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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东城区总布胡同内的梁思成、林
徽因故居日前突遭拆除，几成瓦砾，引起社会各
界的强烈关注。对于梁、林故居是否属于“不可
移动文物”、 拆迁行为是否违规、“维修性拆除”

之说能否成立的争论至今未决。 名人故居保护
在“开发”围剿中举步维艰的境地让人扼腕：拆
的是房子，痛的却是文化。

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如何
保护好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已
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近年来，各地
文物被毁、遗迹被拆的事件屡见不鲜。据

２０１１

年
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
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新发现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

５３６００１

处，其中约
４．４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 这样的局面怎不让
人痛心？

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一幢幢百年乃至千年建
筑的轰然倒塌， 是一页页特殊历史文化信息的
无奈沉沦。以名人故居为例，故居大部分位于老
城区内，除了建筑本身的价值，更是一座城市历
史文明的微型样本和魂魄所在，其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一厢一院、一书一画莫不含载特殊的历
史文化内容， 是后人追索名人风采和时代风貌
的重要依凭。任由这些历经风雨淘洗的老房子、

老建筑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对不起历史先
贤，更有愧于后人。

众所周知， 对历史文化古迹的最好保护是
坚持“三原”原则：原物、原址、原状。但现实中，

以“开发保护”之名擅自改建、整饬、位移、拆迁
文物建筑等的现象却大行其道，此次梁、林故居
被毁，甚至搬出了“维修性拆除”的荒唐名目。而明眼人一看便知，

许多地方的所谓“开发保护”，大多是重开发轻保护，甚至只开发不
保护。流毒所至，全国一大批文物建筑、历史遗存被“保护”得面目
全非，处处败笔，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尽失。

此次梁、林故居被毁事件，折射出的是资本意志的强横和文保
部门的孱弱，而汹汹民意背后不仅是对一幢北京老四合院的伤悼，

更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忧思。 包括名人故居在内
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我们民
族的情感气质，是我们走向未来、实现振兴的重要“软实力”，任何
一种破坏，都是沉痛的文化之殇。 （新华社福州

２

月
２

日电）

小小身份证 温暖百姓心

“以前补办身份证，得往镇
里跑好几趟。现在不跑了，还有
人送证到家。这个小变化，让我
遇见乡镇干部愿意多聊几句。”

赵玉安说。

赵玉安今年
６３

岁，是河南省
民权县人和镇白木村人。 去年

７

月
１６

日，他路过村里的“平安直
通站”，反映他母亲赵耿氏快

１００

岁， 身份证丢失而且患病在床，

询问如何办理第二代身份证。

“问后不久，镇里来人了。我
母亲坐不起来，我在她背后支撑
着，顶着一块白布，才把照片拍
成。屋里光线暗，第一次照片没
拍好，他们又来一次。第三次，他
们把证件送来了。”赵玉安说。

“小小身份证，连着百姓利
益和惠民政策。” 民权县委政法
委书记殷鹤修说，“以前农村老
人丢失身份证之后，往往怕麻烦
就不再补办了。 现在办理低保、

医疗费报销、领取养老各项补贴
和丧葬补贴， 领取家电下乡补
贴、农机补贴、危房改造补贴等
等，都离不开身份证。”

民权县现有农村“低保户”

３．４

万人， 每人每月领取救济金
７２

元；农村
６０

岁以上老人有
１０．５

万人，每人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
６０

元； 农村
１００

岁以上的老人
７０

人，每人每月补贴
３００

元；凭身份
证、 户口本和乡镇民政所介绍

信，农村去世居民火化可以享受
免费。

“以前，农村老人补办身份
证，常常去镇里好几趟，有时还
没办成。”殷鹤修介绍，为了把政
府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民权县为每个乡镇配发
一辆小型面包车，改装成能现场
进行户政办理、救助救济的“平
安直通车”。“平安直通车” 进村
后，可以即时打印户口本、户籍证
明和户籍迁移证， 也可以为村民
免费拍身份证照片，并送证上门。

人和镇派出所户籍室科员
李文文说：“群众如急需办理证
件，也可打电话预约，当天前去
办理。”

在人和镇金狮村警务室，记
者看到张贴在户外的《人和镇“平
安直通车”宣传单》。上面写着人
和镇在

２０

个行政村分别设立“平
安直通站”，“平安直通车” 每月

３

次到“平安直通站”开展工作，并
公示了到达日程、预约电话等。

民权县是国家级重点扶贫
开发县， 又是全国整村推进、连
片开发工作试点县。民权县委书
记王仲田说：“社会管理创新是
一项艰辛、细致、持久的民生工
程。只有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在
财力、人力、物力上加大投入，并
完善相关干部选拔和问责制度，

