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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这可是个大的话题，说起来这40年，特别是
近十多年，我们身边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出去个一两年回
来都要感叹不认识商丘了。我今天想说的，是通信工具的变迁”
今年50岁的薛宏伟向记者回忆起几十年来他所接触到的所有通
信工具。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我在县统计局工作。当时一
个单位只有一部电话，就是那种摇把电话机，很多电视剧上都能
看到。每当想要通知各乡镇开会或者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
使劲摇几下电话机，拿起来呼叫总机，然后让总机给接乡镇，接
到那个算那个……”薛宏伟回忆，没过几年，电话机从摇把的变
成转盘式的，后来就变成现在按键式的。

1994年，薛宏伟在家里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在当时这可是
一个稀罕物件，县城装的人家可不多。“现在是听到电话响就头
疼，那时候安了电话一天天的都没响过，就想有人给自己打个电
话”。

1999年，薛宏伟从县城来到市区工作，买了一部BP机，汉显
的。“当时买的时候感觉花了不少钱，买来就是图工作方便，别人
呼过来，就满地找公用电话打回去。那时候好像大哥大、二哥大
之类的手机也都出现了。”虽然花了不少钱，但薛宏伟的传呼机
也只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2000年下半年，薛宏伟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牌子是夏
新的。“有了手机以后感觉是真方便啊，我孩子在县里上学，我
就每天晚上往家里打个电话，给孩子辅导辅导功课，谈谈心什
么的……”这十多年来，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过去仅仅作为通话
方便的手机，其概念和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手机变成了
一个了解社会瞬息变化的万花筒。薛宏伟的手机也加快了更新
换代的速度。夏新、摩托罗拉、酷派、小米一直到现在使用的苹
果。“大家伙买手机换手机，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方便，
有了可以随时联系同事、家人；二来是从众心理，大家都有了我
也得有，大家都买了智能手机我也要买；第三个就是经济上负担
得起，买得起用得起。”

“这些年通信工具变化真的是非常快、非常迅速，从最开始
的摇把电话机，到传呼机，到移动电话，到智能手机，手机功能是
比过去越来越好用，越来越贴近生活。像过去的机型没有支付
功能，还得带银行卡转账，去银行很麻烦。现在拿着一部手机，
坐车能刷、买东西能刷、吃饭能刷，跟生活关系是越来越紧密，我
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薛宏伟感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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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7月9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审计厅获
悉，今年以来，河南加大对2017年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跟踪审计的督促整改，截至 5月底，已取消不符合条件
的保障对象资格 2655户，清退违规分配使用的保障性
住房993套，9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据介绍，今年以来，按照河南省审计整改联席会
议的要求，河南出台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省 2017年保障
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的督促整改。审计部门通过审
计质量管理系统对审计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动态管
理，建立台账，持续跟踪移送问题处理情况，并定期通
报整改执行进度。同时，审计部门还会同住房和建设
部门统一标准，规范整改流程，制定《河南省保障性安

居工程审计整改工作制度》，加强对地方整改工作的
指导。

截至5月底，河南各地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整
改问题641项。目前，全省已补充安排建设资金9.69亿
元，退还违规收取的税费、利息等1023.08万元；取消不
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资格 2655户，追回违规领取补助
补贴884.18万元，清退违规分配使用的保障性住房993
套，给予99人党纪政纪处分。

河南省审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关注全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领域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并加强部门
协同联动，加大对各责任单位上报的整改报告和整改
资料的审核力度，确保审计整改改出实效。

在三区中
睢阳区空气质量最差
梁园区空气质量最好

在六县中
柘城县空气质量最差
民权县空气质量最好

本报讯 6月份商丘各县（区）空气质量“排座次”，
看看哪里空气最好？昨日，记者从商丘市环境攻坚战
办公室获悉，为严格落实奖惩措施，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根据有关奖惩办法规定，6月份空气质量奖惩情况
通报如下。

