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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８日电 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
结果揭晓了。中国科学院２８日公布２０１７年院士增选
结果，６１位科学家荣登新院士榜。经过增选，中科
院现有院士８００名。

新当选院士中，数学物理学部１１人，化学部９
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１３人，地学部１０人，信息
技术科学部６人，技术科学部１２人。

从年龄结构看，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５４．１岁，
６０岁（含）以下的占９１．８％。其中，中科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的徐涛年龄最小，为４６岁；昆明理工大学
的季维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杨经绥年
龄最大，同为６７岁。

从性别比例看，新当选院士中有３名女性，
分别是清华大学的王小云、上海交通大学的黄
荷凤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陈
化兰。

据了解，在２０１７年增选工作中，中科院学部主
席团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和交叉学科、国防和国家
安全领域的支持。歼—２０总设计师杨伟、“嫦娥五
号”总设计师杨孟飞等人这次新当选为中科院院
士，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

来自８个国家的１６位新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名
单同时公布，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安
德烈·海姆和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波兰、荷
兰、乌兹别克斯坦３国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科院外
籍院士。

当天，中科院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
礼为新当选院士颁发院士证书。新当选院士签署院
士承诺书，承诺将遵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履行院士应尽义务，珍惜院士荣誉，发挥明德楷模
作用。

此次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是改进完善院士制度
后进行的第二次增选，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正式启动。
经过推荐、通信评审、公示、会议评审以及全体院
士终选投票等程序，６１位新院士从１５７位初步候选
人中脱颖而出。

民生小事大情怀
——— 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厕所革命”

【山东改厕故事】

几十年的梦做成了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希峰 张磊

11月28日上午，白云悠悠。桓台县起凤
镇鱼四村的张士利，抱着一岁半的小外孙在
院子里晒太阳。暖暖的阳光照着这个不大的
农家小院，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让这里充满
绿意和温馨。

说起厕所改造，张士利打开了话匣子，
“旱厕改造是我们农民几十年的梦！”

2015年春天，桓台县开始了这项被农民
称为“生活方式革命”的“厕所革命”，张
士利和大多数人一样主动报名。“原来的厕
所，我们土话叫‘栏’，一米五见方，裸露
在院子里，夏天是臭味扑鼻，苍蝇蚊子铺天
盖地。在工厂打工的女儿女婿都不愿意回
来。现在政府不要我们花一分钱，而且只用
了两天的时间，就把‘栏’清理干净了，没
有异味的厕所建成了！”

张士利带着记者来到了院子东南角的厕
所。大约4平方米的厕所，雪白的瓷砖一铺
到顶，统一配备的坐便器还套着绒套。

“厕所问题解决了，今年又搞了气代
煤，暖气也烧得热乎乎的，这样子，农村和
城市的差别才不大了。”张士利很高兴。一
旁的副镇长孙涛开了句玩笑：“差别就是你
的房子是我们的两倍大。”

鱼四村63岁的村委主任巩崇迪告诉记
者，现在全村已经改造了1051户，没有改造
的，除了4户是因为地理地势原因，其他都
是长期闲置破败的旧房。

县政府主导，对改造后的厕所后期管护
实行社会化服务和市场化运作，每个镇由县
财政补助8万元，成立专门的公司，负责农
民旱厕的管护清运。

旱厕改造居然拉起了一个小产业链。
在起南村村头，有21个现代化蔬菜瓜果

大棚。大棚中央，四个造型奇特的化粪池正
在加紧施工。桓台县农村改革试验区主任杨
浩告诉记者，桓台县根据各乡镇、村财力情
况，并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探索出免费服务
和社会化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旱厕管护清运服
务模式。眼前这个储量1000立方米的大池
子，足以消化起凤镇全镇的旱厕粪便，正好
作为大棚里优质蔬菜瓜果的有机肥料。因为
起凤镇财力较弱，镇里利用县财政补助的8
万元资金，支持桓台县洁万家旱厕清洁有限
公司购买了三辆清运车，以低于市场价5元
到10元每次的价格服务农户，每年根据考核
结果和群众满意度情况进行适度补助。张士
利痛快地表示，即使政府不补贴，每次30－
50元的价格也不是问题，“省心省力干净无
味，自己花再多的钱也很难办到！”

□通讯员 李凯 报道
改厕，对山东农民来说堪称兴起了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这是一项民生难点，也是体现文明进步
的尺度。它与人人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时时
牵挂心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
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
考察调研过程中，经常会问起农村厕所改造
问题，详细询问村民使用的是水厕还是旱
厕，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相关情
况，强调“小厕所、大民生”。

