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记者赵超 安蓓） 国家发展改
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27日发布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其中规定部级正职办公室每人不

超过54平方米。
据介绍， 这一建设标准适用

于全国乡 （镇、 苏木） 级及以上
党的机关 、 人大机关 、 行政机
关、 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
机关，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人
民团体机关， 以及各级机关组成
机构、 直属机构、 派出机构和直
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的新建 （或
购置）、 改建和扩建工程。 配备、
租用办公用房参照执行。

标准提出， 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用和城乡

规划要求，从严控制用地规模，严
格土地审批，节约集约用地，严禁
超标准占地、低效利用土地，不得
占用耕地， 新建项目不得配套建
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做

到庄重、朴素、经济、适用和资源
节约， 不得定位为城市标志性建
筑。外立面不得搞豪华装修，内装
修应简洁朴素。

（下转8版）

救灾殉职团干部袁雅逊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成都11月27日电 （记

者王鑫昕） 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委今天决定， 追授袁雅逊
为全州抗震救灾 “优秀共产党
员”。

11月26日下午4时， 共青团
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袁雅

逊在前往道孚县配送救灾物资

后的返程途中， 发生车祸殉职，

年仅33岁。
11月22日16时55分， 康定县

发生6.3级地震 ， 刚到南京休假
的袁雅逊昼夜兼程回到康定， 主
动请缨到震中开展工作， 负责后
勤保障、 物资募集、 平台外宣等
工作。

26日当天， 他和四川省群团
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四川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

道， 前往道孚县、 康定县各受
灾学校核查灾情， 为建设板房
教室做准备。

出事前， 他已经核查了4
所学校的灾情， 正在赶往第5
所学校的路上。 事故中 ， 1名
司机和1名团州委工作人员身
负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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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 畅

“我们也有 ‘风花雪月’， 但
那风是 ‘铁马秋风’、 花是 ‘战
地黄花’、 雪是 ‘楼船夜雪’、 月
是 ‘边关冷月’。” 今年10月15日
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 军旅作家
阎肃的一席话， 把人们带到了战
地、 边关、 秋风、 夜雪的强军意
境之中。 是什么让这位老人有着
不一样的 “风花雪月”， 恐怕不

仅是文学家的浪漫情怀， 更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人生豪迈。

每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各有不

同。上一代人会说，他们那时，只能
上山下乡，想上大学都没机会；下一
代人会说， 至少你们还能比较公平
地竞争，而我们只能“拼爹”。时代与
环境的改变， 不可避免地产生 “代
沟”，年轻人可能不理解父辈的激情
岁月， 长辈或许看不惯小青年的任
性矫情。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
同的社会问题，青春不易，都会有艰
苦，有波折，有磨砺。

在并不完美的境遇中， 你的人
生是什么样子， 取决于你的选择，

也取决于你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
同样艰难的环境中 ， 有人逃避抱
怨， 有人却能坚韧应对； 同样的挫
折打击下， 有人一蹶不振， 有人却
会愈挫愈勇； 同样的青春岁月， 有
人热衷过安稳的小日子， 有人却怀
揣梦想挑战自我……不同的姿态与
选择， 成就不同的人生。

在“调侃” 比较流行的网络时
代，一些年轻人喜欢以“簈丝”自嘲，
于是就有了各种悲情： 在大城市里
生活工作，住在斗室就是“蜗居”；买
房了，要还房贷，就成了“房奴”；在
就业升职的竞争中被淘汰， 自然就
变成毫无背景的“矮穷矬”……

确实，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
时代，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压力，
难免使人焦躁不安， 你会变得敏感
而小心， 更多参照社会与他人的评
价确定自己的方位； 你会变得谨慎
而实际， 在对 “晃荡” 的想象中选
择安稳； 你会变得急于求成， 在对
“成功” 的追寻中迷失自我； 你会
在不断的退让中心有不甘……可
是， 静下心来想一想， 谁的青春不
奋斗 ， 哪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不艰
辛？ 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经历过上
山下乡， 知青生活何尝不艰苦？ 相
比于父辈， 现在的青年生活在物质
相对富足、 社会开放多元的环境下，

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会有
截然不同的人生。但是，不管怎样
的青春岁月，也不管怎样的时代变
迁，有梦想，有追求，脚踏实地、积
极向上、奉献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
好活法， 不会改变。

只有将个人的意愿与社会的

需求相连， 经历过时代的磨砺和
挫折的考验， 回首青春岁月， 才
不会有遗憾。 曾经， 有一首流行
的老歌， 歌中唱道： “生活的奇
迹要靠谁， 要靠你、 要靠我、 要
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
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
光荣属于谁？” （下转7版）

