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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源头治理
水域“旧貌换新颜”

“ 河 长 制 ”推 动 着“ 河 长 治 ”的 实

现。今年以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在

清理整治河道的同时，加大源头治理力

度，积极修复河道周边生态环境，确保

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切实维护了河道健康运行。

水生态环境历史遗留问题是影响

“河长制”工作推进的重要因素。围绕

水污染、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我市坚

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原则，全面开展

专项清河整治行动，专项清理河道垃

圾、工业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生活污水整治、排污口排查治理等行

动，着力改善水域整体环境。目前，已

清理垃圾等违章堆积物 161万立方米、

阻水林木及高秆作物 1030 亩、违章房

屋 285万平方米、非法采砂 154处，清淤

量 186 万方，共投入清障机械 2.1 万台

班，投入清障人工 3.9万工日，累计投入

资金近亿元。同时，我市立足长远发

展，科学规划，全市 129条河流“一河一

策”方案完成 87%。在此基础上，我市

全力推动“清四乱”保障河流生态治理

保护工作，对黄河涉河违章建筑、河道

内私挖滥采破坏河流健康等问题开展

联合执法，取缔非法采砂点 119 个，集

中封存管理 240条采砂船，较好地实现

了“黄河吕梁段无乱采滥挖、无乱堆乱

弃现象，确保了河容整洁、河道畅通”的

目标。

一水一渠总关情。我市争取上级

资金 4.15亿元，重点推进了河流源头和

景区河源保护生态治理工作。同时全

面推动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优化和

河流断面水质监测工作，明确提出未进

行行政审批或未登记的涉河排污口企

业将不再给换发“取水许可证”，拒绝登

记排污口的企业要采取封堵排污口措

施。今年全市出动排查人数 422人次，

排查登记入河排污口 130处，现已进入

合理优化整治阶段，已申报待审批入河

排污口 12处。严抓各段河流水质监测

工作，环保部门认真开展执法监督检

查，对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治理

设施停运、超标偷排污染物、破坏生态

环境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

我市河流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 山 也 清 ，水 也 清 ，人 在 画 中 行