民生小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情
怀。

曾经，谈及中国的厕所，很多人的感受
不佳。在街道、景区等公共场所，厕所脏、乱、
差、偏、少，如厕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两块砖，一个坑，蛆
蝇孳生臭烘烘”。厕所的状况，关乎百姓生活，
折射文明风尚，关系国家形象。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
考察调研时就指出，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
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
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

温暖人心的话语，源自习近平一以贯之
对人民真切质朴的情感和对待工作真抓实干
的品格。

40多年前，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乡赵家
河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
所。翻修它的人，正是当时在赵家河村蹲点
的知青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村
民赵胜利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
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
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
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
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
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
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
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
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
赵胜利说。

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对于厕所问
题，习近平不仅身体力行地推动解决，更在

日后从政的道路上，将这一带着温度的民生
关怀列入施政举措。

1982年，习近平来到河北正定工作。
“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
‘连茅圈’大量存在。”习近平曾在一篇文
章中回忆：“‘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
在一起，很不卫生。”

有问题，就要抓。中共正定县委《一九
八四年工作大纲》展现了这样的决心：“积
极改造连茅圈，努力使古城展新貌。”

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
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
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如厕困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长期
存在的厕所问题，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识，
并在深刻思考中寻找着解题之钥。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面对中国快
速发展中日益提高的厕所需求和巨大的历史
欠账，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
兴的宏伟目标，补齐厕所问题这一公共服务
体系和社会文明的短板，需要从思想认识、
文化观念、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各方面进
行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
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反对‘四
风’一样，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明的各种顽
疾陋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取有针对性
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
积小胜为大胜，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

3个多月后，在吉林延边考察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厕所革命”推广到广
大农村地区。

当得知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
习近平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
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
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基本公
共服务要更多向农村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
倾斜。

从改建旅游厕所到推进农村改厕，从布
局城市公厕到增加女厕数量，从全国性会议
部署加快改水改厕步伐，到农村改厕被列为
“十三五”必须完成的约束性任务……一场
“厕所革命”的浪潮在中国城乡大地掀起。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倡导了这场“厕所革
命”，更时时关注着工作进展，关注着人民
群众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的民生获得感。

在河北正定，“连茅圈”早已成为历
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塔元庄看
望干部群众，提到了他当年抓的‘连茅圈’
改造。”正定县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
说，2000年，这里就完成了卫生厕所改建。
现在的塔元庄村随着经济发展，已经实现家
家户户住进楼房，用上了抽水马桶。

2016年春节前夕，在江西井冈山茅坪乡
神山村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
问贫困户张成德家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察看
了水冲厕所。

如今，这个山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厕
所革命”，每家每户都搭建起水冲厕所。每
个家庭的卫生状况都大为改善，村容村貌发
生了喜人的改变。

“总书记关心得这样细致，让我们心里
暖暖的。”回想起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到家里
做客时询问厕所改造的情景，吉林延边光东
村村民宋明玉脸上洋溢着幸福。2015年，光
东村启动“厕所革命”，目前全村210户家
庭全部用上室内水冲厕所，村民交口称赞
“厕所变了样，生活大不同”。

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厕所革命”的
重要意义和成果，提出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整洁行动，再次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
所革命”。

总书记抓得细，更抓得实。2017年1
月，在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村民徐海成家的
院落里，习近平总书记为村里的规划支起了
招：“改厕问题也要科学设计。”

2017年6月，在山西吕梁山区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刚刚乔迁新居的宋家沟新
村村民张贵明家中挨屋察看，为他们家生活
条件改善、用上了冲水马桶感到由衷高兴。

……
自2015年以来，“厕所革命”由旅游景

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成为美
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示范工程，也映照
出习近平总书记真挚务实的为民情怀和国家
文明工程的步步深入。

最新数据显示，提前超额完成的旅游系
统“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共新建改扩
建旅游厕所6 . 8万座。农村改厕加速推进，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2012年的71 . 7%提高
到2016年的80 . 4%，明显改善了农村环境卫
生面貌，降低了蚊蝇密度，有效预防和减少
了疾病的发生。

