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人能做好的事，我也能做好，
别人做不好的事，我也要勇于挑战。”
这是中国电信辽宁分公司智能云网
调度运营中心业务室组长李成尧给
自己定下的要求，充满着率真与自
信。在这种要求的督促下，他踏实走
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时刻保持前进的
步伐。

李成尧入职之初，主要是负责基
础网络维护工作。李成尧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及多种学
习渠道不断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先后
考取了高级网络规划师、大数据高级
工 程 师 、注 册 信 息 安 全 专 业 证 书
（CISP）、信 息 系 统 安 全 专 业 认 证
（CISSP）等行业证书，在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维护条线近百
名员工中脱颖而出。

2017年，李成尧通过集团开发式
运营工作站的考核，参与“中国电信
IPTV端到端监控”系统的自研开发项
目, 在项目中负责重要模块的开发工
作。该系统正式上线后，解决了IPTV
监控手段严重不足的困难和处理效率
低的痛点，为广大 IPTV 用户带来更
顺畅的视频节目收看体验，大大提升
了用户感知。

在2018年“移动及光网质量双提
升专项行动”中，李成尧请缨组建开发
小组，带头攻坚克难，自主研发了具备
异常视频源“一键关停”能力的“天翼
高清一键关停”系统。系统具备IPTV
内容安全管理手段，实现安全策略的
统一管控，保障了对异常节目源封堵
的时效性，在历次重大活动中确保了
视频系统的安全平稳运行。同时该

项目所需的设备都是利旧设备，为省
公司至少节约了百万元的项目建设
投资。

李成尧紧跟人工智能技术前沿，
组建研发团队，自主研发了“互联网暴
露面智能识别系统”，使得互联网暴露
面发现识别技术得到突破，彻底解决
人工漏报存在的安全隐患。系统上线
后，原本每个月需数天的人工检测工
作，现在仅需20分钟完成。

为 助 力 规 范 通 信 行 业 秩 序 ，
2021 年，李成尧自主研发基于户行
为分析的大带宽违规私接识别方法，
该项研究已通过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专利审核并上报国家专利，现已广
泛应用于大带宽违规私接方面，每
年为辽宁电信减少因用户违规私接
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保证了正

常用户的宽带体验，提升中国电信
品牌形象。

学习永无止境，李成尧多次参加
集团及社会机构组织各项大赛。2014
年，李成尧代表辽宁参加第十届“振兴
杯”网络管理员大赛，并最终获得全国
第一。在 2020 年中国电信网络和信
息安全技能竞赛和 2021 年辽宁省职
工技能大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比
赛中，他均获得第一名。

多年的知识储备及能力提升，让
李成尧获得了多项荣誉。他先后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和“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龚 平

李成尧：全力保障通信安全守护“云中”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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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
法》对外公布。实行乡村振兴责任制
的总体要求是什么？办法对落实乡村
振兴部门和地方的责任分别作出了哪
些规定？办法在强化考核监督方面作
出了哪些规定？中央农办负责人就相
关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问。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实行乡村
振兴责任制，主要目的是以责任落实
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确保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一是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各地
农村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工作基础
不同，必须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抓好
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分区分类明确
职责重点，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

二是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压实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乡村振
兴工作的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行业责
任，发挥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等作用，把分散在
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的乡村振兴工作
统筹抓起来，形成乡村振兴的政策合

力、工作合力。
三是求真务实、注重实效。将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各环节，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
实效，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落到为农民办实事、解难题上，让农民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四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
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层层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责任要求。

制定出台办法，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落地见效具有重要意义，有
助于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责任体系，
健全强有力的乡村振兴推进机制，
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合力促振兴的
工作格局。

对于办法对落实乡村振兴部门责
任作出了哪些规定？中央农办负责人
介绍，办法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推进乡村振兴主要责任内容、责任
要求和责任主体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责任内容上，办法明确部门推

进乡村振兴8 个方面具体责任，包括
拟订并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

在责任要求上，办法规定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
开展乡村振兴重大政策研究、重大事
项协调、重大任务督促落实等工作，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落实行业或者
领域内乡村振兴各项任务，加强对本
单位本系统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建
立健全乡村振兴工作机制。