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
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新华社郑州
２

月
１

日电）

国家发改委上调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

日电（记者
江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

日宣布， 我国稻谷主产区
２０１２

年生产的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
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５０

公
斤
１２０

元、

１２５

元和
１４０

元， 比
２０１１

年分别提高
１８

元、

１８

元和
１２

元。

国家发改委有关方面负责
人表示，我国今年继续在稻谷主
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
当提高

２０１２

年最低收购价水平，

目的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进
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表示，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民工
外出打工收益的提高以及农业
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种粮收益
有待提高。中央政府选择春耕到
来之前宣布适当提高稻谷的最
低收购价，意在向粮食生产者发
出清晰的信息，有利于稳定粮食
生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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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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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

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
１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
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 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
业岗位的主要渠道， 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
要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支持小型微
型企业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经济克服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取得积极成效。但当前小型微型企业经营
压力大、 成本上升、 融资困难等问题仍很突
出，必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会议要求认真落实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常务会议确定的各项财税和金融支持政
策，包括：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
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底并扩大范围， 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
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

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底；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对达到要求
的小金融机构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当提
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等。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
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 中央财政安排
１５０

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
创小型微型企业。 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
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 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
内免征部分管理类、 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
业性收费。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二） 努力缓解融资困

难。建立小企业信贷奖励考核制度。支持符合
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的金融债。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适当放
宽民间资本、 外资和国际组织资金参股设立
小金融机构的条件， 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
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 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
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支持小型微型企业
上市融资。 继续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制定防止大企业长期
拖欠小企业资金的政策措施。（三） 加快技术
改造，提高装备水平，提升创新能力。中央财
政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 重点支持小型微
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完善企
业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支持
技术创新。 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
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国家和地方科技项

目以及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
和支持

３０００

家小企业创业基地。（四） 加强服
务和管理。 建立和完善

４０００

个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 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参加国内外展
览展销活动，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便利通
关措施，简化加工贸易内销手续。对小型微型
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给予培训费和社会保险
补贴。 建立和完善小型微型企业分类统计调
查、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加快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信用等
级评价工作。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
主体责任，提高小型微型企业管理水平。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创造有利于小型微
型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我国将建设５个层次的防汛抗旱应急队伍体系

新华社重庆
２

月
２

日电（记者
李松林晖）水利部部长陈
雷在此间召开的全国防汛抗旱
工作会议上称， 我国将建设包
括国家级、省级（流域）、地市
级、县级和乡镇及以下共

５

个层
次的防汛抗旱应急队伍体系，

强化防汛抗旱保障能力。

陈雷说，目前我国防汛抗旱
保障能力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要求存在差距。 随着城镇化、

工业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
量进城，一些地区群众防汛抗旱
队伍有名无实，难以发挥抗洪抢
险和抗旱减灾作用；专业抢险队
伍普遍存在数量不足、 规模偏
小、装备落后、能力不强等问题。

陈雷说， 为加强防汛抗旱
保障水平， 我国将通过

５

年时
间，建成包括国家级、省级（流
域）、地市级、县级和乡镇及以
下共

５

个层次的防汛抗旱应急
队伍体系， 将防汛抗旱组织机
构延伸到乡镇村组， 在水旱灾

害严重地区建立乡镇、 社区等
基层防汛抗旱组织。同时建立专
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地方与军
队武警相结合、 防汛与抗旱相
结合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地处西部地区的重庆市，

全市
３８

个区县已建立近
１０００

个
乡镇成立防汛抗旱机构， 村社
建立防汛抗旱组织， “市—区
县—乡镇—村社” 四级防汛抗
旱组织体系基本建成。

中部地区的湖南省， 由于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干旱多发
频发。近年来，湖南省通过加强
抗旱服务组织建设管理， 全省
共建立县级抗旱服务队

１２４

个，

乡镇村级各类抗旱服务组织
５７８

个。湖南省还在村组成立了
抗旱服务基站， 初步形成以县
级抗旱服务队为龙头， 以乡镇
抗旱服务分队为纽带， 以村组
抗旱服务基站为补充的社会化
抗旱服务网络体系， 抗旱应急
能力明显提升。

