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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0年 7月 20日发布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庆自然资告

字〔2020〕15 号），由“庆自然资告

字〔2020〕15 号”更正为“庆自然资

告字〔2020〕17 号”，“庆自然出字

〔2020〕032号地块”更正为“庆自然

出字〔2020〕034号地块”,其他事项

不变。

特此公告。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2日

更正公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7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确定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促进增加
居民就业和收入。

会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和“两新一重”建
设的重要内容，对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
要意义。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重点，加强城市短板领域建设，围绕农
民进城就业安家需求提升县城公共设
施和服务水平。一要针对防疫和防汛
防灾减灾中暴露出的问题，着力加强公
共卫生体系和相关设施建设，提高城市

预防和应对重大疫病的综合能力。科
学规划和改造完善城市河道、堤防、水
库、排水管网等防洪排涝设施，加强台
风、地震、火灾等各种灾害防御能力建
设。二要着眼满足群众改善生活品质
需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大
环保设施、社区公共服务、智能化改
造、公共停车场等薄弱环节建设，提
高城市发展质量。三要针对大量农民
到县城居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
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县城交
通、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
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提高
县城承载能力。四要引导促进多元化
投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公益
性项目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地方政府专
项债资金对有一定收益、确需建设的公

共设施项目予以倾斜。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建立公用事业项目合理回报
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积极引导开
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中
长期信贷支持。各地要加强项目储备
和开发，逐步解决城市发展历史欠账。
坚决防止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五
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城农民就
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

会议指出，今年就业形势严峻，灵
活就业规模大、空间大，是稳就业的重
要途径。要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和区县
政府责任，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取
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
者合理有序经营。一是鼓励个体经
营。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纾困政策。
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

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
予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
持。二是支持非全日制就业。对就业
困难人员、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规定给予
社保补贴。三是对网络零售、移动出
行、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医疗等新就
业形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激励互联
网平台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四是
加强就业公共服务。适应企业灵活用
工需要，发展零工市场。维护灵活就
业人员薪酬、职业安全等权益，严禁拖
欠劳动者工资。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
动保障政策。五是动态发布社会需要
的新职业，开展有针对性培训，增强群
众灵活就业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 署 加 强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 促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
政20日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
金 8.3 亿元，支持江西、湖北等 12 省
（区、市）受灾地区用于修复水毁水
利、农业生产设施，购置灾后农业生

产所需物资，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及
时恢复农业生产生活秩序。

据了解，加上5月下达的用于安
全度汛资金4.6亿元，今年中央财政
已累计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
金12.9亿元。

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
和水利救灾资金8.3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行风
办负责人吴礼舵22日说，原用人单位
和借调单位均不得以“共享用工”之
名，进行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

吴礼舵在国新办22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疫情期
间，一些缺工的企业和一些尚未复工
复产的企业之间实行了“共享用工”，
实际上就是企业之间进行的员工调
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源配置
效率。为了有序加以规范，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政策口径，对开
展“共享用工”模式加以指导。

吴礼舵说，政策明确了“共享用
工”不改变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的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
者的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权益，并
督促借调企业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
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工作任
务，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他说，“共享用工”合作企业之间
可通过签订民事协议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原用人单位不得以盈利为目
的借出员工。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将继续跟踪了解“共享用
工”发展情况，同时督促各地加强对
企业“共享用工”的指导和服务，促进

“共享用工”规范有序。

人社部：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
进行违法劳务派遣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梅世雄 孙少龙）记者22日获悉，日
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通知，自
2020年8月 1日开始，启动残疾军人
证、伤残人民警察证、伤残预备役人
员民兵民工证、因公伤残人员证等4
种证件换发工作。新证换发工作为
期一年，至2021年7月31日结束。从
2021年 8月 1日起，旧证作废。换证
期间，新旧证件均有效。

通知明确，残疾人员持旧证和个
人照片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申请换证。为不影响残疾人员按
规定享受交通、旅游等优待，本次换证
采取以旧证换新证的方式进行。

新版证件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统
一印制，使用多种防伪技术，植入高
频芯片写入残疾人员基本信息，整体

