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举报奖励
电 话 12350 ，最 高 奖 30 万 元

聚 焦 应 急 管 理聚 焦 应 急 管 理 去年我省应急管理系统
法治建设成果显著省应急管理厅开展2020年自然灾害系列桌面演练

提前研判风险 着力以练代战 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
2019年，我省应急管理系统
法治建设各项工作成果显
著。全年颁布实施地方标准
22项，其中包括京津冀协同
地方标准 4 项；共检查企业
112362家次，查处隐患及问
题219385条，立案19219起；
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行
政审批时间压缩 45%，审批
环节削减 60%，申请材料精
简65%。

一年来，我省应急管理
系统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地
方立法重点，结合应急管理
体制改革，本着“急用先立、
分步实施”的原则，分类收集
整理 202 部法律法规规章，
组织开展《河北省冶金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河
北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立法调研。与此同时，
加快地方标准制定工作，全
年共颁布实施地方标准 22
项，其中包括京津冀协同地
方标准 4 项，经省市场监管
局新立项地方标准14项。印
发实施《河北省安全生产与
应急管理地方标准三年工作
计划（2019-2021年）》，计划
用3年时间制修订地方标准
85项，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
完备的标准体系支撑。

2019年，省应急管理厅
将强化和规范执法作为履行
部门监管责任、推动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的有力抓手，通
过推行以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为核心的执法规范化建
设，在全过程、全链条规范执
法行为，全省执法质量呈持
续上升态势。结合机构改革
后应急管理职责界定，省应
急管理厅起草制定了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系列文件，包

括1个方案、3项制度、6个清
单、10项配套制度、9个执法
流程图、7个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指引、20个服务指南，
形成全省应急管理部门通用
的“1+3+6+N”制度体系。要
求所有行政许可、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信息全部在网上公
示，截至目前共上传信息
1000余条，全面接受社会监
督。为鞭策和激励执法落后
单位，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厅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先后
4 次对 5 家执法质量排名落
后的单位进行了提醒、质询
和告诫性谈话，对20个2018
年执法落后的县（市、区）进
行了集体约谈。

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
力度，大力推动“互联网+”行
政审批，全面清理规范证明
事项，推进行政许可证书电
子化。开展行政审批清理规
范专项整治，取消行政权力1
项，将13类消防产品改为自
愿性认证，向社会全面开放
消防产品认证检验市场。按
照便民原则，最大限度压缩
审批时限，减少审批程序，坚
持最短时间办出最高质量的
行政许可，实现了审批时间
压 缩 45% 、审 批 环 节 削 减
60%、申请材料精减65%。完
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省应
急管理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矛盾
多元化解工作的通知》，采取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举
措，防范化解矛盾风险。2019
年共受理、转办各类信访事
项303件，同比下降6.2%，所
有事项全部按期办结，切实
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了实际
困难，提升了信访法治化、规
范化水平。(潘文静、孙一鸣)

3月20日上午，石家庄八一水库，一
架无人机正勘探着该水库的“汛情”。这
是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洪水抗洪抢险桌面
推演的前方模拟现场，“洪灾”和“救援”
情况将通过无人机与卫星通讯车等设备
实时传送至本次演习的指挥部。

为实现模拟洪灾现场与后方指挥部
实时音视频联通，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救援
和训练中心该星期第三次来到八一水库进
行实地勘察调试，确保了演习顺利进行。

当前，森林草原防火期逐渐进入高
火险期，加上我省汛期的日益临近，省应
急管理厅加紧组织开展春季自然灾害风
险综合会商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桌面推
演，提前研判，着眼实战，全力做好应急
作战准备。

提前研判，春季自然灾害
会商“明责任”

3月3日至19日期间，省减灾委办公
室、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水
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气象局、
省地震局等部门，坚持防疫和业务两手抓，
以文件会商的方式，对2020年春季期间我
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会商单位对森林草原火灾、大风、冰
雹、低温冷冻、干旱、地质灾害、生物灾害
等主要自然灾害风险分析进行了综合研
判，形成了《2020年春季期间自然灾害风

