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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郭万刚时，他刚从北京载誉而归，又一头
扎进八步沙——不久前，“德耀中华——第八届全
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京举行，甘肃省武威市古
浪县八步沙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郭万刚被评为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古浪
县城东北 30公里处、土门镇 3公里处，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这里还是“一夜大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
上房”，如今这里生长着茂盛的林木，已成为沙漠
中的一片绿洲。

1981 年，随着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的启动和实施，年过半百的古浪县土门镇农民郭
朝明、石满、贺发林、张润元、程海、罗元奎六老汉，
不甘心家园被沙漠吞噬，联户承包了八步沙，要与
沙漠寸土必争。

于是，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一个大水桶和
几把铁锨，他们开始了治沙造林⋯⋯为了赶进度，
全家老少齐上阵；为了省时间，索性卷起铺盖住进
沙窝里；没有房子住，就在沙地上挖个壕沟，用柴
草搭上个地窝铺住；没有炉子生火做饭，就用三块
石头支口锅，开水泡馍当饭吃。大风一起，沙子刮
到锅碗里，吃到嘴里把牙齿硌得生疼。

转眼到了第四个年头，那一年春天，雨水格外
多，老人们种下的树苗成活了大半。望着一棵棵
亲手栽种的花棒、梭梭长出了芽，老人们高兴地笑
了。这一年，老人们在承包合同书上摁下了指印，
他们约定，如果这辈子治不住沙，就让后人们去
治。不管多苦多累，每家都要有一个继承人，一直
要把八步沙管护好！

1983年 3月，郭万刚的父亲，六老汉中年龄最
大的郭朝明病退；31岁的郭万刚在父亲劝说下，辞
去土门镇供销社的工作，顶替父亲来到八步沙。
这一干，就是近 40年！

枯燥的治沙生活、艰苦的生活环境、一眼望不
到头的沙海，八步沙的现实曾让郭万刚苦闷过，也
后悔过⋯⋯

1993年 5月 5日下午，郭万刚和罗元奎老人在
八步沙巡林时，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在沙漠里
晕头转向地乱闯了六七个小时后，才从沙窝里出
来；等到夜半回到家里时，妻子眼泪汪汪地说以为
他回不来了。

后来郭万刚才知道，这场 12 级以上的“黑风
暴”，夺走了古浪县 23条生命。这次遭遇，让郭万
刚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坚守的是一份怎样的重担和
承诺，也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沙给治住！

在治沙的 40 年中，5 位老人相继去世。为了
兑现父辈们的绿色承诺，郭万刚带领第二代治沙
人接过父辈手中的铁锨。经过多年苦战，八步沙
变绿了，郭万刚则开始思考再次创业：“八步沙虽
然治住了，但它的北面还是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不
治理迟早是个害。林场要发展，就不能只守摊
子。”

2003 年，郭万刚带领八步沙林场主动跨区域
承包治理八步沙北面 25 公里外的黑岗沙、大槽
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经过 12 年苦干，治理了
11.4 万亩的沙漠。2015 年秋季，他们承包了八步
沙 80公里外的麻黄塘沙区 15.6万亩封禁保护区的
管护任务，并大规模开展治沙造林。至 2018 年春
季，完成工程治沙造林 2 万多亩，草方格压沙 0.7
万多亩，封沙育林草 1.8 万亩，防沙治沙施工道路
绿化工程 56公里，栽植各类沙生苗木 800多万株，
为构建西北治沙屏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代人经过 40年的努力，在八步沙植树 1000
多万株，治理 7.5 万多亩荒漠，八步沙林场管护区
内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足 3%提高到 70%以
上，形成一条南北长 10公里、东西宽 8公里的防风
固沙绿色长廊。从八步沙，到黑岗沙、大槽沙、漠
迷沙三大风沙口，再到麻黄塘沙区，他们一共完成
治沙造林 23.7 万亩，封育管护面积达 43 万亩，相
当于再造了 5个八步沙林区。

据《人民日报》

郭万刚：

四十年，兑现父辈绿色承诺

据新华社

停车费、电梯广告费、公共设施收入⋯⋯每年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的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去哪儿了？

上海市某小区业委会向物业公司发函，要求对小区停车收费情况进行核查；在遭物业公司

拒绝后，业委会在小区电梯等候厅屏幕上滚动播放物业公司的“劣迹”。物业公司向法院起诉

业委会侵犯其名誉权。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物业公司的诉请。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小区的公共收益账目不清、去向不明。

2020年 2月起，上海某小区业委会在小
区电梯等候厅屏幕上滚动播放物业公司的

“劣迹”：根据道闸记录，2016 年至 2019 年，
小区临时停车总收入超过 45 万元；而物业
公司说只有 12.3万元，且拒绝作出解释。

多位小区居民表示，物业公司拒绝业
委会监管，瞒报小区公共收益，企图持续获
取不当利益。“物业公司不配合业委会监
管，就是想浑水摸鱼，得到更多利益。这损
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业主李先生愤
愤不平。

