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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敏）近日，山阳县结
合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开展，制定《山阳县“百日
提升”行动和“百日督帮”行动十条铁律》，以严
的纪律、实的作风，全力保障“双百”行动落地落
细落实。

山阳县明确各级领导干部排查遍访责任，
要求包镇县级领导在“双百行动”期间每周驻村
不少于一天一夜，联镇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每
周驻镇村不少于两天一夜，白天进村入户排查
宣传，晚上研判化解问题，夯实督帮责任。聚焦
农户“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目
标，县镇村干部逐村逐组逐户逐人逐项对标查
漏补缺，守牢工作底线。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做到镇情、村情、户情“一
口清”。驻村工作队及队员严格遵守市县有关
选派管理实施办法、《商洛市违反驻村工作规定
处理办法》和《山阳县进一步加强驻村帮扶工作

“十条措施”》，严守驻村纪律，严格对标“百日提
升”和“百日督帮”行动重点内容，遵循督帮程序
和方式，在资料报送、问题整改、信息录入等环
节必须实事求是，高度关注涉贫信访化解和舆
情处置，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第一时间开
展调查处理。

《十条铁律》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一律严肃问责：工作疏忽出现问题且造成
一定影响的；整改不到位、不彻底造成影响的；
个人情况不清、政策不懂造成不良影响的；被
各级督查暗访通报批评且造成一定影响的；底
子不清、工作不实、群众不满意等造成不良影
响的；督帮工作不细不实不严造成不良影响
的；弄虚作假、整改不力、信息录入不准等造成
不良影响的；信访化解和舆情处置不到位造成
不良影响的。在评估验收过程中，凡出现责
任、政策、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镇
办、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不得定为优秀格
次，相关责任人一律严肃问责。

山
阳
﹃
十
条
铁
律
﹄
保
障
﹃
双
百
﹄
行
动
落
地
见
效

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10 月 5 日，商洛
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将依法严厉打击违规甩客等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行为。

通告指出，对各类客车在高速公路、高速路口、
服务区以及国、省、县道公路上违规甩客后驶离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快速查处。对涉嫌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和拒不执行疫情防控规定的，公安机
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同时，对经过疫情防控卡点的车辆和人员，以
冲卡或者其他方法，拒不配合卡点工作人员检查
的，或者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施的；对各

类客车、私家车、摩托车等车辆，私自从高速公路、
高速路口、服务区接送转运乘客的；对翻越高速公
路护栏或者其他方式逃避疫情防控卡点私自返商
的，商洛市公安局将依法严厉打击。涉及的非法
营运车辆、非法载客行为，公安机关将严肃查处。

警方提示，广大乘客应当拒绝在高速公路、
高速路口、服务区下车、转车、乘车。因乘客个人
行为造成疫情传播或传播风险的，以及因不主动
报备或谎报、瞒报、拖延报告风险地区旅居史，造
成疫情传播或传播风险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
追究法律责任。

我市严厉打击违规甩客等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行为

住房是民生之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
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
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亿万百姓喜圆安居梦想，改善了住房条件，增强
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居新生活，啃下棚改“硬骨头”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

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 ——习近平

【故事】
88 岁的王奶奶居住在湖南省津市市这座历史悠久的

工业城市。如今，她经常在晚饭后由家人陪着在小区悠闲
地散步。

回想棚改搬家前一家四代人挤在一起住的日子，王奶

奶说：“那是 5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连客厅和阳台都安了
折叠床，来个客人都没法落脚。”

津市原有城市棚户区 247 万平方米 3.2 万户、城区黑
瓦屋 20 万平方米。这些棚户区存量大、问题多、功能弱，
曾是城市更新、社区再造进程中难啃的“硬骨头”。

津市出台了棚改政策，除了拆迁补偿款项，棚改户还享
受购买二手房补偿3万元、新房补偿5万元的安置补贴。王
奶奶享受了这个政策，再加上两个女儿拿出部分家庭积蓄，
2019年在城东新区购买了商品房，满足了改善居住的需求。

“新小区和老房子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现在我
享清福了。”王奶奶说，小区所处的城东新区新建了大型超
市商业点、农贸市场，增加了小学、中学、大型公立医院，还
开了好几条公交线路，生活配套设施既便捷又齐全。

十年来，津市实施棚户区改造3万多户，总面积超过300
万平方米，生产街、西河街、双济沟、新村三眼桥等成片棚户
区完成了更新改造，告别了过去的“老破旧”。 (下转2版）

圆安居梦 暖百姓心

职业教育专业更新幅度超过
70%、高 职 学 校 招 生 人 数 接 近 翻
倍、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
量年均增长 8.6%、中高职学校（不
含 技 工 学 校）累 计 培 养 毕 业 生
7900 多 万 人 、在 海 外 建 立 25 个

“鲁班工坊”……教育部最新数据
显示，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成效斐然。

从明确职业教育定位职责，到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
从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到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从助力

“人人成才”，到服务“人人出彩”，
我国职业教育在新时代取得历史
性成就、实现跨越式发展。

定位职责更明晰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职业
教育发展白皮书》指出：进入新时
代，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
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表示，十年来，
党和政府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对
职业教育关怀备至。

从 2014 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
工作会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 展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的 决 定》；到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
育 改 革 实 施 方 案》；再 到 2021 年
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新时代职业
教育不断加大政策供给、创新制
度设计。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
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
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这
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重大论
断。十年来职教领域的一系列深
化改革举措均围绕此展开。”教育
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曾天山说。