险分析报告》，并对风险防范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会商要求，各地、各部门需采取有力
措施，加强春季期间各类自然灾害的防
范力度。高度重视春季期间自然灾害风
险，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督导
检查工作。强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密切
监视气象、火灾、干旱、地震、地质及海洋
灾害等风险，加强灾害监测和会商沟通，
及时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加强重点部位
的管控，做好各类灾害的防范、应对和处
置工作。强化应急响应，扎实做好重大事
故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指挥
体系、协调机制，加强力量建设和实战演
练。加强防范部署，避免自然灾害引发安
全生产事故。密切关注相关预警信息，面
对当前集中复工复产和赶时赶工生产形
势，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强化管控，严防
因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为有序推进我省防灾减灾工作，省
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还对照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防灾减灾重要文件进行逐
文、逐项梳理，汇总形成了省减灾委主要
成员单位在体制机制建设、自然灾害监
测预警等4个方面、21项重点工作任务，
编制印发了《2020 年度省减灾委主要成
员单位防灾减灾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对
2020年省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防灾减灾
具体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并要求各

部门对照工作任务清单抓好贯彻落实。
今年第三季度，省减灾委办公室将

对各部门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推动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防灾减灾
重要文件的落实。

以练代战，防灾减灾救灾
演练“动真格”

河北省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灾害损失重，全省自然
灾害防治工作任务艰巨。为保障全省自
然灾害形势平稳，不发生大的灾情，适时
开展演练必不可少。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坚持“逼近实
战、演出实效”的原则，采用“场景视频+
桌面推演”的手段，开展了抗洪抢险、森
林草原防火、地震应急救援系列防灾减
灾救灾演练，保障我省防灾减灾救灾指
挥体系和救援力量“平时绷紧弦，战时拉
得出、用得上”。

3 月 19 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
地震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推演模拟河北
省某地发生6.9级地震，造成震中及周边
地区部分房屋倒塌，道路、桥梁受损等情
景。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将震情、灾情报告
省党政主要领导，省人民政府启动一级
应急响应，全面协调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3 月 20 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
大清河系暴雨洪水抗洪抢险桌面推演。

此次桌面推演以现有工程体系为基础，
模拟大清河系发生50年一遇洪水情景，
分设启动应急响应、河道堤防抢险、水库
应急处置、蓄滞洪区运用、人员搜救、灾
情评估等六个场景，系统演示了抗御暴
雨洪水全过程。

3 月 23 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
了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桌面演练，模拟秦
皇岛市抚宁区发生一起森林火灾。省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火情报
告后，根据火灾发展态势，由四级应急响
应逐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迅速进行火
灾处置。

不同于常规演练一般只进行至启动
二级响应的惯例，上述推演无一例外地进
行了启动一级响应下的应急处置模拟，旨
在突出演练的完整性、复杂性、实战性，从
情况最复杂、指挥最有力、救援最高效三
个方面去畅通指挥体系，增强处置能力，
做好勤务保障，及时应对舆情。

通过演练，省应急管理厅全面检验
了《河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河北省
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等应急预
案的实操性，进一步提高地震地质灾害、
水旱灾害、森林草原防火应急处置能力，
磨合了各联合专班和各工作组之间应急
响应、灾情研判、应急处置、工作部署等
指挥协调机制，熟练了各自然灾害应急
处置预案相关要求。 （孙一鸣、潘文静）

我省首届“安全文明家庭”“安全文明之星”揭晓
为充分调动广大家庭和学生参与应急

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积极
性，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省总工
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一
届“河北省安全文明家庭”“河北省安全文明
之星”的通知》，命名张斌等100个家庭为第
一届“河北省安全文明家庭”，刘一鸣等100
名学生为第一届“河北省安全文明之星”。

“安全文明家庭”名单
石家庄市：张 斌 闫翠霞 仝国彪 常炳辉
鲁静彦 曹贵锁 白国峰 高金秀 董翠英 吕
维刚 李 伟 夏军权 刘立平 承德市：王子
平 李冬阳 陈欣雷 侯力枫 王晓玲 王国

林 邢立冬 石立华 娄 磊 衡水市：李 鑫
代红月 石 雪 万海涛 王 静 黄福昌 张
家口市：冯竞萱 李育罡 任庚晨 边培佳 王
春丽 杨志江 高明国 任庚晨 唐山市：侯小
明 刘靖坤 陆俊江 强霖森 杨联宇 张
丽 张向阳 赵英平 翟丽丽 保定市：张 帅
耿风君 王伯发 杨湾湾 王宝君 李磊 吕
永良 闫志英 赵亚兰 廊坊市：刘永立 范胜
梅 钱俊敏 庞 腾 常江波 陶 帅 王彬彬
邢台市：闫海玉 韩林璋 李 强 董晨洁 郝
士虎 杨 帆 姚丙剑 赵红月 邯郸市：王文
彬 刘会峰 高普天 李雪梅 崔晓飞 王舒
敏 郭玉祥 张广朝 张海峰 沧州市：金 铎