一个拥有 3000 余户居民的小区，一年
公共收益到底有多少？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某商品房
小区看到，这个拥有 3400多户居民的小区，

仅停车和场地租赁两项收入每年就超过
350万元，外加没有公示的电梯广告费等收
入，该小区的年公共收益至少超过 500 万
元。一些中高端商品住宅小区的公共收益
甚至高达上千万元。

小区公共收益该如何分配？实际流向
如何？

依照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利用
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
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物业服务人应
当定期将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
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报告。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很多
地方的商品房小区公共收益账目鲜见公布，

不少物业公司账目管理混乱，公共收益账目
不清、物业公司把公共收益转化为公司利润
甚至私设“小金库”等情况比比皆是。有的
小区甚至出现保安用个人二维码累计收取
10多万元停车费后“跑路”的情况。

为此，一些地方的小区业委会开展维
权行动，加强对小区公共收益的监管。

“2018年小区成立业委会前，公共收益
一直由物业公司代管。公共收益由业委会
监管后，通过重新招标，小区停车费、电梯
广告的年收入达到 70 余万元，是往年的 3
倍。”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中瀛御景小区业委
会主任张金国说，2019年底，他们将结余的
98 万元公共收益发放给业主，曾在当地引
起不小的轰动。

多地小区公共收益账目不清、流向不明

每年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
一些小区公共收益缘何成“糊涂账”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小区公共收益为何经常成了一笔“糊
涂账”，屡屡被随意支配？

首先，业主与物业公司较量，力量对比
悬殊。不少受访业主告诉记者，在要求物
业公司公布小区账本的过程中，他们往往
面临诸多困难，最常收到的“建议”就是“成
立业委会后再来申请公开”。“但成立业委
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物业公司千方百计
阻止成立业委会，不提供业委会成立所需
的材料。”上海某小区业主说。

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业主对于小
区设施哪些属于业主共有财产、哪些收益
应归业主所有等并不了解，给开发商和物
业侵占业主合法权益以可乘之机。

一方面业主个人势单力孤，另一方面，
很多地方业委会覆盖率又很低。目前，部

分城市业委会覆盖率仅为 10%左右。不少
业主反映，小区成立业委会的阻力较大。
因害怕被更换或被监督，物业公司天然抵
触业委会。

银川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主任徐韬
伟表示，截至 2020 年末，在银川市 2100 多
个小区中有物业管理的为 1300 多个，成立
业委会的小区仅有 150个左右。

“在监督公共收益使用等方面，业委会
作用很大。”张金国说，他所在小区成立业
委会后，设立专门账户，定期公布收支明
细，群众获得感很强。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基层监管力量薄
弱，业主相关维权行为很难得到相关部门
有效支持。基层房管干部表示，公共收益
主要靠小区业委会来进行监管，基层住建

部门和社区一般不介入。同时，基层主管
部门人员紧缺，对物业企业的监管力量较
为薄弱。以银川为例，“全市共有 2100多个
小区，但物业服务中心仅有工作人员十余
人。”徐韬伟说。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绝大多数省份出
台了物业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街
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等对小区成立业委会
具有指导和监督职责，但在实际操作中，指
导和监督变相成了“审批”。由于相关工作
未与政绩挂钩，基层政府积极性并不高。

吉林省长春市消协秘书长钟萍说，公
共收益纠纷在物业服务投诉中占据较大比
例，但因其并非单纯的消费维权行为，消协
介入较难。

小区公共收益为何屡屡被随意支配

如何规范管理和使用小区公共收益？
专家建议，各方搭建基层自治平台，在沟通
中厘清职责。

“任性”物业企业屡现，背后是业主和
物业企业间的权责不对等。上海外国语大
学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俞祖成建
议，各地房管部门应摸清辖区内有市场化
物业管理公司服务的小区公共收益情况，
为后续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收费
管理办法》对小区公共收益的管理和使用
规定不够详细。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规、规章，各地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
监管体系，每年督促小区物业、业委会进行
账目审计，并向全体业主公示，曝光负面典
型案例，推动物业公司提高账目透明度。

近年来，上海等地从信用管理入手，创
新物业企业监管模式。对物业服务企业量
化评分，建立“红黑名单”制度，实行优胜劣
汰。上海市 2020 年对近 200 家物业服务企
业、超过 260 名项目经理实施失信行为记
分，建立了日常监管标准体系。

小区业委会等自治组织是监督物业公
司的重要手段。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王佳纬认为，应不断提高小
区自治水平，厘清街道、社区、业委会、物业
等各方职责，进一步明确细化业委会的职
权范围，让业委会在筹备、选举各环节有章
可循。同时，相关部门应依法行政，指导业
主依法自治并尊重业主决定，做到不缺位、
不越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华彬建
议，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依法监督业委
会工作，并为业委会提供法律咨询等方面
的服务。政府或社区还应借助信息化手
段，让更多业主参与到小区自治中。

完善监管体系让“糊涂账”变明账

郭万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