在责任主体上，办法强调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组（党委）对本单
位本系统乡村振兴工作负主体责任，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对于该办法对落实乡村振兴地方
责任作出了哪些规定？中央农办负责
人介绍，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农村基
层党组织直接负责本地区乡村振兴工
作，办法对有关责任内容、责任要求和
责任主体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责任内容上，办法明确了地方
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 14 个方面
具体责任，包括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规划
发展乡村产业，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

投身乡村振兴等。
在责任要求上，办法分级明确了

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具体责任要
求。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乡村振
兴工作负总责，并确保乡村振兴责任
制层层落实；市级党委和政府负责本
地区乡村振兴工作，做好上下衔接，发
挥好以市带县作用；县级党委和政府
是乡村振兴“一线指挥部”，整合各类
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
乡镇党委和政府应当把乡村振兴作为
中心任务，“一村一策”加强精准指导
服务，抓好乡村振兴资金项目落地、重
点任务落实；村党组织统一领导村级
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组织动员农民
群众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在责任主体上，办法强调省、市、
县、乡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村
党组织书记，是本地区乡村振兴第一
责任人，并对如何履行好第一责任人
责任作出相应的部署和规定。

此外，办法在社会动员方面也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深化定点帮
扶。二是强化东西部协作。三是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中办国办印发《办法》

实施乡村振兴责任制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13日，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九个
国家公祭日。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
警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
随鸣笛，警报声、鸣笛声响彻大街小
巷、长江两岸。

这一分钟，南京的时间仿佛凝
固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内，肃立着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
花的各界代表。85年前，侵华日军在
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胞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痍，
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
史上的至暗时刻。

自 2018 年起，南京将“默哀一分
钟”明确写入条例，确保国家公祭仪式
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传递了一座城、一
城人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坚守。

喧嚣繁华的南京商业中心新街
口，车辆停驶，行人驻足；早高峰刚过
的地铁站里，人们停下脚步观看电视
直播国家公祭仪式；在全城十几处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
人们低首默哀、缅怀逝者。

中山码头丛葬地濒临长江岸边，站
在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就能听到长江航
道上的汽笛声。85年前，日军在中山码
头一带屠杀了我同胞万余人。13日一
早，南京海事局的海巡艇上悬挂着“悼
念同胞，珍视和平”的横幅，市民、学生、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自发来到这里，身
着黑衣，手捧菊花，寄托哀思。

悼念的人群中，幸存者常志强的
女儿常小梅流下了眼泪：“85年前的今
天，我父亲目睹了6位亲人丧生在日军
的刀枪之下，战争让9岁的他变成了一
个孤儿。我希望更多人能够记住这一
天，记住南京，记住30万数字背后那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消失的。”

“我们很快就会渡过这个难关，
群魔乱舞之后，安宁和秩序将会重新
来临……”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
区纪念馆内，学生们朗诵着《拉贝日
记》选段，将亲手折叠的和平鸽放置
在约翰·拉贝塑像前，表达谢意，祈愿
和平。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包括
约翰·拉贝在内的20多位外籍人士冒着
生命危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和中方管
理人员一道，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
收容保护了25万多名中国难民。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都
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我们有理由
相信，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理念会将全人
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南京大学拉贝与

国际安全区纪念馆负责人杨善友说。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

永志不忘……”国家公祭仪式进行到
尾声，85 名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
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
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
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
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是撞响
“和平大钟”的代表之一。“这钟声不仅是
对死难者的哀悼之音，更是警示之声，警

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警示我们每
一个国民要认识到肩上的使命。”

八十五载，痛感未敢忘。南京之
痛，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悲剧和灾难，
还是国家之殇、民族之痛，也是人类之
劫、文明之耻。

12 月 13 日，全国抗战主题纪念
（博物）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全国40
多所小学通过网络云课堂同步举行

“童心记历史 云上共朗读”主题班会；
晚上6点半，“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

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自日本、美国等
地的国际友人手秉白烛，通过网络为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致哀。

