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河北自然资源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奋力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

畅通诉求反映渠道 依法依规解决信访问题

▲春暖花开时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官场乡万亩梨园里，棵棵梨树，
朵朵梨花，点缀在如五线谱的层层梯田之中，组成了一首梨田乐章。

▶保定市涞水县富位村白萝卜喜获丰收。

近日，伴随着息诉罢访承诺书的签署，
信访人张军长达2年的信访问题彻底得到圆
满解决。

2018 年底，张军开始反映一土地问
题，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其出
具了 《信访答复意见书》。张军不服，先后
申请复查、复核。此后，信访人始终持不同
意见，信访案件一直不能化解。

2020 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集中开展
涉地信访矛盾隐患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工
作人员一方面主动登门与张军交流，耐心
细致解释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得到信访人
张军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当
地市地震局等主管部门，全力维护信访人
所在企业的合法权益，最终合理解决其
诉求。

张军信访问题的合理解决，只是全省自
然资源系统奋力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的一个
缩影。数据显示，去年省自然资源厅接待来
访群众同比下降 74.9%，集体访同比下降
90.9%，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8.7%，网上
受理信访同比上升 13.7%；办理省信访局转
送“省长信箱”24 件，厅主要领导批阅群
众来信 65件，其他厅领导批阅 81件；自然
资源部受理我省群众来访同比下降 79.6%，
来信同比上升13.2%。

此外，针对来信来访情况，省自然资源
厅发督办函 36件，复核信访事项 35件，赴
各地督导 20 余次，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实现到部访、来省访、到部集体
访、来省集体访“四个下降”。

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研究自然资源
信访新形势新规律，带着感情做群众工
作，带着温度做信访工作，认真倾听群众
诉求，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要求
什么、反对什么，办好听民情、化民忧、
解民难的每一件事，努力把矛盾化解在
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确保自然资
源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
升。”对此，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周金中
表示。

提高站位，强化组织领导

据介绍，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坚持以推动
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为重点，畅
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努力把群众合
理合法的利益诉求维护好、解决好，坚决当
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该厅坚持把信访工作与国家安全、平安
建设、风险防控等工作有机融合，做到同规
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认真部署信
访各项工作，推进自然资源风险防控治理。
积极协调调度，有力推动信访事项排查化
解。多次召开厅党组会、厅党组书记专题会
听取情况汇报，研究审定方案，推动工作落

实。组织召开全省自然资源系统信访工作会
议、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推进会，听取各市汇
报，调度推进工作。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认
真落实领导干部包案，以上率下，上下联
动，积极推进信访积案依法依规解决。特别
是对重点信访案件，厅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工
作分工，带头包联包案，主动约访下访，有
力推动一批“骨头案”“钉子案”有效化
解，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到权益受到公平对
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多措并举，有力化解信访积案

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自然资

源厅按照省级领导 2020 年
第一批、第二批总体包联信
访积案化解工作方案，主动
作为，强力推进省级领导包
联案件化解。面对疑难复杂
信访案件，甚至 10 年以上
信访积案，厅党组本着尊重
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原
则，吃透上级有关政策，积

极寻求解决问题
的办法路径。

该厅组织召开省级领导包联信访事项
化解工作调度会，逐一听取案件化解进展
情况，针对包联信访事项，按照相关政策
和法律法规，制定具体化解方案，明确时
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严格依法依规促
进问题解决。安排专人深入到保定清苑、
沧州吴桥、唐山经开区等地现场督办落
实，按照“一案一档、可看可查”要求，
逐案形成结案呈报卡、结案报告、领导约
谈记录、答复意见书、息诉罢访保证书等
化解卷宗，由各地信访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集中审核，集中结案。

截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省级领导 2020
年第一批 51 件包联信访事项全部办结，办
结率100%。

属地管理，有效化解纠纷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去年，针对我省
涉地信访总量大、积案多、问题集中的特
点，省自然资源厅积极应对，从2020年4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
涉地信访矛盾隐患排查化解专项行动。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理清问题源头。省自
然资源厅认真排查梳理涉地信访问题，全省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下联动，左右协
调，严格落实包联，按照“三到位一处理”
总要求，有力推动化解。他们对于群众合理
合法的诉求，在政策法规范围内认真负责解
决好；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有针对性
地做好思想教育和解释工作，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截止到2020年10月30日，涉地信访问
题全部化解完成，达到了减存量控增量的目
标。

聚焦重点，建设平安河北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以习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作 出 的 战 略 擘

画。省自然资源厅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坚
持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平安建设的首
要任务，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平安
建设的战略意义、总体思路和重点
工作。