这场“小角落里的大革命”赢得了国际社
会的普遍点赞。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英国、德
国等境外媒体关于中国“厕所革命”的报道超
过16万条，正面报道超过93%。中国“厕所革
命”已成为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窗
口，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厕所问题
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样本。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要让“厕所革
命”照亮每一村每一户的“小角落”，仍然
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
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仍有待提高，厕所质
量、管理服务、科技应用、如厕文明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还有不
小的差距。”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如何继续推进
“厕所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清晰的
方向和路径———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
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
也要抓，要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
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
品质的短板。”

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表了
重要讲话。

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亿万人的小事
就是一件大事。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像抓“厕所革
命”一样，“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
件，积小胜为大胜”，人民的美好生活梦想
必将不断照进现实。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厕所改造之前又臭又脏，苍蝇乱飞，
俺孙子真心不愿意回这个家，他一上厕所就
捂鼻子。”11月28日，走进兖州区新驿镇何
村何文平家，61岁的老何领记者看了他家的
厕所后，笑着说：“现在不仅厕所干净卫
生，整个家里都干净了，用着还方便。在城
里住的孙子也愿意回老家了。”

何村距兖州城区15公里，全村296口
人，有一半进城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年
人。这几年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
安了家，何文平的儿子也不例外。过惯了城
里的生活，偶尔回老家看望父母，上厕所就
成了一件“尴尬事”——— 又脏又臭，特别是
何文平的孙子何翔宇，一提回老家就有点排
斥，原因就是厕所。

去年麦收前，村里进行第二批厕所改
造，老何赶紧报了名。他在不大的厕所里铺
上瓷砖，安了坐便器，还按照顶、门、窗、
洗手盆、灯、垃圾桶“六有”标准进行配
置，前前后后仅花了600元钱，就让旱厕变
成了水厕。老何说，改造时，区、镇免费提
供材料，根据改造的标准，村民只需交安装
费即可。

“现在院子里的空气清新了，夏天
蚊蝇也少多了，冬天也不再进冷风。”

老何说，现在上初一的孙子回老家也没
有了顾虑。

“厕所改造后，农户没有不说好的，都
觉得方便、干净卫生。跟以前相比，简直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何村党支部书记何
广友介绍，何村全村只有73户，2015年夏
天，第一批改造了10户，村民感觉很好。
2016年第二批又改造了40户，村民很是积
极。其余的搬到城里住了。

由于农村没有下水管网，新驿镇在对
农户厕所进行改造时，采用了三格式封闭
式化粪池，通过三个格，将粪便一级一级
沉淀腐化、过滤处理，形成厌氧发酵、生
物分解，最后转化成液态肥。农户可以自
己抽取作肥料使用，也可联系吸污车进行
清理。

“三格式化粪池就埋在厕所下面，不仅
不会占用空间，还能防冻。”何广友回忆，
2015年下大雪的时候，村里第一批改造的10
个厕所没有一个出现问题的。

为了帮助村民管护化粪池，新驿镇最近
购置了5台多功能吸污车，“下一步，将建
立社会化管护机制，探索保洁公司承保改厕
后的检查维护、定期收运、粪渣资源利用等
后续工作，形成管收用并重、责权利一致的
长效管理机制。”新驿镇环卫执法办主任秦
风波介绍。

孙子愿回农村老家了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鲁兵

11月28日上午，冬日暖阳下，74岁的昌
邑市饮马镇山阴村村民王邦杰站在自家围墙
外与邻居们闲聊。围墙里是他家原来的
“圈”，但丝毫没有一丝臭味散出来。王邦
杰笑着说，他们家在2013年就把旱厕改成了
水厕，再也不会出现“猪拱鸡挠粪满地，蚊
蝇成群臭熏天”的情形了。

说起改厕的动因，王邦杰直言他最初是
反对的，但事实证明改对了。原来，由于年纪
大了，子女怕王邦杰老两口上厕所不方便，又
怕老人行动不便出意外，出钱将旱厕改成了
水厕。“有的老人掉进过‘圈坑’里，孙辈解手
也不方便。儿子想来想去，花了1000多元钱，
把‘圈坑’处理干净后，用水泥造了一个储存
池，地面上按上了抽水马桶。这样，俺老两口
上厕所安全方便，而且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异
味，没有蚊虫滋生。”王邦杰说。