青春不只风花雪月更当豪迈向上
———“践行核心价值观 倡导青年好活法”系列谈之五

本报记者 惠 滢

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条胡同深处，有一家
简约而热闹的咖啡馆。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这里吸引人的不只是咖啡香，还有校友情。

74名武汉大学毕业生，在11月下旬共同创
立了这个“武大人在北京共同的家”。为纪念母
校， 他们以武大珞珈山为名， 将咖啡馆命名为
“珞珈咖啡”，还为店内的猫取名“武大郎”。

余东雷是珞珈咖啡的牵头人之一， 目前
正在北京大学读硕士， 他一直热衷于组织武
大校友活动。过去，合伙开咖啡馆只是一个朦
胧的想法，但在今年参加完一次公益活动后，
他的这一想法明晰起来。

今年夏天， 余东雷跟3名陌生人组队，去
西藏参加公益越野挑战赛。 他们不但在比赛
中夺冠，还找到330个人筹得4.5万元，为湖南
平江的一个贫困小学捐建了运动场。

“几个陌生人都能快速融和、 实现目标，
何况我们这些感情真挚的校友？”余东雷回京
后联合几个校友共同制作了一份简单的计划

书，发送到武大在京校友QQ群里，推介了他
们的想法。 这个开店计划要求想加入咖啡馆
股东的“85前”校友出资1万元，“86后”校友出
资5000元， 并承诺可获得咖啡馆的等额消费
卡，营利后按比例分红。

此举迅速得到热烈回应， 很多校友连计
划书都没仔细看， 就直接把钱打给了几个牵
头的同学。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天都
有值班股东在店里帮忙。同时，股东们选出7
个执行委员，负责咖啡馆的日常经营，执委分
文不取，并按期换届。

加入珞珈咖啡是有门槛的， 股东须具备
宽容、信任的素质。“其一，不问回报，认同这
个平台的价值。其二，具有主动解决疑问的能
力。以此避免经营中可能产生的矛盾。”余东雷
说，“我们并没有作出过多承诺，只是一种朦胧
中的共识将大家凝聚起来。” （下转7版）

问湖哪得清如许
———城市湖泊生态治理的“东钱湖样本”

编者按 浙江宁波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 自2001年成立以
来， 以生态治理为根本， 以惠
民富民为目标， 坚持在保护中
开发， 成为全国城市湖泊治理
的典范。 本报近期将刊出系列
报道， 与广大读者分享东钱湖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特色

之路。

本报记者 董碧水

10月30日，“东钱湖论治水”论
坛在浙江宁波东钱湖畔举行。 在浙
江“五水共治”的背景下，这场以治
水为主题的“头脑风暴”备受关注。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在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创建中， 宁波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 （以下简称东钱湖
管委会）以生态治理为魂，坚持科学
治水、生态治理，以其“治水十法”，
从清洁水体、 改善水质到水生态修
复， 有效扭转湖泊水质的富营养化
趋势， 实现水质的大逆转———从建

区前的总体四类、局部五类，提升到
总体三类、局部二类，成为全国城市
湖泊治理的典范。

护水治水成第一要务

东钱湖在宁波城东15公里处 ，
是浙江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与国
内许多城市湖泊相类似， 曾经的东
钱湖也受困于环境污染， 并陷入湖
泊 “老龄化” 的生态危机。

东钱湖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陈

申说，过去由于大量生活污水、工业
废水直排，湖岸垃圾堆积，不仅严重
影响湖水水质， 湖区水生态系统也

遭到严重破坏。 上世纪90年代至本
世纪初， 东钱湖水生植物分布面积
仅占湖面面积的1%，且群落结构单
一，水体自净功能严重退化。

“东钱湖能有今天， 得益于12
年前的一个决定。” 东钱湖管委会
副主任苏少敏介绍， 东钱湖环湖周
长45公里， 兼具饮用水源、 防洪、
灌溉、 旅游等多种功能。 2001年 ，
为强化东钱湖的功能管理， 宁波决
定成立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 行使
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 ， 并对
东钱湖区域的发展规划进行统筹

决策 ， “目标就是要建设一流的

国家旅游度假区”。
“建设国家旅游度假区， 首要

是 ‘生态’。” 东钱湖管委会主任史
济权目标很明确 ： 宁可发展慢一
点， 也要把环境保护好。 保护生态
一直是东钱湖管委会的重中之重，
而护水治水则是第一要务。

东钱湖水域近20平方公里， 差
不多有3个半杭州西湖的面积。 面
积大 、 汇流多 ， 治水工作任重道
远， 东钱湖管委会从治湖为主向湖
河并重， 并向标本兼治、 治管结合
转变 。 按照 “拆迁一批 、 改造一
批、 保留一批”， 对沿湖村庄拆迁、

