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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即将到来，学位成了家长关注的
焦点。为了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部分
家长“求位心切”，托关系询问，甚至花钱买

“学位”。
广东省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发现，有

犯罪嫌疑人瞄准这一“市场”，骗取家长财
物。近期，被告人林某某以可以帮助小孩取
得“学位”为由骗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4000元。

家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的刘某某为
江西籍人士，家中有一名适龄儿童需就读一
年级。但由于孩子户口不在梅县区，依照入
学政策规定，孩子只能选择回到老家就读。
不忍孩子远离自己，刘某某四处托关系，希
望能进入当地的中心小学就读。经朋友介
绍，刘某某认识了做生意的林某某。

“我在学校找了人，可以帮你入学，但你
要先打8000元给我。”得到林某某承诺，刘
某某心头的大石落地，但令他没有想到的
是，他已经踏入了林某某“编织”的陷阱中。

刘某某将户口本及租房合同等材料拍
照发送给林某某后，随即通过微信向其转账
8000元。不久，林某某又以与领导吃饭为
由，要求刘某某再次转账6000元。此后，刘
某某多次询问事情进展，均被林某某以正在
办理搪塞，最后小孩未能到当地小学就读，
林某某也以经济紧张为由拒绝退还钱款。
刘某某遂打电话报警。

检察官提醒，又是一年开学季，“学位”
问题牵扯着家长们的心，学位诈骗存在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夸大了嫌疑人的能力。善用“我认
识很多领导级的朋友”“搞不定全额退款”等
花言巧语迷惑家长，家长们需提高警惕；

二是通过熟人介绍。家长大多通过亲
戚、朋友等熟人介绍认识办理“学位”的犯罪
嫌疑人。某些办理“学位”的“能人”在社会
上小有名气，通过大家的口口相传，变得更
加可信。

三是幼儿园、小学一年级新入学阶段。
孩子升学虽不易，家长要通过正当途经为孩
子办理入学手续，切勿“病急乱投医”，更不
要随便相信卖“学位”的社会人士。买“学
位”不可取，其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家长要
注意，一旦发现被骗，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及
时报案，尽量挽回经济损失。 /新华社

今年以来，为减轻疫情影响，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贵州陆续出台实施258条惠企政
策“大礼包”，从税收、用能、财政、社保等8
个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其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下拨财政专项资
金、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等措施，有
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这些优惠政策减轻了企业在疫情期间
的资金运转压力，有效推进复工复产，使公
司的新车型如期上市销售，稳定了生产运
营。”贵州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华保华说，今年上半年，疫情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贵州省出台的系列
惠企政策，让企业享受到多重政策红利。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观山湖区税务局
工作人员王良泽介绍，贵州吉利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之一。“疫情期
间，我们第一时间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并及时到企业宣传减免税收的相关政策。”
他说，税务机关积极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让企业应享尽享。
记者了解到，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激发经

济活力的举措之一，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今年1月至5月，贵州中小微企业平均税负
为4.8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8个百
分点，贵州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
下降了12.3％。

除了税收外，用能方面的优惠政策，也
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以贵州吉利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为例，根据相关优惠政策，
疫情期间企业用电费用按工业电价的95％
计算，天然气由3.07元／立方米下调到2.74
元／立方米。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下拨财政专项资金
9.43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公司累计收到各项财政补贴335万元，其中
与疫情直接相关的补贴140万元。”贵州邦泰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王学武说，作
为一家集血液制品和生化药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现代生物医药企业，上半年疫情

对公司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影响较大。
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贵州

邦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享受到了真正的实
惠，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心。“我们将利用这
些资金继续发展企业，如扩展市场、采集原
料等，努力将疫情的影响降至最小。”王学武
说，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势头总体良好，但原
材料供应仅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0％左右，仍
存在一定缺口。

今年3月，贵州省印发了关于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对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中的单位缴
费，中小微企业阶段性免收，大型企业阶段
性减半征收。这项政策出台后，贵州邦泰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应缴纳社会保险费减免额
达150万元。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贵州省累计
减免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46.24
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7.5万户。 /新华社

元荡湖，上海市和江苏省的交界，过去
处于“三不管”地带，水质堪忧，如今正成为
一体化治“绿”、一把尺“联防”流动的生态样
板。从打通断头路到联合河长常态化，从生
态补偿踏前一步到治绿标准齐步走，随着国
家战略的升级实施，长三角正在碧水烟波中
奏响生态绿色的协奏曲。

标准“一体化”：一桥飞架“断头路”

8月 21日，在东航路元荡桥的建设路
段，班长钱杨正在桥上协调材料的铺设，从
桥头到桥尾一天能走上3万多步。接近40
摄氏度的高温下，他笑言，一天下来工人要
喝二三升水，却很少去厕所。

旁边，是贯穿江苏和上海的慢行桥建设
工地。正在规划的滨湖公园里种下了一整
片的黄金菊，站在岸边能清晰看到1.5米水
深处的水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这里
是四类水质，希望通过整治，实现水质优化，
河中心的界桩以后也将全部拆除。

元荡湖是沪苏最知名的一条界河，两岸
分别是上海市青浦区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到9月30日前后这里将正式通车，往返
将缩短至5分钟。

一体化让周边治理标准从源头就开始
统一。过去“断头路”打通是各管各家，如今
在规划伊始，从施工主体、建设单位、跨区审
批等就共同协商，后续程序的办理协调也加
快并联，未来还将实现一个主体、一张蓝图、

一个标准。“打个比方，这条断头路中江苏段
的侧平石用的是花岗岩，上海段本来审批的
是混凝土，第一时间就统一调整了。”青浦区
长三角区域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智慧说。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
分布着“一河三湖”（太浦河、淀山湖、元荡、
汾湖）等重要水体。《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围绕

