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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中举足轻重。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
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
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加快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
志性战役。”这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形成西部地
区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
供了重要遵循。

西部地区拥有全国 72%的国土面
积、27%的人口，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
脆弱，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重
要的战略地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
维护国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稳定、
保障生态权益的基础，不仅关系到我
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事关全
球生态平衡。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先
后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
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对西部地区防
沙治沙、减少水土流失等起到了关键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实
施了国家公园试点工程、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程，以及三江源、祁连山等
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等一大
批重大生态工程，进一步
推动西部地区生态向好发
展，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
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
架基本形成。

放眼全国，当前我国
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第
一，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荒漠生态系统功
能增强，提前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的
目标；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效保
护了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不
过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在生态
安全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水土
流失、湿地退化、粮食安全等问题，需
要我们始终绷紧生态保护这根弦，持
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构筑体系完
整、功能完善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
升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内生发展动力，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发
展优势，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
发展的新格局。

持续推进“三北”工程，进一步稳
固“绿色长城”。经过持续多年的建设
治理，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取
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成
为我国生态安全保护的典范。相关数
据显示，截至2020 年年底，“三北”工
程 累 计 完 成 营 造 林 保 存 面 积 达
3174.29 万公顷，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
增加至13.84%；年均沙尘暴日数下降
到 2.4 天；帮助 1500 万农民脱贫，脱
贫贡献率达 27%；三北地区森林旅游
年接待游客 3.85 亿人次，旅游直接收
入达 480 亿元。未来，须进一步加大投
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不断
形成更加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针对

北方地区干旱缺水的特
点，加强耐旱林草品种的
研发和推广，坚持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提高植被存
活率和覆盖率。加强科技
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工
程机械化、智能化，提高绿
化效果和质量，可利用 AI
技术、无人机等进行植树
造林和监测评估等工作，
运用遥感监测、沙漠水利、

太阳能等实现科技治沙。
坚持保护和发展并重，推动生态

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因地制宜，坚持
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推动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充分发掘生态
价值和潜力，有效提升自然生态空间
承载力。坚持落实耕地红线，推进良种
高产策略，发展集约农业，提高粮食产
量和质量，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设立生
态农业示范区，展示和推广先进农业
技术和模式，鼓励农民采用生态友好
型种养技术，使用环保农药和有机肥
料；扶持农产品深加工业，生产高附加
值产品，如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等，提
高产品利润率。结合当地资源特色，发

展绿色生态产业，如生态循环农业、立
体种植、绿色畜牧业、生态旅游、光伏
养鱼等，实现产业与生态的有机结合，
构建多元化的生态产业体系；通过科
技创新和模式创新，提高生态产业的
附加值和竞争力，增加当地农民创业
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

深化东西部产业转移承接，健全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密切东西部地区
合作，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市场需求等，科学制定产业转移规
划，明确发展模式和路径，杜绝转移污
染落后产能，防范破坏西部生态环境。
建立东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根据生态
保护的成本、效果以及受益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拟定科学合理的
生态补偿标准，确保补偿标准既能体
现生态保护的价值，又能满足受益地
区的发展需求。可挖掘草原、湿地、土
壤、冻土等地方碳汇优势，加强生态系
统固碳作用，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
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对因生态
保护而利益受损的单位和个人，可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基金等方
式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激励更多主
体投身生态保护。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车放

部分地区下线公积金APP，不实用的
市县级政务APP 也在清理！据澎湃新闻报
道，在近期的政务新媒体关停潮中，不只部
分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停更注销，
亦有政务类APP 宣告下线。

政务 APP，是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产物。
其初衷是通过技术赋能，借力“互联网 +”，
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让群众和企
业动动手指就能办成事、办好事。应当承
认，它们的的确确改变了过去的办事方式，
在便企利民上功不可没。

但过犹不及，任何事物一旦超过了一
定的“度”，就会走向反面。政务 APP 也不
例外。近年来，政务 APP 可谓“香饽饽”，各
地各部门竞相追逐。开发一个 APP，俨然成
为工作“标配”。也因此，各类政务APP 五花
八门、乱花迷眼———媒体曾报道，在一些地
方，河长、林长、田长、路长 APP 各一个，禁
毒、科普学习打卡忙不停，还有应急、人社、
环保、自建房排查都要求安装……这些
APP 功能单一、“为建而建”，自“出生”起就
有违便民初衷。此外，“养”一个 APP 需长

期投入。有地方斥巨资开发后，日常维护不
力，导致用户体验不佳，甚至形同虚设、沦
为“僵尸”，造成巨大浪费。

倘若站在群众的角度看，政务 APP 过
多过滥，着实令人心烦。想想看，每办一件
事就要下载一个 APP，手机里 APP 越装越
多，占用空间不说，还需要一一注册、反复
验证，徒增指尖负担，岂不办事繁、办事烦？