兰 斌 刘立功 杨欣欣 张光辉 赵兰达 韩
文龙 秦皇岛市：王树春 张立江 张振峰 杨
继舜 付志旗 杨晓萍 定州市：张志欣 吴启
元 辛集市：尚朝亮 齐敬华 雄安新区：李硕
鹏 马庆刚 王 莺 省直部门：张献增 李 静

“安全文明之星”名单
石家庄市：刘一鸣 赵宣恺 彭可盈 范可裕
张婵娟 李倬萱 刘一禛 乔莞怡 承德市：宋
燕非 江锦程 刘禹芃 沈思彤 闫珺朗 郭添
雨 郭峻熙 王嘉轩 衡水市：邢皓纶 张子
晴 梁佳琪 李锦淳 崔峻浩 张家口市：孙敬
卓 王睿瑶 林 颖 李 璠 王怡帆 唐山市：
薄逸凡 陈沐阳 高芊慧 刘蔓仪 刘馨冉 杨

钧然 张涵淋 张语畅 保定市：金实果 李政
奇 王佳硕 杨易赞 张佳诚 张景策 朱宇
鑫 焦旭昊 黄钰涵 廊坊市：谢名然 王 钦
黄芃轶 李汶泽 苏沐哲 邢台市：陈汉哲 刘
子灵 张宥嘉 赵九凤 刘浩然 刘 冰 李全
宝 孟令泽 邯郸市：齐雨轩 王艺璇 郭子
毅 蔺秭俊 吴昊锟 边传泽 李尚恩 李思
忱 沧州市：曹集尧 范在轩 时子轩 王一
凡 杨博雅 秦皇岛市：陈祺森 王梓航 崔佳
桐 曹楚航 范楚晨 定州市：孙佳淼 辛集市：
王若彤 雄安新区：梁紫璇 张玉龙 大中专院
校：郭旭婷 李智伟 杨 烁 朱苗苗 王琳琳
林立城 胡睿杰 麻君虎 郭俊峰 张伟华 步
锦程 刘洋春奕 王 曦 周浩明 刘兴赟 李
帆 胡博洋 李天一 刘海龙 杨 雪 郑素龙
费金其 （潘文静、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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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解读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近日印发，
对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进行了整体设计。
如何把握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总体思
路？劳动教育如何落到实处？教育部有关
负责人围绕这些问题对文件进行了解读。

问：这份文件出台有哪些背景？新时
代加强劳动教育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
来，劳动育人功能亟待加强，劳动教育被
淡化、弱化，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不珍惜劳
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与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要求有较
大差距。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切实
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必须强调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
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把握育人导向，
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
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问：大中小学各学段教育，普通教育
和职业教育各有特点，意见在劳动教育课
程、时间上是如何规定的？

答：落实劳动教育需要依托课程，必
须有一定的时间做保证。在课程设置上，
意见突出强调“整体优化学校课程设置”，
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大中小学设立必
修课程和劳动周，同时强调其他课程有机
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和要求。

在劳动教育时间上，意见主要从两个
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利用上课的时间进
行。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
时；职业院校除实习、实训外，专门进行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
于16学时；大学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
二是在课外校外安排。中小学要对学生每
天课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大中小学每学
年设劳动周（高等学校也可安排劳动月），
也是在课外集中安排。安排必要的劳动实
践，旨在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问：意见为何突出强调开展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类劳动教育？

答：意见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将
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相应地
将劳动教育分为生产劳动教育和非生产
劳动教育。考虑到劳动教育内容的针对
性和可行性，意见又将非生产劳动教育分
为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和服务性劳动教育，
前者注重在学生个人生活自理中强化劳
动自立意识，体验持家之道，这也是学生
健康发展、适应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后
者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注重利用知识、
技能、工具、设备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
务，特别是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

社会责任，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例如强
调高等学校“注重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
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
作为的奉献精神”。

三类劳动教育内容不同，各学段可以
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看，三者都很重要，
不能偏废。