在山阴村，王邦杰改厕属于先行者，更
是受益者。近几年，随着村民卫生意识和对
居住品质要求的提高，山阴村村民陆陆续续
开始自行改厕。但村民们自行改厕没有统一
的标准，花费也多。2016年春天，在昌邑市
统一安排下，山阴村进行统一改厕。“除去
已经自行改造完成的，我们村有141户村民
进行了统一改厕。明年，所有村民就能全部
改厕。”村党支部书记王邦亮说，统一改厕
不需要村民自己花钱，而且标准全部统一
了。据了解，昌邑市按照统一设计、统一购
料、统一施工、统一验收原则实施改厕，厕具
和设备由市里统一公开招标采购；施工由各
镇负责，择优选择本地队伍，以镇、村为单位
组织改厕施工；验收由市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协调推进领导小组负责实施。

维护管理是保证改厕效益的关键。昌邑
市于今年3月份印发了《农村改厕后续粪便处
理实施意见》，明确市镇两级财政每年每户补
助改厕后续粪便清运处理费60元，确保改厕
后续粪便及时清运。目前，大部分镇已自行购
买抽粪车辆，对改厕农户粪便进行抽运处理，
切实解决广大改厕农户的后顾之忧。

同时，昌邑市还按照“试点先行，分
步推进，全面实施”的原则，探索采取一
村一站模式，由专业污水处理企业投资建
设运营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对农村污
水和改厕后续粪便进行集中处理。目前，
该市已选取柳疃镇姜家寨村、西付村，龙
池镇齐西村和卜庄镇姜泊村4个村庄开展
试点工作，将采取一村一站模式建设污水
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农村
污水和改厕后的粪便。

统一改厕

不需村民花钱

■聚焦新晋院士

中科院新增院士６１名

多位“大国重器”

设计师当选

新华社济南１１月２８日电 山东省、烟台市２８日
在烟台召开推动恒丰银行稳健发展专题会议。山东
省委、省政府对推动恒丰银行稳健发展提出明确要
求，烟台市委、市政府对保障恒丰银行依法依规健
康运行做出具体部署。

会议宣布，成立恒丰银行健康发展工作组，成
立恒丰银行临时党委，按法定程序提名王锡峰为恒
丰银行行长人选，免去蔡国华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职
务，并按法定程序免去其董事长职务。

记者获悉，２８日下午恒丰银行先后召开临时党
委会议、高管会议和部分股东会议，通报有关情
况，研究下一步工作。目前，该行员工队伍思想稳
定，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恒丰银行稳健发展

专题会议在烟台召开

新华社济南１１月２８日电 记者２８日从恒丰银行
专题会议上获悉，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调查

□记 者 张依盟
通讯员 闫继勇 马洁 报道

本报临沂讯 看到果农往蜜桃上喷洒清水，就
偷拍视频说往桃子上打防腐剂。11月27日，蒙阴县
人民法院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国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王某国是辽宁省丹东市某物流运输公司冷藏货
车司机。今年7月15日，王某国开车到蒙阴县岔河
村、西里庄村等蜜桃收购点装桃，发现有桃农用喷
壶往蜜桃上喷洒清水。王某国在未经核实的情况
下，就用手机偷拍了6段小视频，并杜撰配音：
“这是山东临沂的桃，我们拉到沈阳去卖，吃桃的
一定要注意打的全是防腐剂，看看正打药呢！”然
后将其中的4段小视频发到微信朋友圈、“快手”
等网络媒介上。蒙阴桃农发现网络上传播的“蜜桃
喷洒防腐剂”视频后，立即向警方报了案。接警
后，蒙阴县公安局迅速展开侦察，于7月26日在内
蒙古科尔沁将犯罪嫌疑人王某国抓获归案，王某国
如实向警方交待了犯罪事实。

据了解，蒙阴县是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仅蜜
桃一项就栽植65万亩，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桃
乡”，蒙阴蜜桃被审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2016年，“蒙阴蜜桃”品牌价值达266 . 44亿。据
了解，在盛夏时节，蜜桃装箱外运之前，桃农都会
给桃喷洒清水降温，同时还能清洗桃毛使蜜桃外观
更加鲜亮。王某国的“蜜桃喷洒防腐剂”视频在微
信朋友圈、“内涵段子”、“快手”等网络媒介广
泛传播和转发，至案发时，仅“内涵段子”就播放
了25 . 3万余次。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福建
以及东北等地的果品商看到视频后，都不再来蒙
阴收购，造成蜜桃滞销大量烂掉，并连累到整个
临沂地区的蜜桃销售，广大桃农为此遭受了巨大
经济损失。

11月2日，蒙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国
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向蒙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
“蒙阴蜜桃”的商品声誉，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
立。被告人王某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认罪
悔罪。

“临沂蜜桃打防腐剂”案

造谣者获刑一年罚金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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