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
中办印发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

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新华社昨播发《规定》主要

内容。 《规定》指出，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干部实施党纪处分，应

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

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 党纪处分决定以党组名义作出并自党组

讨论决定之日起生效。

《规定》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以下简称

派驻纪检监察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在部门（含综合监督

单位，下同）党组管理的司局级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和内部审理，经派驻纪检监察组集体研究，提出党纪处分初

步建议，与驻在部门党组沟通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将案件移送中

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以下简称纪检监察工委）进行审理。

纪检监察工委在审理过程中， 应当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

沟通。 派驻纪检监察组原则上应当尊重纪检监察工委的审理意

见。 如出现分歧，经沟通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由纪检监察工委

将双方意见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经纪检监察工委审理后，派驻

纪检监察组将党纪处分建议通报驻在部门党组， 由党组讨论决

定，党纪处分建议与党组的意见不同又不能协商一致的，由中央

纪委研究决定。 党纪处分决定应当正式通报派驻纪检监察组。

《规定》指出，给予驻在部门的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党纪处

分，由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进行审查和审理，并依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由党组讨论决定。

在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前，应当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意见。根据工

作需要， 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直接审查驻在部门的处级及以下

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派驻纪检监察组进行审查和审理后，

提出党纪处分建议，移交驻在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按照规定

履行相应程序后，由党组讨论决定。 必要时，派驻纪检监察组可

以将党纪处分建议直接通报驻在部门党组，由党组讨论决定。

基层行

积极参与新时代“三农”工作
15 部委部署开展“三下乡”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调动亿万农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

与新时代“三农”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

民的浓厚氛围，推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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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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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5 1 4 1 8 0 0

一等奖 6 4973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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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1990 300 元

五等奖 26467 20 元

六等奖 303426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1000000 元

周桂生：献身革命 矢志不渝
周桂生，名仲生，1906 年 9

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浊水乡

丁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1926 年 5 月，中共平江县委在

全县范围开展“打倒军阀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大宣传，周桂

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同年 7 月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领导的暗

探队，装扮成卖柴农民，混进了敌军司令部，为北伐部队搜集情

报，同年 9 月加入乡农民协会。

1928 年 3 月参加平江农民扑城暴动。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7 月 24 日，平江起义部队领导人和中共平江县委召开群

众大会，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周桂生参加了成立大会，毅然报名参加红五军，12 月随部队到井

冈山。 1930 年在红 5 军任排长，参加两次攻打长沙战斗。 攻克长

沙后，周桂生负责宣传工作。 他在红 3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

领导下，通宵达旦地写稿、组稿、印刷，在占领长沙的第二天就出

版了《红军日报》，共出版 6 期，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任瑞（金）会（昌）县游击司令部参

谋长，在长汀、瑞金、会昌交界的武夷山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 3

年游击战争。 1937 年春任汀瑞游击支队参谋长，继续在闽赣边

坚持游击战争。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周桂生奉命奔赴皖南抗日前线，他身

先士卒， 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多次率部痛击日伪军。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包围，新

四军决定，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成 3 个纵队，周桂生任第二纵

队司令员，率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掩护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突

围。 13 日黄昏，率部转移至狮形山西北高地时，遭遇敌人重兵围

攻。激战中，周桂生身上多处中弹，仍端枪冲向敌人，掩护战友突

围，最终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新华社记者 周楠 （据新华社长沙 12 月 16 日电）

致敬伟大征程的人民史诗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侧记

“晚会的素材都取自 40 年来的真实历

程，我们想要传递给观众的就是对这伟大变

革和真实生活的呈现， 致敬 ‘我们的四十

年’。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总导

演杨笑阳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书写了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用双手使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

京市组织实施的这台晚会，12 月 14 日晚在

人民大会堂上演。 晚会以改革开放 40 年的

伟大征程为主线， 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体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规律。