……”村民自编的顺口溜，唱出了对河

道环境改善的由衷喜悦。如今，随着河

长制工作的不断推进，吕梁市不少河道

水域“旧貌”换“新颜”：河道两岸垃圾少

了，水更清了，岸更绿了，景更美了，河

道更健康了。河湖水质逐渐好转，城

镇、农村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变好，一个

生态、宜居、美丽的吕梁正在晋西北黄

土地上创造绿水青山新奇迹……

水天一色共潮生

改革开放的 40 年见证了南来北往

的打工潮，也品味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

酸甜苦辣，而“农民工讨薪难”始终是其

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40 年来，无论是农民工自己讨薪，

还是政府、机构维权，不断获得聚焦的

背后，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社会

大众的积极关注，也是工资保障机制不

断完善、不断提高的一条变迁之路。

旧时讨薪路，道阻且艰

1997年，已经在广东顺德一家民营

电器厂担任车间组长的黎永汉，遭遇了

人生第一次欠薪。

“那是我进厂后的第 4年。前几年

工资都是按时发，但从那一年开始，电

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

不给了。”黎永汉说。

已经介绍了不少湖南老乡来这里

打工的黎永汉，深受年轻职工信任。为

了要回自己的辛苦钱，被推举为职工代

表的他前去与厂方谈判。“本以为会遇

到刁难，但电器厂领导却态度很好。”一

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全部被补齐，但

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了辞退。

这是当时珠三角地区工厂的惯用

手段：先安抚并满足代表职工出面的

“领头人”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

事的普通员工。黎永汉虽然没有受到

利益损伤，但却被辞退的职工责骂。

与黎永汉的遭遇相比，当时重庆市荣

昌县（现为荣昌区）的陈廷灿与他308名农

民工兄弟姐妹的讨薪之路，更显曲折艰难。

“我们 1998 年在荣昌县西部宾馆

干活，1999 年春节后，工程还没竣工承

办单位就跑了，我们 17.6万元的工资没

影了。”陈廷灿说，这笔钱对于他们来

说，有的是治病的救命钱，有的则是子

女学费的救急钱。

陈廷灿和其他 3 名工友被推选为

代表，踏上了寻找项目负责人刘桂斌的

5 年讨薪之路。“5 年中，我们无数次找

过刘桂斌，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有一

次他甚至找来了十几个满脸伤疤的‘黑

社会’，把我们揍了一顿。”提起当年的

事，陈廷灿依然十分激动。

最终在当时荣昌县法律援助中心

的帮助下，这 309名农民工在法院立了

案，并且免缴了 6000 多元的诉讼费和

800多元的执行费。

黎永汉和陈廷灿的案例，是二三十

年前农民工讨薪难问题的写照。

政府维权，讨薪之“苦”不再久矣

时间的指针划向了新世纪。虽然

维权讨薪的现象依旧存在，但无论是在

力量还是方式上，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我刚到这里做工 1个多月。前几

天，工地给我办的银行卡上突然多了

5000多元钱，我才想起这是我上个月的

工钱。”正在新余北湖帝景项目做工的朱

毛古说，这是他第一次按月领取工资。

而就在今年年初，这个拥有 8年多模

板工经验的江西汉子还在为如何上老板

家、项目部讨回被拖欠的 1万多元工资烦

恼不已，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像白领

一样，按月领取工资，不再受讨薪之“苦”。

朱毛古的经历，是江西省从源头治

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疾的其中一例。自

2016年 1月起，江西省重点从规范劳动

合同，规范农民工基本信息采集、录入、

上传和更新，规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

预存工资，规范农民工工资核算，规范农

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农民工工资监管等 6
个 方 面 监 管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 截 至

2018 年 9 月底，江西省 11 个设区市本

级、120个县区及开发区共 3372个新开

工建设项目纳入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监管

信息系统,通过专用账户为 19.89万名农

民工发放工资 14.6亿元，纳入实名制监

管的建设工程项目未发生一起欠薪闹薪

事件，政府“帮忙”讨薪取得明显成效。

而在广东，这股维权的力量更加庞

大，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从现在起到明年初，广东全省各

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开展‘百日清

案’行动，对 2018年以来符合条件的农

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依法做到有案必

立。对涉及人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的

集体争议案件，将采取挂牌督办、邀请

多方代表调解仲裁等方式处理，确保实

现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在春节前基本

审结。”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广东省仲

裁机构已为 7.3 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经济补偿及社保等待遇。

努力实现2020年基本无拖欠

欠薪无小事。进入 21 世纪以来，

农民工欠薪问题始终是受到决策领导

层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劳者有其得，政者有其为。一项项

政策法规的出台落实，显示了党和国家

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的坚定决心。

2011年 2月 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将部分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

调整范围。同年 5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

(八)正式开始施行，拒不支付劳动者报

酬等行为也正式列入其中。

2015年 1月 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公安部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

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

处衔接工作的通知》，意味着欠薪犯罪

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

“到 2020 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

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

基本无拖欠。”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意见》中，以“2020年”为节点，指出

了解决欠薪问题的目标。

201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先

后公布了两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黑名

单”，通过联合惩戒的方式对违法失信

主体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等方

面予以限制……

40 年风云变幻。从最初依靠自己

讨薪、吃尽受尽讨薪“苦”，到中央颁布

政策法规、地方施行方法措施多管齐

下，昔日黎永汉和陈廷灿们的艰辛逐渐

在成为历史，朱毛古们的喜悦也将成为

常态。 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让农民工不再“年年讨薪年年难”
——透视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变迁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邬慧颖 黄浩苑

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引发山东各

界强烈反响。围绕座谈会相关内容及如何

为民企纾难解困、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记者近日采访了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民营经济是山东发展的巨大
“潜力板”

记者：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山东当前

正处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新旧

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请问当前山东民营

经济发展状况及作用如何？

刘家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

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

“一家人”，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重要支撑力量和重要发展

基础。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我们

任何时候都必须十分清醒、十分坚定，任

何时候都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当前山东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紧

要关口，民营经济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

大有作为。截至 6月底，全省实有民营经

济市场主体 830.7 万户。民营经济贡献

了全省 50％以上的 GDP，60％以上的投

资，70％以上的税收，占市场主体的 90％
以上。民营经济是山东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是推动创新创业、促进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主体。但无论是与先进地方

