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2016年8月11日 星期四 3

2014 年以前，丁家沟乡中心小学
是一所走读式六年制完全小学。“交通
不便，再加上校舍破旧、师资力量差，
学生不断流失。”校长田鹏曾为此一筹
莫展，但在 2014 年甘肃实施“全面改
薄”工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学校迁
址到乡政府附近，学生人数也从过去
的 130名增加到 200多名”。

3 年前，每周洗 1 次澡对甘肃会宁
县丁家沟乡的大部分小学生来说是一
种奢望。如今，新学校总投资近1200万
元，教学楼、宿舍楼和学生餐厅设备齐
全了。为了让学生每天随时都有热水喝、
寄宿生每周能洗一次澡，学校还配备了
锅炉房。“现在喝热水、洗热水澡都不是

问题了。生活设施的改善让每一个寄宿
生、留守儿童都享受到了家的温暖。”田
鹏告诉记者。

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加快
缩小区域、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基本公
共 教 育 服 务 均 等 化 ，国 务 院 决 定 于
2014 年至 2018 年实施“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项目”。在甘肃，这项被称为“全面改
薄”的教育项目已惠及 10607 所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的 239万名学生。

记者从甘肃省教育厅了解到，中
央相关方案出台后，甘肃制定了“全面
改 薄 五 年 规 划 ”，计 划 从 2014 年 至
2018 年 ，预 计 投 入 资 金 214.1580 亿
元，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
条件和设备，使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教
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
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学校宿舍、
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
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

习和寄宿需要得到基本满足。
根据规划，甘肃省“全面改薄”实

施范围以 58 个集中连片特困县为主，
兼顾 17 个“插花型”贫困县及其他县
区；以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为主，兼顾城
市和县镇义务教育薄弱学校。58 个集
中连片特困县、17 个“插花型”贫困县
和 3 个民族自治县，共 78 个县（市、区）
纳入了中央资金支持范围。甘肃省教
育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甘肃“全面
改薄”项目规划覆盖全省 11205 所义
务教育学校，其中初中 893 所、小学
7863 所，项目覆盖学校数占全省义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总 数（14652 所）的
76.47%。

为加强“全面改薄”项目实时监
管，精准掌握各地项目进展信息及薄
弱环节改善情况，甘肃省教育厅研究
开发了“甘肃省全面改薄信息管理系
统”。通过该系统，省教育厅能实时掌
握每一所项目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缺口

及改善情况，实时监测各级项目资金
去向和使用状态以及每个单体项目形
象进度。

2014 年至 2016 年，在中央财政和
教育部的支持下，甘肃省级财政、教育
等部门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将甘肃“改
薄专项、长效机制、初中工程”资金整
合为改薄项目资金，并鼓励市县财政
加大“全面改薄”项目投入。目前，中
央、省、市、县 4 级财政改薄资金投入已
到位 141.5 亿元，占“全面改薄”项目 5
年规划总投入资金的 65.9%。

通过实施“全面改薄”项目，天祝
县打柴沟镇上河东小学新建 626 平方
米校舍，操场 3000 平方米，于 2015 年
8 月投入使用，已全面达到《甘肃省全
面改薄底线标准》。

“我们的食堂、饮水、安保、音体美
器材也已经配备到位，并配备了 10 台
计算机，生机比达 8:1，实现了‘班班
通’。”上河东小学校长万毓成说。

计划投资214亿元改善义务教育学校教学条件

甘肃“全面改薄”增厚教育均衡基础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报道：今年年
初，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
接到多名农民工投诉，包工头闫某拖欠
他们 100 余名工友近 78 万元工资，现
在闫某已不知去向。经调查，办案人员
确认闫某系恶意欠薪并逃匿。他们随即
将案情移交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网上追
逃。很快闫某被成功抓获，农民工们的
血汗钱也有了着落。

河北邢台劳动监察部门强力为农
民工讨薪是河北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去年以来，通过强
化领导、健全机制、创新方法，河北已为
35.5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逾 35亿元。