100 分钟的晚会分为序曲 、上篇 《壮丽

东方潮》、下篇《奋进新时代》和尾声四部分，

巧妙运用与情境相结合的戏剧化表演，将文

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艺术样式

融为一体， 融会新媒体技术等多种表现手

段，强调民族化风格和时代化表达，体现史

诗性的艺术风格。

故事从 40 年前讲起———改革开放大幕

拉开，一个普通“大杂院”里的百姓人家，“忽

如一夜春风来”“百花枝头春意闹”。从“恢复

高考”的命运改变，到“真理”讨论的思想嬗

变，从 “包产到户 ”的敢想敢干 ，到 “特区建

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大潮中的“我们”，

在舞台上被全景式呈现。 晚会上篇，音乐短

剧中的经典演绎让时光倒流。 《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金梭和银

梭》《好人一生平安》《我不想说》《站台》《外

面的世界》《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

《信天游》《我的中国心》《江山》 ……从晚会

彩排到正式演出，很多观众听到这些旋律都

不禁泪光盈盈，抑制不住激动和感慨。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奋力书写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事。晚会

下篇大部分都是新创作品，唱出“大杂院”第

二代人的心声，也唱出亿万中华儿女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精气神：“携手并肩， 万众一心，

砥砺奋进啊，笑问未来，如此壮观的新长征

可曾相遇———不忘初心的出发，永无止境的

接力！ ”

“力量攥在手，梦想在前头”“奋斗才会

有幸福劳动最风流”———歌颂建设者的歌曲

《时代号子》，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朗朗上口。

情景舞蹈《绿水青山》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故事；《强军战歌》以震撼心扉的情

景演唱展现各军兵种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

《一带一路畅想曲》 以戏曲评剧元素演绎新

丝路梦想；《相约世界》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和谐旋律……

这台晚会会集了郭兰英、 才旦卓玛、阎

维文、成龙、张凯丽、张国立、殷秀梅、雷佳、

谭维维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参演者有中直

院团、部队院团，有解放军战士，也有大、中、

小学学生。 强大的演出阵容，生动展现了全

民族昂首阔步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和豪迈

情怀。 新华社记者 吴晶 周玮 林晖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上海小菜场，不仅买菜还能社交
讲求菜品陈设，增设美食档口和共享厨房，还注入了“智慧芯”