提高了证件质量，能够更好保障相关
对象优待待遇落实及合法权益维护。

残疾军人证等证件是相关残疾
人员享受优待的有效凭证，残疾军人
持残疾军人证，可享受的优待主要
有：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和
轨道交通工具；乘坐境内运行的火
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和民航班机
享受减收正常票价50%的优惠；博物
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和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公
园、展览馆、名胜古迹、景区，按规定
减免门票。另外，残疾军人还可以按
规定在本地医疗优待定点服务机构，
以及在境内购买车（船）票或值机、安
检、乘车（船、机）时享受优先服务。

伤残人民警察凭伤残人民警察
证与残疾军人享受同样的优待。

8月1日起全国统一换发
残疾军人证等证件

长征途中，红军进入贵州，发现这
里的穷人被称为“干人”，因为“他们所
有的一切完全被反动派榨干了”。“要让

‘干人’过上好日子！”……在革命老区
贵州遵义农村的一些老建筑上，这样的
标语依然清晰可见。

岁月如梭，80余载时光，历史沧桑
愈加深刻地沉淀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
使命，在新的“战场”上，书写着穿越时
空的信仰答卷。

承诺，重若千钧

“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
粮；又分钱来又分米，‘干人’有了救命
王。”红军在遵义每到一地，都要打开地
主、富户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

鱼水情深的故事至今在遍洒英烈
鲜血的红色土地上传唱。“共产党人就
是要为群众谋福利！”这份承诺，重若千
钧，也是始终摆在面前的“考题”。

播州区花茂村，过去叫“荒茅田”，
直到世纪之交，这个贫困荒芜的村寨还
是处处土墙茅草房。

增收难、留人难、村容差，深深的贫
困曾让“荒茅田”的年轻人一波一波出
去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王治强就
到省外打工，奔波了30多年，回来后，
家乡变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修通
了几条大道，一栋栋黔北民居拔地而

起，一个个温室大棚林立田间，一条条
通村路、串户路连接着家家户户。

柏油路、小青瓦、转角楼、白粉墙、
雕花窗……贫困荒芜的“荒茅田”变成
了花繁叶茂的花茂村，产业进来了，游
客进来了，王治强回到家乡开起了“红
色之家”农家乐。

2019年，花茂村接待游客195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000万元。全村
流转土地近2000亩种植蔬菜等经济作
物，2019年底花茂村贫困人口全部清
零，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

精神，绵延传承

在遵义，“红军菩萨”的故事流传至
今。为百姓治病解难的红军卫生员龙
思泉，在寒风肆虐的冬日，焐热了“干
人”们冰冷的额头，却被敌人残忍杀害，
乡亲们含着眼泪将他安葬。岁月沧桑，
这座位于红军山上的红军坟，如今每天
仍有很多人前来祭奠。

英雄的精神不朽，在红色的土地上
绵延，在新的“战场”上传承。

临近退休的徐先文是习水县中等职
业学校校长。全县吹响脱贫攻坚战冲锋
号，他主动请缨到最贫困的后田村扶贫，
又申请担任最偏远的茅草坪组包组干
部。2017年冬至，中午开完村里的会，徐
先文顾不上吃口热饭，就发动车子朝茅

草坪奔去，他要去贫困户家送水管。
送完水管，徐先文开着车慢慢往回

走，这里地势陡峭，山路狭窄，在转弯处，
后轮卡在了坡坎上。他轻轻点了一下油
门想调整方向，可一瞬间车子失去平衡，
从七八十米高的陡坡翻入悬崖……

徐先文是遵义脱贫攻坚战中牺牲的
15名干部之一，在他们的身后，是遵义883
个驻村扶贫工作队、4475名驻村干部。

旗帜，引领前进

桐梓县九坝镇山堡社区，85年前，
这里是红军经过并战斗过的地方。如
今，有一座修缮完好的三合院建成了红
色文化展览馆，56岁的房子主人杨道
前说，他的奶奶曾接受红军赠予的一床
军用棉被、一根扁担和一把菜刀。

这份情谊在这个家庭、这片土地上
一直传承。

山堡社区海拔 1380 米，过去是苦
寒之地。杨道前早年靠拉废旧房屋材
料到重庆贩卖为生，去重庆要一两天才
能到。现如今，路修通了，重庆来山堡
社区一路高速，两小时即达，凉爽的气

候、植被繁茂的生态环境，加之浓郁的
红色文化，使这里变成了“聚宝盆”。

“我觉得，红军虽然离开了，但把艰
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留在了这里。”
杨道前说。