“英雄大叔”行义勇，冰河救人不复还

———河南省遂平县农民李国喜舍己救三人感动网络

一位朴实的农民大叔， 用自己舍命救人
的举动打动了无数网民。

１

月
１７

日，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
５８

岁的
农民李国喜， 在几乎冰冻的河水中救起两名
落水者并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顶起第三名
落水者后，自己不幸被刺骨的河水活活冻死。

一位平凡农民的去世不仅让当地十里八
村自发形成的送葬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从这
位农民的家门口一直排到了乡里， 更在网络
上让众多网友肃立、敬仰，网民们称他为“英
雄大叔”，由衷地感叹“他用自己的身躯顶起
了平凡的人间大爱！”

惊魂
２０

分：“他使尽最后的力气用头顶起
了女孩”

“拉上岸时，已经嘴唇发紫、没有呼吸了，

他是在河水中被活活冻死的，棉衣棉帽也没来
得及脱，后来还是从他身上掏出的工牌才知道
他叫李国喜！”回忆起当时情景，遂平县褚堂乡
村民张海旺站在李国喜牺牲的河边眼含热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河南省遂平县降了一场
小雨雪，天气异常寒冷。家住褚堂乡屈庄村李
庄、在县城打工的李国喜为了按时上夜班，下
午
４

点半，便吩咐正在准备过年豆包的爱人给
他煮了碗稀饭， 饭后就骑着电动车急匆匆地
往县城赶， 而这比他平时上夜班足足提前了
一个小时。

也就在当天下午， 家住同乡沟南刘村的
张景凤带着

８

岁的儿子邓彦科骑着新买的电
动车，从县城接回初次外出打工、回家过年的

女儿邓荣荣后，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往家回。

下午
５

点多，当李国喜和张景凤几乎同时
相向靠近马庄村孙沟桥时， 骑车不熟练的张
景凤一不小心从湿滑的桥面上和女儿、 儿子
一起掉进了距桥面十米多高的河水中。

“儿子手臂骨折了，和女儿一起在哭着喊
救命，我不会游泳，当时我就想我们一家三口
完了，也只能拼命喊救命！”受了冷水刺激，至
今仍胸口憋闷的张景凤惊魂甫定，“到现在我
都不敢回想当时的事！”

而就在此时， 听到救命声的李国喜停下
电动车、 从河西岸冲下桥。“我和爱人当时就
在他身后，他穿着棉衣就直接跳下了河，先把
张景凤的儿子推到了浅水区，我一边脱衣服一
边跳下水帮着他把张景凤也拉上岸。” 当天从
县城和妻子一起返家的

２９

岁金庄村民金群星
回忆说，“再下水去救邓荣荣时， 水太冷了，我
已经抽筋了，李国喜没出水就又返了回去。”

此时， 另外两名路经此桥的村民邓新建
和张海旺从桥头折了树枝， 艰难地递给水中
的邓荣荣。“李国喜在托住女孩时， 身体已经
不行了，头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下去，

他使尽最后的力气用头顶起了女孩！”张海旺
说，“（李国喜被拉上岸后）控水、人工呼吸都
不行了，在水中

２０

分钟的时间，两件棉袄、棉
裤、棉帽吸得水足足有五六十斤，快

６０

岁的他
是在背着一个人救另外一个人啊！”

英雄葬礼：“近千人送葬的队伍从家门口
排到了乡里”

“好人一路走好，致敬！”、“逝者安息、精
神长存”、“李国喜救人事迹给寒冷添了几份

暖意”……李国喜的事迹在网络上披露后，迅
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并纷纷留言向好
人致敬。

网友“哭”说：他是一名英雄的大叔！是我
心中最可爱、可敬的农民兄弟！

新浪博友“

ｔｚｙ

侯宝森”评论说：“伟大来自
于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向李国喜致敬！”

网友“阿若勒”动情地说：“他的壮举保全
了一个完整的家， 却带给他自己的家人一个
残缺的春节，留给大家无限的哀思！”

１

月
２１

日，除夕前一天，是李国喜出殡举
行追悼会的日子。和网友一样，当地十里八村
的近千群众都自发来到李国喜的家里向这位
平民英雄致敬。其中，有相识相知的好友、有
萍水相逢的乡亲、还有素昧平生的好心人。

“因为春节返乡，周边的群众都想来看看
我们的平民英雄， 送葬的队伍从家门口一直
排到了乡里。”屈庄村支书张景成说，“老李生
前当过

２０

多年的村会计、村组长，是个村里出
了名的好人， 以前家里穷一直住在村里的仓
库里， 他自己拉石头、 掏钱给村里修起了石
桥，帮五保户挑水、送饭、种地、收地，是我们
的好榜样！”