用上海方言说买菜这件事儿， 别有一

番滋味 ： 不管是买萝卜青菜还是鸡鸭鱼

肉， 统统叫做 “买小菜”； 无论家门口的

那家是大市场还是小店铺， 一律都称 “小

菜场”。

一个“小”字，自带烟火气，可亲可近。

改革开放 40 年，人们口中的小菜场同

样回应着历史的变迁。 从马路菜场入室到

室内菜场启动标准化改造， 从颜值不断提

升到注入科技“智慧芯”……由外及里的迭

代更新， 使得小小菜场成为这个时代民生

发展的生动注脚。

时下，菜场的社交标签也被悄悄放大。

许多新生代菜场叠加了邻里中心、烘培坊、

花店等功能， 为这方小小空间注入更多人

际交往和情感元素。

依旧还是那个小菜场。一个“小”字，接

着地气，透着生机。

3.0 版小菜场的正确打开方式

1.0 版小菜场摊头一个个铺开，热闹得

有些嘈杂；2.0 版小菜场统统进了室内，摊

头也第一次有了“标准”；如今的“3.0”版小

菜场什么样？ 这个月刚刚完成改造重新开

张的虹口区吉祥菜场诠释了升级版菜场的

正确打开方式。千余平方米的菜场，中央区

域，水果、蔬菜、豆制品等品类独立成区，牛

羊肉、海鲜摊位在靠墙一圈依次排开。居民

买好菜， 还可以相约熟识的邻居直奔二楼

的邻里中心，在共享厨房里切磋厨艺，进餐聊

天———小菜场俨然一个网红社交场景。

用“面目一新”来形容如今的上海菜场并

不为过。自 2005 年起，上海用十多年时间，完

成了从马路菜场入室到室内菜场启动标准化

改造试点， 再到标准化菜市场基本实现全覆

盖的转型 ， 如今小菜场建设实现了 “三级

跳” ———敞亮整洁的环境，不仅顾客满意，摊

主们看着也舒心。

上海菜场的经营模式这些年也不断优

化，从“二房东”式的摊位出租经营模式向自

营或者联营联销模式转型。 去年， 本市完成

33 家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菜场从“供

得上”向“供得好”“供得安全放心”升级。上海

美天副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顾志君告

诉记者，经过“3.0”版升级改造，菜场采取集

中收银，每笔订单都有后台记录，详尽掌握价

格浮动、品种变化、摊位的进出货数量；有了

后台大数据， 还可以根据本区域顾客的购

买偏好调整菜品，实现向居民“菜篮子”精

准投放。

“AI”赋能菜场智慧应用

开业已满月， 在朋友圈刷屏中被称为

“顶配”的长宁美天芙蓉江菜场依旧保持着

热度。 除了颜值高、菜品齐、价格亲民等常

规配置外，最圈粉的要数人工智能（AI）赋

能。 菜场中专门辟出一块 24 小时购物区，

在这里“刷手”就能付钱。 整个购物流程非

常简单，扫码注册、录入手脉，即可绑定生

成个人专属身份， 将选购的商品放上结算

台，系统就能快速识别结账，消费者只需对

着识别区域挥挥手，分秒间就能完成购物。

如果说“刷手付款”是最高配置，那么，

通过二维码实现食品安全追溯， 已成为众

多菜场的标配。在蔬菜柜台，市民孔玲玲看

中一把黄心芹。不着急装袋，她先掏出手机

对准商品标签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屏幕上

很快跳出经销企业、 供应商信息，“早上 4

点 20 分从配送中心出库 ，7 点 49 分抵达

菜场”，商品从出库到摆上货架的整个过程

一清二楚。

如今，越来越多的菜场拥有一颗“智慧

芯”。 寸土寸金的上海，智慧微菜场正在社

区中不断普及。这种网订柜取、自助售菜的

生鲜零售新业态模式， 将菜市场浓缩成自

动售菜点， 让市民实现家门口买菜。 2017

年底， 全市已设置 1542 家社区智慧微菜

场，2018 年又新建了 500 家。

全新亮相的美天菜场实现了所有货品源头可追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邵珍

见证中国盾构制造业从跟跑到并跑
盾构维护工人陆凯忠积极研究探索，突破国外厂商技术垄断

多年以来， 中国盾构装备制造业一直

处于追赶国外先进水平的状况。 进口盾构

更换原装零件， 价格贵、 周期长； 盾构维

修诊断按次计费， 价格高昂， 核心技术始

终握于他人之手。 为此， 中国不仅要发展

自主盾构装备， 还要培养自己的装备维护

人才。 这就是上海建工基础集团盾构维护

工人陆凯忠的职业背景。 他的职业生涯见

证了中国盾构装备制造业从追赶到跟跑 、

并跑的历史进程。

一千米区间内维修成本仅八元

1988 年， 崇明农家子弟陆凯忠考上了

原上海建筑工程技校。 这意味着可落实一

个非农业户口指标， 对陆家来说是件大事。

陆凯忠是家中的长子， 下面还有一个

妹妹。 他说： “当时主要考虑早些出来工

作， 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建工技校是当

年新成立的学校， 招生名额有将近 80 个，

所以才选择报考。” 陆凯忠一直记得， 当年

家里要卖掉几百斤粮食来换 29.5 斤的粮票

给他， 到了月底， 往往还不够吃。

1990 年， 陆凯忠技校毕业， 分配到上

海建工基础集团。 在基地里， 他见到了建

设上海地铁一号线所使用的第一台盾

构———法国进口的 “希望号” 盾构。 彼时，

欧美日的盾构几乎全面占据了国内地铁盾

构市场， 外方工程师掌握着盾构调试、 维

修的一切话语权。

陆凯忠接触过各国进口的盾构机， 其

中和日本厂商打交道最多。 日本厂商以高

度自动化的控制系统见长———只能看到输

入、 输出， 用起来非常简洁， 但是外方不

愿把核心技术透露给中国工程师。

陆凯忠曾经接收过一台日本盾构机的

图纸， 上面控制系统中的一个模块是空白

的。 陆凯忠和同事们后来拆解了这个模块，

原来是一个用于压力调节的控制电路， 并

不是多么精奥的结构， 但外方厂商就是不

会挑明。

中国的工人们就是在反复拆解过程中

