄
隶属邢铺村，是河南平顶
山市的一个近郊村庄。

在邢铺村，陈立雯总
是随身带着两件东西：一
个本，还有一个小夹子。收
垃圾的时候，她用夹子翻
看村民的垃圾有没有分
类，分的是否精细；而在本
子上，她记下村上哪里还
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如果你问陈立雯垃圾
回收不分类有哪些危害，
陈立雯可以轻易罗列超过
20条，“可以这么说，除了
简单粗暴省事，混合回收
没有任何优点。”

在陈立雯来之前，大
王庄村民李发珍就带着大
家搞过垃圾分类，但仍然
遇到了不少问题，陈立雯
这次来，主要是帮李发珍
把工作细化。

李发珍告诉记者，起
初她对这里垃圾随意倾倒

的行为感到完全不能理
解，“垃圾就随便一扔，堆
得多了，就一把火烧了，但
烟味能持续一两天。”她家
的房子在下风向，每当烟
的味道飘过来，她就带着
孩子冲出家门，这使得她
最终下定决心来做这件
事。

考虑到农民的习惯，
李发珍没有按照可回收不
可回收的标准来分类。她
选择按照可沤肥和不可沤
肥的分类，厨余垃圾堆肥，
其实是农村过去传统的做
法。收垃圾的过程并不复
杂，每家准备可沤肥和不
可沤两个桶，然后农药瓶、
节能灯、电池这种有毒有
害的垃圾再单独摆在桶外
面。

每天下午3点30分，村
里负责收垃圾的李遂正老
人准时从家里出发，骑着
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收
垃圾，每天收半个村子的
垃圾。

在分类回收后，可沤
肥的厨余垃圾被就地堆
肥，发酵好的肥料被返还
给大王庄村民用来种地；
不可沤肥的垃圾中，可以
进入废品回收的瓶子、纸
张、金属则被李遂正老人
再次人工挑选出来卖钱；
最后，无法处理的塑料袋、
食品包装这些，则被他用
三轮车拉到较远的一个市
政垃圾桶，进入城市现有
的垃圾回收体系。

作为报酬，村民每人
每月交2元垃圾费，用来偿
付老人的工资，每月800
元。在陈立雯看来，李发珍
的工作实际上无形中完成
了对很多先进理念的实

践，“她的经费来源实际上
完全来源于自筹，村民交
垃圾费的行为实际上就是
在践行污染者的付费理
念。”

记者跟随老人收了两
天垃圾。通过这样的方法，
最后需要集中处理的垃
圾，从体积上减量超过一
半，如果从重量上计算，因
为厨余垃圾较沉，比例还
会更高。

热心得到了积极回应

尽管实践的效果很
好，但村民的参与度却一
直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在
观望，”而且后来李发珍发
现，有些和自己关系好的
人家，只交钱却不分类，

“就是表示下支持。”也有
的人家是只分类却说什么
也不交钱。

乡上也有具体的困
难。曹镇乡办公室主任张
国辉告诉记者，乡政府之
前对垃圾回收进村进行过
论证，预算做出来是两百
多万，乡上实在负担不起。

“乡政府每年的预算并没
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费用。
现在我们请清运公司每年
48万，都是自筹的。”

陈立雯认为，垃圾是
由人产生的，解决垃圾分
类的问题还是要做人的工
作。

于是，她去见乡长，拿
着计算好的预算去“要
钱”，一点点给对方讲，“垃
圾减量后，清运公司的成
本更低，自然政府的投入
就会更少。”她去争取村委
支持时，给对方一点点讲
道理，“把垃圾治好，既能

赢得民心，也能赢得政
绩。”

碰见村民，陈立雯也
愿意和他们聊些垃圾分类
的知识。有人悄悄告诉她，
说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
办不成这事。她笑着回应：

“我从北京来的，有的人垃
圾分类分的还不如你们
呢。”陈立雯迫切地在村子
里动员热心村民，在她看
来，热心是对公共事务参
与的前提。

她的热情得到了反馈
和回应。

11月3日，邢铺村小
学，村党支部副书记陶付
才宣布邢铺行政村全面推
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并
且宣布村委会无偿提供一
块土地用以建设堆肥场。
他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这
么热心，我们再不表示表
示就太不合适了。”

垃圾分类人是关键

来到邢铺村后，陈立
雯已经利用之前公益日筹
集的钱为收垃圾的李遂正
老人换了一辆新车，还给
堆肥地改造筹集到一笔
钱。但她说，这些都不是重
点，就如同垃圾分类的推
广，不在于购置多少个分
类垃圾桶，她始终相信人
才是关键。

陈立雯告诉记者，她
也曾设想这件事究竟能做
到哪一步，以及离开后，这
件事还能不能做下去。

在来河南之前，10月，
陈立雯离开了河北涞水的
南峪村。这是她回国后到
的第一个试点村，她在那
里待了3个多月，走的时
候，村上的垃圾分类已经
搞得有模有样。离开南峪
时，她不是没有担心，这么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每个
人的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比如收垃圾的保洁员如
果没把好关，或者垃圾清
运公司把分好类的垃圾又
混合了，只要被发现一次，
就前功尽弃了。”走之前，
她天天找书记，直到对方
拍着胸脯保证亲自抓这件
事。

她心里明白，垃圾分
类不是靠她一个人，而是
靠每个人，“垃圾分类这件
事，只有我们离开那个地
方时还能继续运行，才算
是真的小有所成。而要大
有所成，就是垃圾强制分
类的那一天。”

（据《成都商报》）

陈立雯（左）和李遂正在交谈，李遂正将

垃圾车分隔成3个区域，对垃圾进行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