九坝镇科技副镇长、山堡社区党总
支书记侯斌说，全村714户农户，有485
户开起了乡村旅馆，床位3.08万张，基本
上家家户户都在从事和乡村旅游相关的
工作。每年夏季，来山堡社区避暑度假
的重庆等地游客超过4万人。2019年，山
堡社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市累计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51.38万人，先后实现8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871个贫困村出列，彻
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

“遵义在贵州率先脱贫摘帽，用实
际行动告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
灵。”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我们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群众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
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向定杰 黄玥

（新华社贵阳7月22日电）

红 色 圣 地 的“ 初 心 答 卷 ”

这是 7 月 22 日在安徽省阜南县拍
摄的淮河王家坝闸（无人机照片）。

7 月 22 日 14 时，淮河王家坝水位
降至28.73米，超警戒水位1.23米，低
于保证水位0.57米。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王家坝水位降至

保证水位以下

近期，火星发射进入“窗口期”，全
球迎来“探火季”。继20日阿联酋“希
望号”探测器顺利升空后，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也将于7月下
旬到8月上旬择机实施，开启属于中国
人自己的行星探测时代。

中国为何要探测火星？难点在哪
里？将执行哪些任务？记者采访了业
内有关专家。

为何要“去火星”？火星是离地球较
近且环境最相似的星球，一直是人类走

出地月系统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以往的探测发现了存在水的证据，火星
上是否存在孕育生命的条件？火星是地
球的过去还是地球的未来？这些成为火
星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火星对认
识地球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意义。

“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火星可否
改造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绿色星
球？……只有这些重大科学问题被一一
解答，我们才能清晰地思考地球和人类
自身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

曾这样评价火星探测的意义。
将执行哪些任务？国家航天局公

布的信息显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的探测器由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组
成。据悉，此次探测目的是一次实现

“绕、着、巡”三步走。火星环绕器携带
7台仪器，火星车携带6台仪器，此次任
务的科学目标是实现对火星的表面形
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
离层、磁场等进行科学探测，进而有利
于建立起对火星全面而基础的认识。

“探火”到底难在哪？相比月球探
测，火星探测任务的难度更大。由于火
星相对地球距离较为遥远，对发射、轨
道、控制、通信和电源等技术都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不论是长达七个月的地
火飞行，还是进入火星轨道的“刹车变
轨”，以及最远距离达4亿公里的超远
距离通信……地球通往火星的探测之
旅可谓前路漫漫、风险多多。

新华社记者 胡喆、王琳琳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2日电）

全球迎来“探火季” 中国将开启行星探测时代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魏
玉坤）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
月1日进入主汛期以来，洪涝灾害已造
成江西、安徽、湖北等27省（区、市）
4552.3万人次受灾，142人死亡失踪。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主汛期以来
洪涝灾害已造成3.5万间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1160.5亿元。与近5年
同期均值相比，因灾死亡失踪人数下

降56.5%，倒塌房屋数量下降72.4%，
直接经济损失下降5%。

据统计，7月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
西、安徽、湖北等25省（区、市）2736万
人次受灾，37人死亡失踪，2万间房屋
倒塌，直接经济损失754.9亿元。与近
5年同期均值相比，因灾死亡失踪人数
下 降 80.6% ，倒 塌 房 屋 数 量 下 降
74.5%，直接经济损失下降1.4%。

主汛期以来洪涝灾害
已致4552.3万人次受灾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魏
玉坤）应急管理部22日发布未来3天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预计
23至25日，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
江淮、江南北部将出现强降水；淮河干
支流需继续加强流域性洪水应对。

未来3天，河南、山东、苏皖中北
部需防范城乡内涝和中小河流洪
水。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和
太湖仍维持高水位运行，湖北、湖南、

安徽和江浙等地仍需加强暴雨洪涝、
山体滑坡灾害的防范。重庆、四川、
云南、甘肃和陕西等西南、西北山地
丘陵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华南和江南中南部大部地区需
防范持续高温干旱及其引发的生产
安全事故风险。山东和黄渤海域需
防范大风天气给海上作业带来的不
利影响。东北大兴安岭原始林区仍
存雷击火引发森林火灾风险。

应急管理部：淮河干支流
需继续加强流域性洪水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