李国喜的工友和班长刘金伟说，“在白云纸
业公司制浆车间做备料工的

６

年里， 因为乐于
助人，年龄又最大，我们平时都喊他‘老大哥’；

但备料工要时常注意抓草机和运料输送带带
来的安全隐患，自我安全意识都比较强，可李
国喜救人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

人间大爱在延续：“以后，您就是我亲妈”

“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女儿，您就是我亲妈！”

在李国喜遗孀陈桂花的面前， 被救的女
孩邓荣荣长跪不起，请她认下自己做干女儿。

这是李国喜去世后三天祭日时的灵前一幕。

第二天，李国喜出殡时，陈桂华硬生生塞给邓荣
荣
５００

块钱见面礼。如今，李国喜舍己救人、在冷
水中顶起的人间大爱被两家的后人延续着。

走进李国喜在村子旧仓库上翻盖的小
院，这是一所及其普通的农户。遗像庄重地摆
在堂屋桌子的正中间。 陈桂花的哭声痛彻心
扉：“你走的时候还穿着湿衣服， 到那边冷了
给家里说啊！”

屋檐下， 李国喜牺牲前穿的棉衣棉裤已
经风干。 失去光泽的大头皮靴和杏树上挂着
的防尘罩依稀让人联想起事发前这个平凡英
雄的音容笑貌。

参军
１６

年的大儿子李俊阳强忍着布满血
丝的眼眶里的泪水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
是真的， 我每天都会觉得父亲是去县城上班
了，天亮就会回来，可总也等不到……”

陈桂花说：“国喜走得值得， 要不然人家
一家三口就没了，家也就破了，国喜走后，邓
家已经来看过四次，出殡时人家披麻戴孝来，

还认了个干女儿，我们全家也知足了！”

“女儿外出打工前又专门到国喜大哥家
磕头告别，我们拿什么也换不回他的性命，只
有用自己的良心报答、照顾好李大哥的家人，

让李大哥安心！”张景凤的爱人邓新良说。

李国喜英勇救人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巨
大反响，遂平县领导多次到家慰问、了解情况
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李国喜生前工作的
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还把在外打工的
李国喜二儿子李俊伟安排了新工作。同时，遂
平县还在积极主动为李国喜申报“烈士”和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称号。

“李国喜牺牲后，他的家人从未向政府和
被救者提出任何要求，不能让好人吃亏，我们
要替他处理好身后事， 让我们的英雄走好！”

褚堂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新华社郑州
２

月
２

日电）

河南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新华社郑州
２

月
１

日电（记者
王阿敏） 河南在全省实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对城乡居
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
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 有效预
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及慢性
病，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河南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

２０１１

年之前，河南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资金人均经费标准是

１５

元，去年调整到
２５

元。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也进行了适时调整，

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
３

岁至
６

岁
儿童保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与处理、卫生监督协管等内容，

同时增加了健康教育的频次和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体检的项
目。此外，河南在规范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建立城乡
居民健康档案的同时， 率先在
全国将婚前保健纳入河南省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范围。

河南在推进这项工作时，

积极创新服务管理模式。 他们
以“购买服务”为突破口，建立
“服务准入、绩效考核、服务监
管、绩效支付”等运行机制，调
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公共
卫生服务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
服务质量及资金的使用效率。

郑州市为使百姓收益最大化，

实行片医负责制或家庭责任医
生制度， 通过日常巡诊深入居
民家中， 进行健康指导和健康
管理，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

新华社记者李鹏

□新春走基层

□

新华社记者黄冠

2

月
1

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整朵苗寨，一名姑娘在“打同年”活动中跳踩堂舞。

近日，广西融水县安太乡整朵苗寨举行“打同年”联欢活动，人们在一起吹奏芦笙地筒、表演
芦笙踩堂舞、观看苗语电影，欢乐贺新春。“打同年”是融水苗族村寨之间的联谊活动，人们互称对
方为“同年”。 新华社发（龙涛摄）

2

月
2

日， 太原
市小店区东浦村舞
龙队在表演《并州
祥龙》。

当日， 太原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活动在太原工
人文化宫举行，近
百名民间艺人为市
民表演太原锣鼓、

太原莲花落、舞龙、

踩高跷等节目，喜
迎即将到来的元宵
节。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