怎么办？该取消的取消，该整合的整
合。各地不妨做个全面摸查，好好理一理

“家底”，看看究竟有多少政务 APP 在运
行，其中哪些应该关停，哪些可以合并。比
如今年 4 月，“上海交警”APP 停止服务，其
所有功能融入“随申办”APP 和各平台应用
小程序的“上海交警”专区，舆论纷纷点赞。
眼下，很多政务服务都可在微信公众号或
小程序实现，用户随用随走，“笨重”的政务
APP 实在没有必要继续占用空间。

应该说，从技术上看，清理很简单，合
并也不难，但难在服务升级，难在工作思路
的转变。说到底，政务 APP 是工具。工具终
究是为人服务的。而服务，必须以人为本，

必须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依归。APP 多了，
看起来服务更“精细”，实则拉低了服务质
量，得不偿失。“奥卡姆剃刀定律”认为，效
能来自简洁，强调“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能用较少的东西做到的事，如用较多的东
西去做，就是徒劳”。如今，各地都在推进

“一网通办”，优化“一站式”服务，其核心就
是打破信息壁垒、化繁为简，站在“人”的角
度做减法、优服务。这也提醒我们，政务
APP的清理整合，关键在打破各自为政、各
建一套的固有思维，推动更多服务事项合
而为一、融为一体，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和效能。

还有多少政务 APP该清理？
夏振彬

一段时间以来，从淄博的烧烤到天
水的麻辣烫，从“尔滨”的雪花到上海的

“繁花”，火爆全网的“顶流”带动了文旅
消费新热潮。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消费
场景融合，文旅消费实现从“流量”向

“留量”的转化。这背后，数字消费的助
力不可忽视。

随着在线医疗、智慧旅游等新业
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逐步发
展，数字消费不仅在需求端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供给端推
动着相关行业的深刻变革，拓展了消费
增长新空间。这种消费模式，已成为促
消费政策的重要抓手之一，有助于推动
技术应用创新，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
级，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也起到重要作
用。

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字消费都
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商务部不久前印
发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 年）》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数字消费提升行动落地实施，打造

“4+N”网络消费矩阵，开展“全国网上
年货节”“双品网购节”“数商兴农庆丰
收”“丝路云品电商节”4 个全国性网络
促销活动，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系列
配套活动。同时，商务部还将今年定为

“消费促进年”，具体举措之一就是要大
力发展数字消费……一系列扎实举措印证着“数字”对百姓生
活的深刻改变，也将起到提振消费的积极作用。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3.3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数字
消费成为新增长点，智能穿戴装备和电子音像制品分别增长
30.9%和 23.4%。

数字消费领域增长空间广阔，但依然存在基础设施不足、
服务能力偏弱、监管规范滞后等亟待补齐的短板弱项。举例来
说，2023 年，全国 12315 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 1261.1 万件，
占投诉举报总量的 56.1%；又如，适宜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使用
的智能技术相对欠缺，专用智能化终端产品仍显不足等。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要从更好满足人们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需
求入手，立足区域禀赋、资源优势，在完善基础设施、促进数实
融合、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努力实践、深入探索。唯有如此，
数字消费才能在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方
面发挥出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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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5 月 12日《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网
民反映，湖北大悟刘院村部分村民个人身
份被冒用注册工商营业执照。有关部门调
查后发现，当地工商所部分人员在“市场主
体增量行动”中，违反依法合规的工作要
求，利用部分村民身份信息，违规办理工商
营业执照154个，涉及村民 134 人。

当地村民“被法人”，被冒名者遭受的
损失不少，如一些村民因为办理有工商营

业执照，导致无法享受低保、大病医
保等报销等福利优待。故当地有关
部门理应严肃处理，让无视群众利
益，肆意钻规则漏洞者承担责任。此
外，在办理营业执照等关乎公民切
身利益的事项中，应融合先进技术，
在便利办事群众的同时，减少冒名
现象。

简政便民、简化办事流程是为
民利民的好举措，但不可以忽略相

关流程中容易出现疏漏的地方。营业执照
相当于企业的身份证件，办理过程理应非
常严肃正规。且任何一个人要从事经营活
动肯定经过深思熟虑。这意味着，办理营业
执照要么是本人亲自到场，要么委托专业
人员并将身份证件等关键资料交其办理。
容易出现漏洞的地方即在于此，即专业代
办机构或者黄牛持身份证件即可轻易注册
营业执照，根本无须本人同意并操作。这一

原本是方便办事群众的规则却由于缺少了
扎实的实名认证环节，导致成为投机者甚
至违法犯罪分子的帮凶。

因此，相关部门理应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堵上这一漏洞，如在办理营业制造等任
何关乎公民切身利益、可能出现冒名现象
的事项中，均嵌入先进实名认证环节。利用
读取实体身份证信息系统、人脸识别系统、
手机实名认证系统等，确保系本人办理，至
少系本人授权他人办理的相应事项。这并
非刁难办事者。人证合一本就是办理相关
事项的基本要求。这样的话，既便利了办事
群众，也堵住了漏洞。

充分运用科技赋能，增加实名认证环
节的权威度，方可既做到简化流程，又保护
无辜者不至于“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遭遇“被结婚”“被贷款”“被法人”等闹剧，
同时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和有关部门的公信
力。

用科技手段堵住“被法人”的漏洞
史洪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