教育体系更完善

更新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设计
构 建“ 中 职 — 高 职 专 科 — 高 职 本
科”纵向贯通的职业学校体系、国
家教学标准体系，开展学徒制和产
教融合型城市试点，建设职业教育
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顺应新
的职责使命，十年来，我国始终把
构建完整体系作为发展职业教育
的核心任务与逻辑主线。

“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谈
教育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不可
能离开职业教育。”在北京师范大

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看来，经过十年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

如今，中职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专科高职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
业本科教育牵引力持续增强。通过职业教育，我国正源源不断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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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10 月 7 日，在西商高速商洛

北和板桥收费站，返程车流量与

往常相比并无明显增多。在高

速公路出口，我市城管、公安、卫

生、社区等工作人员坚守在岗位

上，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从

严从紧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关

口。据了解，凡符合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的市外、县区客车和货车

均可通行。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本报讯 （记者 汪 瑛）近年来，
丹凤县探索四个平台支撑、四项举措培
育 、三 种 方 式 招 引 、三 项 机 制 保 障 的

“4433”工作新路径，深入开展农业科普
宣传、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高素质农民和
致富带头人培育等工作，不断培育“土专
家”“田秀才”，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到乡
村振兴一线献才献智、建功立业。

建设“四个平台”，培育各方人才力
量。丹凤县按照“有统一标识、有基础
硬件、有体验空间、有配套服务”标准，
建成 6 个示范人才驿站，为“土专家”“田
秀才”建设活动场所；建成 10 个专家工
作站，引进 11 名行业领域领军人才到企
业开展技术“传帮带”，支持发展中药材

产业、食用菌新技术推广等项目；组建
10 个 人 才 服 务 团 和 8 支 产 业 服 务 先 锋
队，推进生产能手、经营能人等培育工
作；建立协作区帮扶工作团，引进外力
壮大乡土人才队伍。

实施“四种举措”，壮大乡土人才规
模。丹凤县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培育，年
计划培育乡村人才 200 人以上；实施“领
头人”学历培育，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育
培训班，培育产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积极开展农村实
用人才培训、就业再就业培训、转岗培
训等各类职业培训，已开展家政服务、
电子商务技能、厨师各类培训 40 余期、
培训 6800 人次；设立 10 个科技服务示

范基地，把课堂上到田间地头，及时答
疑解惑，精准有效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新成果。

聚 焦“ 三 种 方 式 ”，多 方 招 才 引 智 。
丹凤县积极构建人才政策体系，制定人
才工作制度，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引
进、培养、使用和奖励等；扎实开展“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引进高层次人
才 22 名；健全引才机制，落实包抓责任，
组建引才小分队，开展引进人才服务，支
持乡土人才发展。

强化“三项机制”，促进乡土人才发
展。丹凤县通过评选表彰进一步激励激
发乡土人才成长，全县获“商洛市十佳
农村实用人才”“商洛市十佳职业农民”

“商洛市最美职业农民”“丹凤县十佳农
民”“丹凤县优秀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或表彰奖励 27 人次；建立“每月一研判、
每季度一调度、每半年一汇报”的干部
人才工作机制，及时研究推进乡土人才
培养工作；建立考核考评机制，月督查、
季通报，对日常工作进展、典型事例、督
查整改等情况跟踪问效、规范化管理、
动 态 化 推 进 ，高 质 高 效 推 进“ 土 专 家 ”

“田秀才”作用发挥。
截至目前，丹凤县有各类“田秀才”

“土专家”（农村实用人才）3967人，其中认
定为农村致富带头人 503 人、职业农民
850 人、高素质农民 423人，有力促进了全
县农村产业发展。

丹凤“4433”工作路径培优乡土人才

扎实开展作风建设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巩琳璐）10 月 7
日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 王 青 峰 主 持 召
开 全 市 国 庆 期 间 保 安 全 工 作 第 七 次
调 度 会 议 。 他 强 调 ，要 持 续 加 固 常 态
化 防 控 体 系 ，抓 紧 抓 实 抓 细 疫 情 防 控
各 项 工 作 ，统 筹 抓 好 安 全 生 产 、应 急
处 置 、社 会 维 稳 等 重 点 工 作 ，为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营 造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环境。

市领导李波、矫增兵通报有关情况
并 安 排 相 关 工 作 。 陈 璇 、赵 鹏 、贾 永
安、崔孝栓、袁良善、徐秀全在主会场

或分会场参会。各县区、商洛高新区汇
报情况。

王青峰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
实中央、省委、市委各项疫情防控部署要
求，坚决把防控工作做扎实、做具体、做
到位，切实堵塞防控漏洞，及时、精准管
控传播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
情的底线，奋力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目标。

王青峰强调，学校是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中之重，容不得丝毫松懈和麻痹大
意。要紧盯国庆假期收假学生返校关

键节点，切实加强师生员工返校管理，
进一步做好校园消杀、从业人员检测等
工作，全方位筑牢学校疫情防控网络。
要始终聚焦严防输入性风险，特别是中
高风险地区来（返）商人员，“点对点”
落实分级分类防控措施，确保风险人员
闭环管控，切实织密织牢“外防输入”
坚固防线。

王青峰要求，要加快推进“人盯房、
房管人”工作机制，科学划分居住片区、
单元楼，探索建立街道管社区、社区管片
长、片长管单元机制，加强流动人口管

理，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疫情
防控工作水平。要认真学习借鉴柞水、
山阳经验，立足长远，坚持社会价值和经
济效益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健康
营地建设，全力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为疫
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要统筹
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和经济稳增长
等各项工作，进一步梳理拟纳规入统企
业情况，积极解决存在问题，确保全市经
济持续回升、稳步前行。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
商洛高新区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

全市国庆期间保安全工作第七次调度会议召开
王青峰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