河北是农业大省，全省近 4000 万

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达 1600
多万人。去年 8 月以来，河北省主要领
导先后多次作出批示，要求抓早抓小，
早安排、早部署，切实解决好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
早动手排查，高起点部署，多措并举，在
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积极推动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为找准欠薪风险点，及早解决矛盾
纠纷，防止年底前发生大面积讨薪问
题，河北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重大欠
薪案件及隐患摸底排查，共梳理出
119 起重点欠薪案件，分地区、分行

业逐件登记造册并发文督办。去年 12
月初，省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牵
头组成了 6 个专项督查组，分赴各市及
重点案件涉案县（市、区）进行专项督
查，对照《督查情况表》所列项目、内容、
方式对各地逐一打分，重点案件一案一
表填写《重点欠薪案件及隐患解决情况
表》，明确了本级政府包案领导、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稳控措施以及解决时限。
仅今年 1 月份至春节前，河北省人社
厅持续派出督导组共 68 人次，对重点
欠薪案件进行跟踪督办，要求各地对
未解决的逐案研究，抓紧解决到位；

已解决的还要适时组织“回头看”，防
止出现反复。

在总结多年治理欠薪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河北省还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方
法保障农民工工资，他们在全省建立

“三金”（工资保证金、工资预储金、欠薪
应急周转金）、“三机制”（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机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
制、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一入罪”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制度机制体系。
据了解，实施工资预储金制度以来，新
开工项目均纳入预储金管理，目前尚未
发生新的拖欠问题。

早动手排查 高起点部署

河北为农民工追回欠薪 35 亿元

（上接第一版）

待遇水平与时俱进

一斤豆角、两块豆腐⋯⋯家住北京
市大兴区的退休人员刘玉珍买完菜，走
进小区门口，被邻居拦了个正着，“听说
了吗？今年养老金又要涨了！”“一个月
前就听说了，每年都在涨嘛！”刘玉珍说。

对于刘玉珍们来说，养老金待遇调
整 关 乎 切 身 利 益 。 自 2005 年 起 到
2016 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
经实现“十二连涨”。2005 年调整前月
人均 700 元，2010 年达 1362 元，2015
年超过 2200 元。养老金的稳定上调，
不仅远远跑赢了 CPI，也跑赢了 GDP，
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

今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
2016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
知》，决定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5 年退休人员
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6.5%左右。此次
调整是我国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首次同步调整待遇，预计将惠及包
括 8500 多万企业退休人员和 1700 多

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内的 1 亿
多退休人员。

“我现在每月养老金 2600 多元。
按 6.5% 左 右 上 调 ，每 月 能 增 加 接 近
170 元。虽然比去年涨幅小了点，但影
响不大。”刘玉珍说。

今年以来各地实施的城乡医保整
合，也为老百姓提升了看得见的保障。
本着“待遇就高不就低”的思路，医保报
销比例、封顶线等普遍提高，尤其是农
村居民待遇今非昔比。

2016 年 1 月，上海实施统一的城
乡居民医保制度。从住院待遇一项来
看，整合前，城镇居民医保支付比例
最低为 60% （60 岁以下），新农合最
低只有 50%。而整合后统一为 70%，
农村居民住院费用不再设最高支付限
额，即使超过新农合规定的 12 万元封
顶线，住院费用依旧可以按照规定比
例结算。

山东则大幅提高封顶限额。整合
后的城乡医保在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基金平均支付比例不低于 70%，门诊
费用基金支付比例不低于 50%。同步
实施统一的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补偿比

例不低于 50%，封顶线提高到 30万元。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形成覆盖

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
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该机制将
根据物价变动、职工工资增长、收入水平
提高等情况，同时兼顾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承受能力、财政负担能力等因素，构建
起养老金持续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保障民生，盯住“底线”很重要。困
难群众的衣食住行，始终是党和政府工
作的重中之重。