厅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
严格落实平安建设“一岗双责”制度，
对平安建设中重难点问题亲自协调解

决、亲自督办。今年以来，多次召开厅党
组会、书记专题会，及时传达学习中央和
省委有关平安建设的部署要求，把平安建设
工作纳入厅年度工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规
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厅有关处室积极协调各处室局开展深化
平安建设工作，明确责任分工，督促工作落
实，及时准确向省政法委反馈相关工作进
展，有效保证平安建设工作顺利开展。紧紧
围绕“北京不去、河北不聚”的目标要求，
始终把信访矛盾纠纷化解作为平安建设工作
的重要内容，切实强化工作举措，狠抓信访
积案化解，有效防范风险隐患，全省自然资
源系统平安建设制度机制不断完善，风险防
控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更
加凸显。2019 年度，省自然资源厅被省政
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文/王丽清、王爽、姜慧婕 图/张东
全、商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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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组 230余件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河北展出——

古玉中追寻楚韵汉风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几经周折，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
的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即
将开始。4 月 8 日和 13 日，中国女足
将分别在客场和主场对阵韩国女足，
争夺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亚洲区最后
一张入场券。尽管中国女足拥有第二
回合主场作战的优势，但稳妥起见，首
战仍然不可有“保平”思想，应立足于
争胜。

在2020年2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
女足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女足获得
B 组第二名，韩国女足获得 A 组第二
名，按规则，两队需要通过附加赛争夺
一个决赛圈名额。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这场两回合的附加赛屡次被推迟，
直到今年2月才确定了比赛时间。

为了这场堪称“生死战”的附加
赛，两支球队此前都调兵遣将，加紧
备战。

中国女足目前世界排名第十五
位，比韩国女足高出3位，且在最近双
方的5次交手中占据4胜1平的优势，
看似赢面很大。为进一步赢得主动，
之前经常向媒体开放训练课的中国女
足，此番选择了保持“神秘”——除了
由中国足协公布集训人员名单之外，
备战附加赛的中国女足未对外发布过
任何训练信息。

韩国女足外籍主帅贝尔则特别注
重心理和团队建设，在技战术上强调
进攻，使得这支韩国女足整体打法逐
渐成熟。为了备战附加赛，韩国女足
也下足了功夫，不仅找来一支男足球
队作为陪练，还顶着防疫压力从英超
女足联赛召回了池笑然、李金玟和赵
昭贤 3 名“大将”，并且专门成立了研
究中国女足的技术小组，对东京奥运
会入场券志在必得。

不管对手如何出招、变招，中国女
足目前最需要的是做好自己。这其中
最为关键的是心理定位。从赛程上
看，中国女足即便首战失利，也可以在
第二回合凭借主场优势实现逆转，首
战“保平”似乎可以接受，但其中的风
险也很明显：主场的“支票”不一定能

“变现”。去年的奥预赛上，中国女足
就曾险些让澳大利亚女足在类似的赛程安排中“翻船”。面对实力
接近的韩国女足，中国女足如将压力留到第二回合并不明智，首战
全力争胜方能占据主动。

但从前几年中国女足的表现看，进攻端的乏力还是让人忧
心。2019 年女足世界杯和东亚四强赛，中国女足都只有一粒进
球。去年的奥预赛，虽然小组赛前两场大胜弱旅，但面对实力强劲
的澳大利亚女足，中国女足只攻入了1球。但愿王霜回归后，中国
女足在封闭集训期间锤炼出了更多的进攻手段。如果中国女足首
战能充分发挥出进攻端“快、准、狠”的特点，用好唐佳丽等过人能
力强的球员，从客场带着3分回家也并非不可能。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
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以礼仪用玉和敛葬
用玉、装饰用玉为主体的古代玉器得以
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用于装饰和
实用性强的玉雕艺术品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作为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
集萃之地，江苏徐州出土的金缕玉衣蕴
含了什么故事？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玉
器制作技艺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准？4
月2日，由河北博物院、徐州博物馆联合
主办的“天工汉玉——徐州汉代玉器精
品展”，通过“楚王版”金缕玉衣等142组
230余件出土玉器讲述楚韵汉风。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
首次集体出展

徐州地区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
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两汉 400 多年，留
下了品种繁多、精美绝伦的汉代玉器。

