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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 省卫健
委、省邮管局等联合举办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
折捐赠仪式，向支援湖北
的全体湖南医务人员捐
赠纪念邮折1504个、个
人抗疫纪念张919枚。上
述定制邮折包含《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 大版邮票、
绢质首日封及为医务人
员特制的肖像邮票纪念
张。 记者黄亚苹
通讯员彭晓谭摄影报道

延伸
本报7月21日讯 近日，个

别竞赛获奖真实性质疑不断，
引起社会广泛热议。 为规范个
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暴露出的
问题，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全面自
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
独创性进行复核。

《通知》要求，要坚决避免参
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
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
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
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必须坚持公益性，做到“零收
费”。并明确，任何竞赛奖项均不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
分依据。《通知》还强调，将进一
步加强对审核通过的竞赛的管
理，严肃查处竞赛中出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 情节严重或者经警
告、提醒仍不改正的，将从竞赛
名单中移除，并不再受理举办单
位举办竞赛的申请。

长沙陈女士有两个儿子，

正在读小学五年级， 两个儿子
合作创作的产品曾得过省级创
新大赛一等奖， 看到此文件的
出台，她表示极为同意。陈女士
告诉记者， 因为儿子们对科技
创新特别感兴趣， 没事两人就
爱拿着家里的各种锅碗瓢盆进
行发明创造，她认为，孩子个性
化发展对孩子成长是极好的，
但举办大赛的内容应当从孩子
的兴趣以及认知程度去考虑，
而不是为了获奖而获奖。

“举办竞赛本身的初衷就
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创新性人才。所以，在作
品的评价层次上，更应该以学
生力所能及为主要的评奖方
向。” 周南梅溪湖中学督导与
特色建设中心主任秦有才认
为， 该通知的出台很有必要，
进一步严格了比赛要求，提升
了参赛作品质量。同时，参赛
学生要以自己动手为原则，从
生活和自身出发进行创作，评
选加强对学生作品进行甄别
的方法。

■记者刘镇东

杜家毫在加强基层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较真较劲一抓到底，全面加强基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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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下午， 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
省委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5”
文件贯彻落实进展情况汇报。他
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相统一，对省委明确的
各项政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
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较真较
劲、一抓到底，确保条条兑现、落
地见效，以基层建设的全面加强
增进基层干部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省领导乌兰、王少峰、谢建
辉、张剑飞出席。

基层建设
抓与不抓大不一样

座谈会上，省委组织部、省
委督查室汇报了省委“1+5”文
件落实情况和督查调研情况，
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立足各
自实际，总结了基层建设经验，
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并提
出下阶段工作打算和建议。

杜家毫认真倾听， 与大家
互动交流， 充分肯定我省全面
加强基层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
成果。他说，自去年7月省委全
会审议出台全面加强基层建设
“1+5”文件以来，全省各级各
部门主动作为、重点攻坚、狠抓
落实，坚持赋权与减负相结合，
进一步理顺乡镇(街道)职权事
权，基层更加有权办事、有钱办
事、有力办事；进一步畅通道、
引人才、强保障，有力激发了基
层队伍生机与活力； 大力推进
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受理、一
站式办理，老百姓办事难、办事
烦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着力
健全基层制度体系， 为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累了有益经验， 进一步厚植
了党的执政根基。实践证明，党
中央部署推进“基层减负年”深
得党心民心， 省委加强基层建
设恰逢其时， 基层建设抓与不
抓大不一样。凡是贯彻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坚决有力的， 落实
工作抓铁有痕、一抓到底的，基
层基础就扎实， 基层干部干事

创业的劲头就足，各项工作的效
果就好。

以更大力度推动解决
基层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杜家毫强调，抓基层强基础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坚
定不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标看齐，进一步树牢
大抓基层、 狠抓落实的鲜明导
向，以更大力度推动解决基层建
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较真较
劲、一抓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要切实加强待遇保障，确保
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
资收入高于县直单位同职级人
员；全面深化乡镇 (街道)机构改
革，明确权责边界，持续简政赋
权；着力加强阵地建设，推动公
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强化服
务实效； 持续加强队伍建设，提
升基层吸引力，让各类人才引得
来、留得住、成长得好；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精准科
学审慎问责，切实为基层干部减
负松绑。 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注重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各地
探索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以点
带面加强基层建设。