“外敌的蹂躏和战争的磨难，使中
国人民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南京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我
们坚决反对否认和美化侵略、伤害民
族情感的言行，在每一次悼念中敬畏
生命，在哀思中凝聚奋进之力。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国行公祭 祀我殇胞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大河上下，焕然一新。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连日来，记者在黄河上中下
游采访发现，沿黄各省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搭建起黄河保
护治理的“四梁八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黄河
大合唱”越唱越嘹亮。

两岸换绿装 大河满目新
位于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宛如镶嵌在

大地上的“宝石”。从远处望去，湛蓝的湖水与冰川、
草地交融，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此栖居。

上游有水下游丰。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
塔”的青海，既是源头区，也是干流区，为黄河下游提
供了近一半的优质源头活水。

“以前从草原上消失的藏野驴、藏原羚又慢慢回
到这里，狼、熊、狐狸也时常出没。”作为生态管护员，
索索每个月有20多天在巡护的路上。“草场上的草
长得好了，湖泊的面积也大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
绿水青山出一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黄河是连接青
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渤海的天然生态廊
道，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筑牢这个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尤为关键。

在黄河上游，青海、四川、甘肃以三江源、若尔盖
湿地、祁连山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过去五年来，三江源地区向下游输送水量
年均增加近100亿立方米，‘中华水塔’水量丰沛。”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说。

在黄河中游，万里长河劈山越岭，穿行晋陕峡
谷。放眼望去，昔日荒坡披上植被，漫漫荒沙被锁
住。不少地方都成了远近闻名的郊游好去处。

来到下游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连片的盐地
碱蓬火红如迎宾“红毯”，优雅的东方白鹳点缀其
中。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复湿地
20.6万亩，形成了“一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
的良好湿地修复效果，生物多样性逐年提高，鸟类由
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371种。黄河三角洲生态监
测中心负责人刘静细数变化，“每年有数百万只鸟儿
经由这里迁徙，其中一部分甚至在此越冬和繁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记者了解到，坚持“推进生态
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顺应自然、尊重规律，沿黄各省区已闻令
而动，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用生态的办法
治理生态。

共抓大保护 唱好“大合唱”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自然条

件千差万别，生态建设重点各有不同。统筹谋划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堤内外系统治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向
好，黄河“健康指数”不断提升。

黄河上游，生态退化趋势加快遏制，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在四川
阿坝州，流域四县治理“两化三害”草原354.6万亩，流动沙化面积从2016
年的5.15万亩降到0.25万亩；宁夏开展“一河三山”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16.9%。

黄河中游，全面保护天然林，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控污、增
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山西实施汾河中上游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使汾河源头水质达到国家二类生活用水标准；陕西平均每年输入黄河
的泥沙量，已从多年前的8.3亿吨减少到如今的2.68亿吨。

黄河下游，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自2017年以来增长了188平方公里。河南推进流域内矿山综合
整治，让8.6万亩历史遗留矿山披上了绿衣。

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规划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为深入打好黄河流域碧水、蓝天、
净土保卫战，进一步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
图。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黄河保护
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了法律保障。

以水为基 绘就宏伟蓝图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黄河流域以全国2%的水资源，

承担了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以及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
水资源短缺，是流域最大的矛盾。

近年来，沿黄各省区量水而行，不断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产业全面绿色发展。

宁夏调节好从黄河取水的“水龙头”，全区高效节水灌溉农田累计达
到487万亩，占灌溉总面积近一半；内蒙古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
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不断提升各领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河南
把 1952 万亩高标准农田升级为高效节水灌溉田，每年可节水1亿多立
方米……沿黄各省区以水为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

“治理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一大目标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山绿民
富。”宁夏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李克文说，“统筹水土保持与特色产业、
文化旅游，建设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夯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基础，宁
夏南部水源涵养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增长70.7%。”

如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越治越好，沿黄各省区高质量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面向未来，沿黄各
省区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奋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同心奋斗。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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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图②：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默哀。
图③：12月13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悼念。 新华社发

这是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的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古镇风光
（无人机照片，2022年5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曹 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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