改造； 依照 “一河一策”， 对入湖
溪河实施整治。 与此同时， 一批沿
湖污染企业、 养殖场被关停关闭。

据介绍， 目前湖区的18个行政
村， 有10个被整体搬迁。 同时， 东
钱湖管委会关停工业企业61家、 瓦
窑13座 ， 迁移6万余穴沿湖坟墓 ，
拆除100多万平方米沿湖房屋， 清
理围网33万平方米， 铺设截污管网
60余公里 ， 种植林木近200万株 、
新增绿化160万平方米。

迄今， 全区累计投入的生态建
设资金超过100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沿湖村企拆迁
安置50亿元，清淤工程、沿山干河及
岸线、山塘、河道整治32亿元，排污
体系建设和污染治理9亿元。

十余年的“零容忍”、“大手笔”、
“高规格”， 终于换来东钱湖水质的
大逆转， 水体污染现象彻底改观。
“随着水质的改善，绝迹了30多年的
银鱼重新回到东钱湖， 对优质水有
高度依赖的莼菜也频频在湖区出

现。”陈申说。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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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开赛
一等奖得主将获百万元创业奖励

11月27日，天津滨海新区，首届“盐商杯”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山东的彭东在展示他的“全波场高密度面无损检测
技术”项目。11月27～29日，通过全国赛初评的150个项目将通过路演、
复活路演、半决赛和决赛环节评出21个正式创业组和意向创业组获奖
项目。正式创业组将评出一等奖1名，一等奖得主将获得100万元创业
资金奖励。大赛自7月启动以来，有4万多个项目参加各级初赛，7496
个项目参加省级赛事。 本报记者 赵 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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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殉职团干部
袁雅逊的最后一天”

湖北黄冈团组织与黄冈农商行携手

“团银合作”助农村青年创业
本报记者 雷 宇

湖北黄冈80后青年郑建雷现在
成了当地银行的 “活广告”。

中专毕业后， 郑建雷在别人的
鱼塘打工7年， 起早贪黑， 学到一
手鱼类养殖好技术。 他想自己承包
鱼塘却苦于资金不足， 是黄冈市农
村商业银行 （以下简称 “黄冈农商
行”） 城东新区支行的5万元小额贷
款送来了 “及时雨”。

过硬的技术加上辛勤经营， 短
短一年时间， 郑建雷的鱼塘就获得

了大丰收， 如何扩大养殖规模成为
他考虑的新问题。

今年5月， 又是黄冈农商行开
发的 “渔民乐” 专项贷款提供的20
万元资金， 一次性解决了郑建雷的
资金需求， 他的承包水面一下扩大
到250余亩。

在黄冈， 郑建雷创业路上不断
收获的故事只是当地团组织服务农

村青年创业的一个缩影。
2010年以来， 黄冈农商行与黄

冈各级团组织合作推出 “农村青年
创业扶持计划”，创新工作模式和贷

款方式，为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助跑，
成为“农村创业者身边的银行”。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黄冈，
是个农业大市， 引导和服务农村青
年创业成为当地共青团近年来关注

的工作重点。 “新农村杰出青年”、
“百业标兵”、 “农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 “专业合作社牵头人” 等深
入一线的各类评选表彰形成了广泛

的影响力， 也让黄冈农商行看到服
务的新抓手， 以此为基础， 银团携
手， 团委的表彰和推荐对象成了银
行服务客户的数据库、 项目库。

根据市县两级团委的推荐，黄
冈农商行对有创业能力、 有贷款需
求的青年进行全面调查摸底、 全面
掌握他们的生产经营、 资金运营和
诚信状况； 以乡镇为单位确立扶持
名单， 对获得县级团委以上表彰的
典型重点支持， 将6368户农村创业
青年纳入农村青年创业项目库。

对于入库的项目， 农商行开启
直通车， 实行政策倾斜， 根据团组
织的推荐， 2008年以来， 先后发放
贷款8435笔， 累计金额9.48亿元。

（下转7版）

扫一扫看专题

“康定悲歌送雅逊”

三个人的“微小学”
11月27日，袁本安在辅导两名学生做作业。 在湖北省巴东县的大

山深处，有一所只有师生三人的“微小学”———巴东县溪丘湾乡小龙村

堰塘坪教学点。 “微小学”由今年59岁的教师袁本安和7岁的朱蓉、8岁
的谭建辉组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小龙村小学原有多名老师、七
八十名学生的“阵容”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下师生三人。

杨顺丕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