逐渐掌握先进技术的。 一次， 上海某地铁

线路施工中遭遇盾构机故障， 如果更换原

厂零件， 价格贵、 周期长。 陆凯忠拆解了

故障所在的传感器模块， 跑到北京东路五

金机电 “一条街”， 花了八元多， 买到了替

换的部件。

那次维修创了一个纪录： 盾构推进一

千米区间内维修只花了八元。

实现盾构完全自主保养

通过以陆凯忠为代表的技术工人的努

力 ， 基础集团做到了盾构完全自主保养 ，

缩短了停工间歇， 从 10 年前只能三台盾构

同时施工， 飞跃到可以 16 台甚至 20 台盾

构同时施工； 50%以上的零部件已国产化；

大大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上海早期进

口的盾构机， 如今仍在正常服役。

近年， 陆凯忠攻读了华东理工大学自

动化本科， 从维修跨越到再创造， 为盾构

机及配套设备设计更智能化的控制系统程

序。 陆凯忠团队自主研发的 “网格式盾构

水力机械 PLC 自动控制器 ”， 每掘进一千

米可为企业节约 200 单位的维修人工。

在地下工程中， 钢支撑装置是用来支

护大型深基坑的， 但人工检查装置的液压

系统繁琐耗时。 陆凯忠团队开发的钢支撑

装置自动控制系统 PLC 程序， 用实时补偿

支撑力矩替代了传统人工控制， 保障安全。

他开发的盾构机施工远程数据采集系

统， 利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能够

采集分散在地下不同位置的设备数据信息，

传输到地面电脑上， 从而达到集中实时监

控、 远程分析、 专家把关等目的。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人物小传
陆凯忠， 上海建工基础集团电工

组长， 主要从事盾构设备及相关配套
设备的维修保护改造研究工作。 参与
过上海几乎所有轨道交通线路建设以
及人民路越江隧道、 龙耀路越江隧道
工程。 获得过全国劳模称号， 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上图： 在盾构机主控室内， 陆凯

忠正在钻研盾构系统的维护调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爱我中华”教育基金捐助仪式举行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最早、捐款最多、资助人数最多的专项助学基金

本报讯 第二十五届 “蓝天下的至

爱” 慈善活动之一的 “爱我中华” 慈善

教育专项基金捐助仪式暨 “知识改变命

运” 大型慈善报告会， 昨天在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 在捐助仪式

上，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向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0 万

元， 以充实 “爱我中华” 慈善教育专项

基金。 上海市 1000 名品学兼优且家庭

贫困的大、 中学学生获得了由该专项基

金颁发的 300 万元助学金。

“爱我中华” 慈善教育专项基金从

1995 年设立以来 ， 上海烟草已累计向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超过 2.31 亿元 ， 累

计资助贫困学生逾 11 万人次， 是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成立最早、 捐款最多、 资

助人数最多的专项助学基金 。 从 2005

年开始， 还在云南、 贵州、 四川等外省

市修建 “希望小学 ” 、 捐赠 “爱心校

车”、 “爱心救护车”， 资助特殊群体困

难家庭子女就学。

当天， 有 650 名受助学生参加了慈

善报告会， 他们来自上海的各个区和各

所高校， 有的是今年新资助的学生， 有

的是连续多年受到资助的学生。 上海烟

草集团在企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

时， 始终坚持 “国家利益至上， 消费者

利益至上”， 在员工中积极倡导 “报效

国家 ， 回报社会 ” 的行业使命 ， 传播

“帮困送温暖， 慈善献爱心” 的慈善理

念。 这不仅净化了员工的心灵， 而且促

进了企业和社会、 企业和员工的和谐发

展 。 2009 年 ，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 “中华慈善突

出贡献 （单位） 奖”， “爱我中华” 慈

善教育专项基金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 （项目） 奖”。 2011

年，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荣膺

第五届上海市 “慈善之星” 称号。

习近平函贺“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开幕
（上接第一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出席开幕式并宣读习近平的贺信。

“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外

交学会和 21 世纪理事会共同发起， 于 2013 年 11 月和 2015 年

11 月在京成功举办两届。 今年会议以 “中国发展新动能， 全

球合作新机遇” 为主题， 有近 40 位全球著名政治家、 战略家

和企业家与会， 与会总人数近 6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