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防范化解涉众型非法经营活动稳定风险
联席会议要求：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A02 要闻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熊佩凤 美编/刘湘 校对/黄蓉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本报7月15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协组织部分省政协委员赴长
沙市，围绕“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
用”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参加。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
参加视察。

省政协一直十分关注、 支持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多年来
通过各种方式就湘江保护、 洞庭
湖生态环境治理、 四水源头地区
环境保护、饮用水安全、长株潭绿
心生态屏障建设等重大问题积极
建言献策。 许多成果被相关省直
单位吸纳，转化为政策措施。

视察组先后视察了湖南联合
餐厨垃圾处理厂、 仁和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和长沙市城市固废处理
场。 长沙市级厨余垃圾处理项目
去年底建成投产， 完善了生活垃
圾末端处置功能，推动了城区633
个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长
沙市固废处理场正在建设生活垃
圾与污泥清洁焚烧协同处置二期
项目， 建成后将在全国省会城市
中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

2017年，李微微曾带领省政协委员
赴长沙固废填埋场， 督办重点提案
《关于提升我省生活垃圾处置能力
和水平的建议》， 经过三年的努力，
因垃圾填埋引发的环境问题已得到
显著改善。

李微微对长沙市在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她说，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湖南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大力开展
科技创新，整合力量，不断提高垃圾
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能
力；加快环保教育基地建设，促进居
民对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 引导全
社会参与； 做好政府引导和政策保
障工作，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发展，提
高市场化水平。近年来，省政协围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持续开展调研协商监督、建
言献策，要总结好长沙经验，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 推动全省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工作向纵深推进， 实现
湖南绿色发展。

■记者 陈昂昂 陈月红

本报7月15日讯 今日上
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主任杜家毫主持
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
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
神，审议有关改革文件。他强
调，要推动改革服务大局，充
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着
力巩固经济稳中向上向好态
势；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充分
发挥改革的突破作用， 坚定
不移办好湖南自己的事；深
化改革开拓新局， 充分发挥
改革的先导作用， 不断增强
发展新动能、 打造竞争新优
势。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许达哲出席。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乌兰、谢建辉，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 相关省领导和省直部门
负责人列席会议。

审议通过
多个《意见》和《方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湖南省
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实施方
案》《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小
规模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意
见》《关于加快推进消防执法
改革的实施意见》，听取了省
委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今
年以来改革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 要加强党对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领导，
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
真正做到规划“一张图”、管理
“一盘棋”；建立约束有力的监
管体系，实现从单纯的土地利
用“小规划”监管向“多规合
一”的“大规划”监管转变；建
立高效联动的工作体系，精简
整合涉规事项审批程序，切实
提升规划执行效率。

会议指出， 湖南作为农
业大省， 要坚决扛起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担当，坚

守耕地红线和粮食总产底线，
增强应急保障能力， 切实保障
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坚持
数量质量并重， 提升科技化水
平， 大力发展稻谷、 食用植物
油、猪肉等优势农业产业，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监管机
制，构建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
溯的监管体系和多元化农产品
储备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构建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

更加方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

会议强调， 办好乡村小规
模学校，体现着党的执政理念，
关系到每个农村家庭的切身利
益和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各
级各部门要以“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情怀和责任，高
度关注接受教育最困难的人
群，更加突出教育公平，正确处
理好义务教育普及与质量的关
系，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学校和
教学点建设，更加方便学生就近
入学。进一步总结推广各地好的
经验做法， 推动教育经费投入、
教师编制、岗位结构、职称评聘、
绩效工资等向乡村小规模学校
倾斜，推动中心学校和乡村小规
模学校资源共享、 协同发展，切
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

会议强调， 要深化消防执
法“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告知
承诺制、放宽市场准入、改进审
查验收制度、 压减自由裁量空
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重点改
革举措，建立健全消防执法责任
制和执法质量终身负责制。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
省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明显成
效。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
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
向相统一， 持续发力、 久久为
功，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不断
放大改革整体效应， 持续激发
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 加快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教育部在工作中发现， 有些
高校存在毕业生就业虚假签约等
行为。教育部强调，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的就业数据弄虚作假， 将对
相关违规行为严肃处理， 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切实保障毕业生就
业合法权益。（详见本报7月15日
A02版）