据介绍，按照污染指数计算方法，依据各县（区）
PM10、PM2.5两项主要考核因子综合计算得出污染指
数，6月份三区和六县污染指数分别为：睢阳区 2.343、
示范区 2.328、梁园区 2.214，柘城县 1.829、睢县 1.815、
夏邑县 1.814、虞城县 1.772、宁陵县 1.771、民权县
1.743。

其中，睢阳区在三区中空气质量最差、梁园区在三
区中空气质量最好，柘城县在六县中空气质量最差、民
权县在六县中空气质量最好。经研究，决定对睢阳区
和柘城县分别财政扣款50万元，对梁园区和民权县分
别奖励财政资金50万元，所有奖罚资金由市财政局通
过财政账户直接划拨。另外按照《商丘市空气质量指
数预警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丘市空气质量指标日考核
奖惩暂行办法》的规定，7月份三区PM10、PM2.5控制
目标予以明确，PM10、PM2.5控制目标分别为 70微克/
立方米、35微克/立方米。

市环境攻坚办希望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加大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力度，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扎实做好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环境攻坚办将继续按照有关要
求，严格落实奖惩措施，确保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晚报记者 吴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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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违规分配使用的保障性住房993套，9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句经典的宋词描绘出一
幅醉人悦耳的乡村“和谐曲”，曲中的“演奏家”就是被喻为“害虫
天敌，庄稼益友”的青蛙。一场雨水过后，在乡村的房前屋后，田
埂地垅本应能听到阵阵天籁之音，然而笔者发现，在部分乡村听
取蛙声已成为一种奢望，蛙声渐成儿时的记忆。

蛙声越来越鲜闻，原因有三：一是因乡村填坑盖房，让青蛙
失去了栖息之地。受土地确权和农村宅基地吃紧的影响，部分村
民“填海造房”，村中的池塘沼地成为青蛙“迷失的乐园”；二是非
法捕杀青蛙的现象依然存在。尽管保护青蛙已成为共识，但受

“舌尖上的诱惑”，青蛙还不时出现在餐桌上；三是因环境污染问
题危及生存，让青蛙岌岌可危。

既要留住绿水青山，又要记住乡音乡愁。乡村青蛙日渐声少
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和反思。炊烟、犬吠、蝉鸣、蛙声……这些
乡村符号不能成为残存的记忆。怎样让蛙声成为乡村振兴的“和
谐曲”，首先，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知道青蛙是人类的朋
友，保护青蛙、拒食青蛙应从我做起；其次，要加大打击猎食青蛙
行为，让捕杀青蛙者得不偿失，自食其果。最后还要借力乡村振
兴的东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为青蛙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只
有这样，和风细雨中，黄昏晨曦下，蛙声才能成为乡村醉人的“和
谐曲”。

□晚报首席记者 刁志远 实习生 刘娟

让蛙声成为乡村的“和谐曲”
□焦风光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9日上午
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报告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深入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报告介绍，今年 5月至 6月，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组分为4个小组分别赴河南、内蒙古、山西、陕西、
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8个省区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检查组深入到 26个地市，共召开 29次座谈会，听取了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实地查看了107个单位和
项目。同时，委托其他23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自查，实现了执法检查全覆盖。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 2013年下降 22.7%；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
均浓度分别下降 39.6%、34.3%、27.7%，珠三角区域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连续三年达标。全国空气质
量总体改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
显提升。

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

的意识明显增强。中央财政加大资金投入，5年累计安
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528亿元。各相关部门分工
协作、共同发力，出台20余项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
策，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顺利开展。企业治污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污
染治理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报告提出，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在 2018年年底前依
法制定并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报告建议，加快制定配套法规规章和标准。在
2019年年底前出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固定污染源
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按行业、地区、
时限核发排污许可证。2020年，将排污许可证制度建
设成为固定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实现“一证式”管
理。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快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环境保护召回制度。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要
积极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标准。

报告提出，鼓励地方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先于国
家进行立法。2018年底前，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制定或修改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条例，结合本地实际进
一步明确细化上位法规定，增强法律的操作性、规范
性、约束性，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全覆盖。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在2018年年底前依法制定并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