相比，还是就我省经济结构现状而言，民

营经济数量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质

量不是高了，而是还比较低；创新能力不

是强了，而是还比较弱；速度不是快了，

而是还比较慢。从一定角度讲，我们发

展的活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民营经济

活力不足。换个角度看，民营经济是山

东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板”。

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民营经济和民

营企业家在山东的地位和作用：民营经

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山东发

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家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山东发展不

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着力解决制约民企发展的难题

记者：和全国类似，当前山东民营经

济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山东将采取

哪些措施为企业纾难解困？

刘家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6个方面的政策，为我

们“抓什么”“怎么抓”提供了方向指引和

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山东召开全省非公

经济大会，出台含金量很高的“非公 10
条”，近期又密集推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45条、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 42条，

围绕 6个方面政策举措出台了 35条具体

落实办法，从精准政策创新、有效提供要

素保障、贴心提供涉企服务、有力优化营

商环境等角度，加大有效制度供给，让民

营企业更有“获得感、收益率、满意度”。

从山东情况看，民营经济目前面临

诸多困难挑战，比较突出的有“五难”：融

资难、降成本难、要素保障难、创新难、知

识产权保护难。山东省委、省政府正在

全力推动解决这些难题。比如，解决融

资难问题，山东正深化政银企对接，引导

和推动金融机构把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

落实好；依法利用政府资源，通过过桥资

金、基金投入等方式，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组建政策性救助基金，纠正一些政府

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

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为提高政策供

给精准性，我们明确规定，凡涉企政策的

制定，要充分征求企业的意见，有些政策

在制定过程中要有企业人员参加；有些

会议研究相关议题，邀请企业家列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民营企业存

在的各类问题，山东都将针对不同企业

的不同“痛点”，开出不同“药方”，“一企

一策”解决问题。

此外，为推动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民

营经济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把支持和引

导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创

新发展方面的工作情况，列入各级各部门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更加有力地优化全省营商环境

记者：山东近年来已出台多项措施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着力推进“一次办

好”。请问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山东还

将采取哪些措施？

刘家义：当前进一步营造提升企业

家信心的环境至为重要。山东以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为统领，推进放管服改

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已取得较明显效

果。今后至少要从三大方面更加有力地

优化营商环境。

对标世界银行标准。以世界银行

“企业营商环境指标”，对各市开展营商

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公布评价结果，倒逼

环境改善。

划清政商关系“安全区”。探索建立政

商关系“亲”和“清”机制，制定政商交往“正

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划清“安全区”，鼓励

干部服务企业、与企业家正常交往。

营造尊重企业和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对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影响最大的，是背后

的文化环境。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在全

社会培育创新创造、尊重企业家的土壤，这

比眼睛只盯着项目、资源重要得多。

总的来说，我们将在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播撒好

“阳光雨露”，促进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茁

壮成长”。政府既要当好“店小二”，又要当

好“急郎中”，做到“企业需要时，政府无处

不在；企业不需要时，政府无故不扰。”

让政策“能感知、有温度、见效果”

记者：如何能让政策落实落细，真正

惠及各类民营市场主体？

刘家义：如何让各类政策真正落地

见效是一个很现实又很重要的问题。我

们的目标是推出的政策“能感知、有温

度、见效果”。为此，山东要求提高政策

“知晓度”，加大政策的宣传解读，采取主

动上门宣讲、组织企业培训等各种方式，

把政策传递到企业。

同时，山东探索实行领导干部帮包企

业制度，每名省领导至少联系 1个项目、帮

包一个重点企业，一级带一级，设身处地

为企业排忧解难。近期，我们还组织“千

名干部下基层”，其中选派 34个高质量发

展服务队到民营企业。这些措施的重要

目的就是解决企业困难、促进政策落实。

最后，我非常欢迎越来越多的民营

企业走进山东、了解山东、投资山东。当

前山东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战略机遇，希

望更多民营企业与我们携手同行、共享

山东发展机遇。我相信，山东的民营经

济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新华社济南 11月 19日电

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访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 新华社记者 赵新兵 袁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