6月底7月初， 正是各地高校
毕业生奔赴就业岗位的节点。受
新冠肺炎疫情和部分毕业生“慢
就业”心态等因素影响，今年仍有
不少应届毕业生奔波在求职路
上。然而，一些应届毕业生明明还
没找到工作， 所在学校为保证就

业率， 多次催促他们签订就业三
方协议， 甚至表示不签三方就不
让毕业。更狗血的是，为了帮助这
些学生尽早“就业”，学校辅导员
竟然出手相助，还托熟人盖章、找
淘宝办理。

本应由学生自愿签订的就业
协议，为何会出现五花八门的代签、
强迫、造假现象？不难发现，层层加
码的就业率考核、便于招生宣传的
盲目攀比，是导致高校“数字就业”
乱象的重要原因。就业率是当前衡
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
标，为了完成指标任务，学校往往
将就业指标分配到每个辅导员和

班主任， 这也是导致班主任和辅
导员“出手相助”怪象的缘由。

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造假，往
年也一定程度地存在。对于一些本
科院校和民办高校而言，过低的就
业率，直接影响来年招生。此前，教
育部也曾发文要求，对就业率连续
两年低于60%的专业， 调减招生计
划直至停招。 一些学校为了保生
源、保专业，于是在审核就业材料
时相对宽松。 今年的就业形势较
为特殊， 比往年更为严峻———今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874万人，
比去年增加40万人。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 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保

就业压力，所以一些高校以多种方式
强迫毕业生“假就业”。

但用这种方式来掩盖就业难的
问题，对高校办学实际上并无助益，
且还会影响决策部门对就业形势的
分析和判断， 这更是对求职毕业生
的极大不公。 此次教育部采取开通
毕业生本人核验渠道、 指导地方和
高校开展自查、开通举报电话、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以及严肃查处
并追究责任等严查办法， 展现出了
“零容忍”决心。除此之外，还应建立
由专业的第三方跟踪统计毕业生指
导服务工作延续到学生毕业之后，
以及建立对高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改

革进行一个长期有效的评价机制，
才更能使高校就业率回归本真、服
务决策的本位。

对于874万高校毕业生来说，今
年的就业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但
这不是加大造假力度，加倍“注水”
的理由。目前，学校、政府当共同为
这些毕业生提供求职办法和就业机
会，学校可发动校友力量，形成“共
同体”意识，为应届高校毕业生开拓
更广泛的就业渠道， 政府也需尽力
为他们创造机会， 克服困难安排更
多的就业岗位， 让走出校门的年轻
人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就业困难不是就业数据“注水”的理由评
论

本报7月15日讯 今天， 全省
防范化解涉众型非法经营活动稳
定风险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副
省长许显辉、朱忠明出席。

会议指出， 防范化解涉众型
非法经营活动稳定风险， 是落实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
政治责任， 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必
须跨越的重要关口， 是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和事关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的民生实事。 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打赢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会议强调， 要严防涉众型非法
经营活动风险与其他风险叠加并向
其他领域传导，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 规模性集访群访和极
端性事件。要突出重点，狠抓交易场
所、P2P网贷、 养老机构非法集资、
非法直销传销等重点领域风险防
化，坚决查处一批重大案件。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殷言舜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着力巩固经济稳中向上向好态势
省政协委员专题视察“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

长沙有望率先实现
生活垃圾全量焚烧

解读

每个乡镇至少建
一所寄宿制学校

不符合撤并要求、群
众不满意的，一律不能撤
并； 有必要恢复办学的，
要按程序恢复……7月15
日上午召开的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
一步加强乡村小规模学
校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将为湖南办好乡村小规
模学校，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

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指
学生数不足100人的村小
学和教学点， 作为教育体
系的“神经末梢”，在服务
农村困难群体、 巩固提高
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方面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 农村还有不少
家庭不具备到中心镇、到
县城上学的条件， 如果不
经科学规划就撤并农村小
学和教学点， 将极大地影
响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
益。为此，《意见》在乡村小
规模学校布局和撤并方
面，作了详细规定。

在学校布局方面，原
则上小学1-3年级学生不
寄宿， 就近走读上学，路
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
时；4-6年级学生以走读
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
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
可适当寄宿，具体由县级
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
确定。在每个乡镇至少建
设1所软硬件条件达标、
教学质量较好的标准化
寄宿制学校。

■记者 周帙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