2016 年 1 月，正值寒冬，浙江衢州
低保户王大伯心里却很温暖。居委会
给他带来了一条好消息——低保标准
又提高了。“我们夫妻俩都是重度残疾，
调整低保标准后，我们两个人每月能领
到 1224 元的低保金，这是我们生活的
重要经济来源。”王大伯说。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各地低保救
助水平持续提高。截至 2015 年底，全
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 316.6 元，
比上年增长 10.9%；全国农村低保年人
均 补 助 水 平 1766.5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3.8%。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
助水平持续提高。

在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落实方面，
今年上半年，绝大多数省份已出台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意见》的实施文件。截至 5 月底，全
国已有 250 多个地级市及部分省直管
县发放了补贴资金，各地已向 296 万困
难残疾人发放了 11.4 亿元生活补贴资
金，向 332 万名重度残疾人发放 9.9 亿
元护理补贴资金。

与此同时，民政部确定了 300 个全
国“救急难”试点单位，大部分地区在全
面开展临时救助工作的基础上调整完
善政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切实改善。

针对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
养老服务业政策逐步完善。2015 年，
全国有 23 个省（区、市）建立了生活困
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惠及 654.9
万老年人。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等
地建立了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

制度创新，让救助更有温度。各地
积极探索低保与医疗、教育、住房、扶贫
开发等政策的有效衔接。在绝大多数
省份，低保户不仅能领取每月的低保补
助，还能享受到子女教育免费、看病有
补贴、入住廉租房、免费供暖等一系列
帮扶措施。

“七下八上”的汛期已接近尾声，各

地防汛减灾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虽然汛情

已有平缓之势，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依然

可能发生，我们决不能懈怠，仍需充分准

备、严阵以待。与此同时，灾后重建工作

已成下一步工作重点，要抓紧推进、科学

谋划、有序部署，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居、

生产生活尽快恢复，使灾区经济社会运转

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做好灾后重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

燃眉之急。一是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有

保障，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

所、有洁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就有自救互助的积极心态和能力。二是受

灾群众的未来生活要安排好，有关部门要

为灾区提供充足的良种、良苗和专业技术

人员，做好保险理赔事宜，帮扶灾区恢复

生产，力争“大灾之年不减产、重建之后

可增收”，提振人们重建家园的信心。三

是受灾群众的身体健康要照顾到，灾后防

疫工作必须重视，当前一些受灾地区血吸

虫病传播风险陡增，防护药品储备发放、

健康宣教以及灾后防治都是工作重点。

做好灾后重建，加强灾后水利建设是

长远之策。此次洪涝灾害中，大中型水库

和大江大河干堤无一垮坝，“掉链子”“出

岔子”的往往是不被重视的小水库、小堤坝，许多基层水利设施

十分薄弱，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成为盲区死角。防止这些惨痛教训

再度发生应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指向。着眼当下，对病险水利设

施，要加紧排险巩固；对水毁工程，要抓紧抢修；对可能发生的

次生灾害，要做好应急预案。长远来看，城市地下管廊、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以及中小河流治理也要切实发力，鼓励各种资源向基

层倾斜，筑牢基础、以防为主，建立完善务实好用的防洪排涝体

系，打破“年年防汛抗洪、年年抢险救灾”的“怪圈”。

下一阶段的任务依然繁重，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各司

其职，安排好责任落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推进灾后重

建，健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强化防汛抗洪工作，牢牢把握同重

大自然灾害斗争的主动权。

抓紧谋划灾后重建

本报评论员

本报乌鲁木齐 8 月 10 日电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已于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新疆反恐维
稳工作法治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实施办法》在国家反恐怖主义战略框架下，明确了反
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的基本原则，为新疆反恐怖主义、反极
端主义工作进一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创造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表示，《实施
办法》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反恐维稳工作的决策
部署，总结了反恐维稳好的经验，汲取实践中的成功做法，把行之
有效的经验固化下来。他说，《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引
领，突出立法实效，并明确了反恐怖主义工作机制，突出全社会共
同责任担当，强化了安全防范工作，力争把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在预
谋阶段。此外，《实施办法》彰显了依法治疆的法治精神。