问：劳动教育重在落实，如何发挥评
价、监督的促进作用？

答：针对各方面积极性不高、内在动
力不足的问题，意见侧重从两个方面建立
健全劳动教育激励机制。

一是健全学生劳动素养评价制度。
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劳动
竞赛等活动，激发学校和学生的积极性。
将劳动实践过程和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建立公示、审核制度，确保真
实可靠。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评优、
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
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使劳动
教育评价硬起来。意见提出“全面客观记
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强调既要记
录结果，也要记录劳动过程中的关键表
现，但也不是事事都记。

二是加强督导检查和质量评估。把
劳动教育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完善督导办
法。劳动教育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开，并作
为被督导部门主要负责人考核奖惩的依
据。探索建立劳动教育质量监测制度，推
动劳动教育过程的反馈和改进。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美国劳工部定于26日公布15日至
21日全国失业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在
美国蔓延影响，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
业救济人数飙升至328.3万，较前一周
修正后的数字大幅增加300.1万,创下
美国历史上单周新增失业人数纪录。
表明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急剧恶化。

环比激增10倍并创纪录

数据显示，在截至 3 月 21 日的一
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328.3万，较前一周修正后的数字大幅
增加300.1万。美国劳工部表示，此前美
国历史上单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最多的记录是1982年10月的69.5万。

数据还显示，在截至 3 月 14 日的
一周，美国全国领取失业救济人数为
180.3万，比前一周修正后的数字增加
10.1万，创2018年4月以来新高。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联合银行首席
金融经济学家克里斯·拉普基表示，数
百万美国人申请领取失业救济表明美
国经济已“跌落悬崖、进入衰退”，他预
计将有近1000万人会因疫情而失业。

《华尔街日报》日前公布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
经济出现衰退几乎确定无疑。在某些
方面，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可
能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

大量企业裁员应对冲击

对于不少美国民众而言，就业的冲
击远比官方数据来得早、体会深。

戴维·麦格劳是路易斯安那州新
奥尔良市一家知名餐厅的厨师，一周
前每天为数百位顾客烹饪佳肴，如今
已经赋闲在家。

疫情不断蔓延，该州政府下令关
闭全部非必要经营场所，禁止10人以上聚会，令餐饮、娱乐业陷
入停滞。路易斯安那州劳工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上周申领失业救济
人数达7.1万人，远高于往常水平（1400人至1500人）。

对一些雇主而言，裁员似乎迫不得已。凯莎·亨利在新奥
尔良经营一家餐厅，受疫情影响，他辞退了几名员工。“我真心
希望能够留用他们，支付工资。”亨利说，“但作为小企业，我没
有足够资金在无法销售产品的时候还发放薪水。”

佛罗里达州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该州6600多家受访
企业中，逾一半已经借裁员应对疫情冲击。州长罗恩·德桑蒂
斯说，该州23日收到2.1万份失业救济申请，而往常每天只有
250份至1000份。

勒内·摩根现住佛罗里达州，从事网站开发，是新增失业救
济申请者之一。“我每天都去查询（救济发放），回复总是我的申
请正在处理中。”摩根说。

美联社报道，美国失业者提交救济申请后，所在州政府机
构需要联系申请者的前雇主了解情况，根据收入水平计算救
济金额。正常情况下，整个流程耗时约3周，但在失业人数骤
增的情况下恐怕拖长不少。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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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6 日电（记者
施雨岑）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
必修课程、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近日印发，近年来被
淡化、弱化的劳动教育有了“硬指
标”。

意见规定，根据各学段特点，在
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
统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
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学校要对学生
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
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
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16学
时。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
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
32学时。

为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意见提
出，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建立激励机
制，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
示、劳动竞赛等活动，全面客观记录
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加强实际劳
动技能和价值体认情况的考核。建
立公示、审核制度，确保记录真实可
靠。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
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
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
为 高 一 级 学 校 录 取 的 重 要 参 考 或
依据。

意见还特别指出，家庭要发挥在
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注重抓住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
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
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
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
年 有 针 对 性 地 学 会 1 至 2 项 生 活
技能。

“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开，防
止用文化课的学习取代劳动教育。”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实施劳动教育
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
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
锻炼，磨炼意志。

我国劳动教育有了“硬指标”

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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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万

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
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
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

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至 2项生
活技能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学校要
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职业院校
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 学
时。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
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