“这次到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玉器出
自江苏徐州狮子山、北洞山、东洞山等
楚王（后）墓及刘和、刘慎等高级贵族
墓。”4月1日下午，徐州博物馆藏品部主
任缪华介绍，徐州是西汉楚国、东汉彭
城国的都城，境内多座汉代墓葬中出土
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玉器的墓葬
170余座。“这些玉器在徐州博物馆是常
设展览，这么全的玉器集体外展在徐州
博物馆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缪华介绍，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突
出特点是，数量多，质量精，品种全，其
中包括礼仪用玉，组合完备的丧葬用
玉，雕琢精美的装饰用玉，以及丰富多
彩的生活用玉。“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
汉代玉器的边角料，这说明徐州在西汉
楚国和东汉时已经有完备的制玉方
法。这些玉器制作相当精美，也代表了
汉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此次展览分为‘刘邦故里 汉家
源头’‘礼敬天地 仪瑞四方’‘永生之
梦 长乐无极’‘玉蕴康宁 鸣之以行’

‘方寸乾坤 匠心巧构’五个部分，展示
了汉代不同用途的精美玉制品。”河北
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静告诉记者，展览
从立项筹展到开展准备了将近一年，希

望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了解汉代玉文
化。在参展文物中，S 形玉龙佩、玉枕、
玉组佩、白玉龙凤貘纹玉环、玉卮等图
案纹饰新颖别致，器面琢饰兽面、云纹、
谷纹，以及镂雕、浮雕蟠螭纹，体现了很
高的艺术与工艺价值，是古代玉器中璀
璨夺目的瑰宝。

金缕玉衣体现古人“贵玉”
思想

“这次展览最大的看点是徐州狮子
山汉墓出土的一件楚王金缕玉衣。可
以说，它是目前我国出土的金缕玉衣中
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的一件。”缪华
介绍，这件金缕玉衣全长 1.75 米，由
4248 片玉片组成，全部用新疆和田白
玉、青玉组成，堪称徐州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走近展柜会发现，玉衣的每一
片玉片都打磨得精湛细腻，温润晶莹。

“徐州狮子山汉墓曾经被盗，1994

年进行考古发掘时，工作人员在墓道口
发现大量散落的玉片，却没有金线。”缪
华说，徐州博物馆历时将近两年，组织
20位工作人员对玉衣进行修复，用金达
到了1576克，同时补充了少量玉片。

此次来河北，缪华也到河北博物院
看了 1968 年出土于河北保定满城中山
靖王刘胜墓的金缕玉衣。一北一南两
地出土的金缕玉衣的主人是汉代“同辈
人”。“汉代在继承先秦时期‘贵玉’思想
的基础上，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一
个全新的高度，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玉器
文化发展特色的就是玉衣为主体的葬
玉使用制度。”缪华说。

据统计，目前国内共出土较完整的
汉代玉衣20余套，缕属有金缕、银缕、铜
缕、丝缕等，尤以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
胜及王后窦绾金缕玉衣、徐州土山银缕
玉衣、河北定县中山王刘修金缕玉衣、
广州南越王丝缕玉衣、徐州狮子山楚王
金缕玉衣、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后的
金缕玉衣等最为完整。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有
什么区别？缪华介绍，东汉时期对玉衣
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帝王可以用金缕玉
衣，诸侯可以用银缕玉衣，贵族用铜缕
玉衣。到三国时期，曹操下令，不准再
随葬玉衣。从此，玉衣退出历史舞台。

神秘玉制品身藏待解之谜

“这是玉制笛子吗？”展厅内，不少
提前探班的媒体记者围在标注为“玉
管”的文物展柜前低声嘀咕。

“这 4 件玉管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汉
墓，别看它们体型不大，但制作工艺非
常精湛。”缪华指着双联玉管介绍，这件
长 26.2 厘米、宽 2.9 厘米的玉器是由一
整块玉透雕而成，中空，一端封闭，两侧
浮雕有兽面纹及勾连云纹，磨制光滑。

至于这些玉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汉代的毛笔笔筒，也
有学者认为是勺子柄，以前上面还有勺
子。“确切用途，目前学界专家还在研
究，至今没有定论。”缪华笑称，这也是
古人为我们留下的一个待解之谜。

为了让观众了解汉代玉器背后的
故事，展厅内还以展板的形式介绍了古
代玉器制作流程。“这幅流程图是根据
清代李澄渊绘制的《玉作图》还原的。”
陈静说。同时，为了提升观展体验，河北
博物院专门制作了该展览的语音导览
小程序，观众可以扫描二维码收听。河
北博物院还将结合展览举办“蕴玉润草
木 琢瑾涤心怀——河博邀您相‘玉’”
互联网云教育系列项目、公益讲座等以
飨公众。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13日。

▶狮子山汉墓
出土的金缕玉衣。

▼狮子山汉墓
出土的出廓龙纹玉
戈。

本稿图片由河
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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