设身处地帮助基层干部
解决实际困难

杜家毫指出， 广大基层干部
扎根一线、直面矛盾，工作辛苦、条
件艰苦、生活清苦。要坚持严管与
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加大
关心关爱力度， 细化完善激励奖
惩措施，认真落实带薪休假、定期
体检、疗养休养等制度，用好职务
与职级并行的政策，多为基层干部
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设身处地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充分调动大家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要着力构建党委统
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协调、有关
部门和行业系统齐抓共管的基层
建设领导体制和责任机制，继续把
贯彻落实省委“1+5”文件纳入督
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一锤接着一
锤敲，一件接着一件抓，推动基层
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我国2G、3G网络将加速迁移
转网， 老人机用户或面临升级
4G、5G手机的新选择。与此同时，
地面模拟电视信号也将关停，腾
退出来的700MHz等优质频率将
用于5G建设。 记者7月20日获悉，
工信部与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密集
出台实质性举措，助推我国5G新
基建提速。 今后，“百元老人机”
也将退出市场。（7月21日《北京
日报》）

5G新基建提速，加快全面进入
5G时代的步伐， 这本身是一件好
事，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

也因此获得更多的便利，享受着源
源不断的科技“红利”。5G时代即我
们常常提到的“万物互联”时代，它
不仅意味着更快的速度，也意味着
市场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作为在现
代科技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
代，自然是热切盼望移动通信技术
更新换代的速度越快越好，但还有
一些人，他们可能对这种变革心存
茫然，无所适从。

据移动通信部门的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还有2亿“老人机”
手机用户， 这是一个不小的用户
数字。从5G的发展情况来看，“升

级” 的说法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
不胫而走，随着2G和3G信号的维
护成本越来越高， 产出效益越来
越低，“清退”2G、3G手机用户也
成了必然趋势。但如何“清退”显
然是不少人关注的问题，“清退”
过程中，如何让2亿“老人机”手机
用户适应5G时代的智能化模式？
怎样才能不加重他们的经济负
担？这些都是5G新基建提速过程
中必须思考的的问题。

不难推测，目前仍在使用“老
人机” 的用户无非主要是以下两
种情况：一是由于上了年纪、受教

育经历短缺的老年人不知道如何
使用智能机； 二是出于省钱的目
的，不愿意购买智能机。这两种情
况都是短时间内难以主观改变
的， 因为提升信息化能力与提升
经济能力对老年人来说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那么在将来的建设
中， 就需要根据这两点有针对性
地考虑周全，顾及这些无法“跑步
进入5G时代” 的用户的利益诉
求，不搞“一刀切”。另外还需要在
4G和5G的网络收费上给予他们
一定的优惠， 可考虑有条件地为
他们设置专门的套餐， 譬如针对

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廉价套餐，让他们
用得起。同时还做好购机补贴，让他
们买得起。

通讯业务关乎老百姓的安全感、
获得感与幸福感，只有在细节上考虑
得更周全一些， 在实施上更柔软一
些，在操作上更人性化一些，才能更
快速更全面地步入5G时代。老年人与
年轻人一样，其实也有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 只是囿于信息和知识的欠缺，
因此面对新生事物时难以如鱼得水，
而等等他们，帮帮他们，让他们一起
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才是美好生活
的真谛。 ■本报评论员 张英

5G时代，别急着抛下“老人机”群体

教育部发文彻查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
湖南教师：比赛应以学生力所能及为主要评奖方向

记者7月21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为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减轻贷款学
生经济负担，教育部、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近日联
合印发通知，对国家助学贷款有
关政策作出调整完善。

通知明确， 从三个方面对
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作出调
整： 一是助学贷款还本宽限期
从3年延长至5年。 二是助学贷
款期限从学制加13年、 最长不
超过20年调整为学制加15年、
最长不超过22年。三是2020年1
月1日起，新签订合同的助学贷
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减30个基点
执行。 ■据新华社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

利率下调
还本宽限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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