新疆出台反恐斗争地方性法规

本报北京 8 月 10 日讯 记者曹力

水报道：今天，四川广元市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具有女性特色的 2016 中
国（广元）女儿节将在 9月 1日开幕。

今年的女儿节将举行凤舟赛、女性高
峰论坛、最美家庭评选、女性购物狂欢节、
大型音乐演唱会等活动。此外，女儿节期
间，还将开展“四天三夜”全球女性免费游
广元景区活动，组织全市各旅游企业推出
相关免费及优惠活动。

本报北京 8 月 10 日讯 记者沈慧

报道：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组委会今
天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九届国
际发明展览会将于今年 11 月 17 日至 20
日在江苏昆山市举办，展览会将新设智
能制造展区。

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余华荣表示，结合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部署，新设的智能制造展
区将集中展示一批涵盖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制造优秀项
目。本届展览会由中国发明协会和世界
发明协会共同举办，展馆面积超过 2.4
万平方米，展位达到 800 余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派团参展。

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办

四川广元女儿节9月开幕

顺应新期待 社保改革夯实幸福根基

（上接第一版） 在此基础上，去年 12 月，晋江办理了全省第一宗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登记业务。自此宅基地、农房抵押贷款业务实
现破冰。此后这一业务迅速开展，人民银行晋江支行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村宅基
地、农房抵押业务贷款达 31 亿元，超过 2 万个农户和农村企业
主受益。

为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晋江市根据
福建省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小组 《关于组织制定农村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印发了 《晋江市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同时，制定出
台了 《集体土地性质房产抵押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和 《晋江市农
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等管理制度、配套
措施，让农村宅基地、农房抵押贷款试点朝着“依法有序、自主
自愿、稳妥推进、风险可控”的方向迈进。他们推动金融机构及
时跟进、加强创新，设立了一亿元的农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
金，将农村宅基地、房屋抵押贷款等产生的贷款损失列入风险补
偿范围。此外，国土部门也在晋江率先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和
农民住房产权登记交易中心，在镇级设立登记窗口，便于农户开
展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流转与农房的确权登记办理工作。

“这一土地制度创新对晋江意义巨大。从信贷数据看，业务
实施效果特别好，这与晋江的产业布局和城乡发展格局有关。”
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说，晋江是民营经济重地，各类民
企、传统制造业企业、市民的固定资产多分布在乡镇和农村，土
地制度的变化，让他们在乡镇、农村的宅基地和农房，一下子变
成了“活资产”，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现金流实力。

人民银行晋江支行副行长黄文忠说，从实践看，宅基地、农房
等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探索改革有效地破解了农民融资难的问
题，也极大地拓展了农村信用环境的建设。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的推进，拓宽了农民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极大地满足购买汽
车、大额耐用消费品或住房装修、翻建等消费需求，帮助农民提高
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质量，其积极效应显而易见。

8 月 10 日，在广西全州县龙水镇桥渡村，村民谢崇林（右）和滕万里在打捞禾花鱼。禾花鱼因长期放养在稻田内，食水稻

落花而得名。眼下，广西全州县禾花飘香，放养在稻田里的禾花鱼是当地农民这个季节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禾 花 飘 香 鱼 儿 肥禾 花 飘 香 鱼 儿 肥

本报北京 8 月 10 日讯 记者李哲报道：8 月 24 日至 28 日，第
二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同时、同地举办。

本届图博会将迎来历史上首个联合主宾国——中东欧 16
国。书展期间，中东欧 16 国将重点展示本国图书和开展版权贸
易，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及展览。据悉，本届图博会共
设置 6 个展馆，较去年增加 1 个阅读体验馆。展览总面积达到
78600 平方米，吸引中外展商 2407 家，展出中外最新出版物近 30
万种。

在全球出版业持续萎缩的背景下，图博会国际展商数量保持了
逆势上扬。截至目前，共有 1379 家海外展商报名参展，占所有展商
的 57%。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持续参展的基础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展热情持续高涨，共有35个国家参展，比
上年增加18个。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4 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