“山水林田湖”共同体，到2035年示范区的
蓝绿空间占比要达到68％，其中先行启动区
达到75％。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
主任张忠伟说，未来示范区将实现一张蓝图
管全域、一个平台管实施、一套标准管品质。

治绿“一把尺”：“联合河长”成常态

一体化治绿、“联合河长巡河”已经成为
共识，多地联动治水正在形成机制。

浙江的南浔、桐乡等地联手建立应急联
动处置机制；江苏积极构建江浙沪跨区域治
水联盟，治水矛盾不上交；上海明确了河长
日常巡河、河长办共同巡河、民间河长志愿
巡河等模式，建立了存量问题清单制、增量
问题工单制的处置机制。

清溪河（麻溪港）是江苏苏州吴江区盛
泽镇与浙江嘉兴秀洲区王江泾镇的界河。8
月18日下午，盛泽镇河长办副主任宋雪峰
和王江泾镇麻溪港镇级河长孙琪，顶着烈
日，共同乘船巡河，发现问题马上拍照记
录。这样的联合巡河，他们每两个月都会进

行一次。
十多年前，这条界河曾被严重污染，鱼

虾绝迹、河道淤积、水葫芦泛滥，两地关系一
度“剑拔弩张”。2018年，吴江区和秀洲区
共同出资1亿元对界河实施联合清淤，疏浚
河道10.5公里。“沉积几十年的淤泥，几个月
就清除了，效率这么高，关键靠两地携手。”
宋雪峰说，现在工作群里“问题消息”越来越
少，两地合作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最近，长三角三省一市相继发布“同名
文件”《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
三省一市，省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自
然资源禀赋各异，缘何要实施同样的执法标
准？把这个疑问放在长三角生态环境联防
联治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三省一市将
统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统一执
法、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用“一把尺子”加强
生态环境的执法监管。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水务局局长胡明
忠表示，长三角地区界河（湖）众多，仅靠一
方努力很难取得理想效果。随着联合河长
制不断深化和推广，更多治水矛盾在基层就
能得到解决，无需再“上交”，将有力夯实长
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

责任“一肩挑”：
探索生态补偿“新机制”

新安江是皖浙两省的重要生态屏障，
也是浙江省最大的入境河流。江水注入

千岛湖，安徽出境水量占千岛湖年均入库
水量近 70％。2010 年，杭州市千岛湖部
分湖面出现蓝藻异常增殖现象。问题凸
显，新安江上下游协同保护新安江水质，
势在必行。

2012年，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下，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
新安江开始启动。首轮试点为期3年。每
年设置补偿基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3
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1亿元。年度水质
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否
则相反。

创新的制度设计，开启我国跨省流域
上下游横向补偿的“新安江模式”。如今
的新安江，一江清水逶迤，两岸山岭绵延，
白墙黑瓦的徽州民居，在色彩斑斓的山林
间时隐时现，美景如画。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皖
浙两省在生态补偿机制上的探索打开了
新视野。安徽已与江苏、浙江签订跨界水
域联防联控协议超过10份。

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
点“新安江模式”如今正迅速推广，沪苏
浙毗邻区域的“联合河长制”步入常态化
运行，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
作机制愈发成熟。一个以绿色发展为底
色、为创新发展添成色的“美丽长三角”
渐行渐近。

/新华社

89岁的李锋生活在山西省太原市的一
栋6层居民楼里。随着年龄增大，住在3楼
的她平时最发愁上下楼。如今，这个烦恼被
一部电梯解决了。

“过去遛弯儿回来，上楼都要歇好几次，
更别提拎着东西了。”家住杏花岭区金刚堰
路22号院的李锋说，装上电梯以后，上下楼
难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也更愿意出门走动
了。

李锋所住的小区已有超过20年的历
史。在她生活的旱西关西社区，很多居民都
是像她一样的老年人，上下楼困难曾给大家
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麻烦。

太原市政府网站显示，近年来，该市已
完成单项改造或部分改造老旧小区2000余
个。

承担电梯安装业务的山西华泽物联养
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秀芝表示，对于4
层以上、2000年以前建造且符合建筑安全
标准的居民楼，在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的
情况下即可申请安装电梯。

像李锋所在的城市一样，中国各地政府
正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国务院7月印
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要大力改造提升城
镇老旧小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今年，全
国计划开工改造的老旧小区有3.9万个。

太原市旱西关西社区居委会主任郭玲
萍说：“经过改造，楼道里的灯亮了，居民楼
外立面美化了，而群众不用花一分钱。”

在改造过程中，房顶漏水、管道老旧、路
面不平整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此外，新材料、新技术也在老旧小区改
造中大显身手，让居民的居住体验感大大提
高。

“困扰了我们家多年的保温问题终于解
决了！”家住山西省阳泉市的董女士说，去
年，当地政府在对7个老旧小区改造中使用
了一种新型防火保温涂料，能让老房子达到
冬暖夏凉的效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被视为中国政府的
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这一工程的大范围

实施，表明中国城市正在告别过去大拆大建
的发展模式。

“与以往的大拆大建不同，老旧小区改
造不伤筋动骨，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还节
约了社会资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
说，在未来的改造工作中，政府要继续遵循
合法自愿、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等原则，做到
问计于民、开门决策，这样才能切实提升居
民对小区改造的满意度。 /新华社

碧水烟波荡界河
——一体化下的长三角生态绿色协奏曲

中国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居民幸福感

政策“大礼包”助力激发市场活力
——贵州258条措施惠企纾困见成效

走后门可以得“学位”？

检察机关提醒
开学季警惕“买学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