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记者
王优玲） 为做好退捕渔民职业技能
培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江流域禁
捕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
知》，将长江流域退捕渔民纳入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免费培训范围。

通知指出，按照“应培尽培，
应补尽补”的原则和退捕渔民的培
训需求，至少提供 1 次职业技能培
训，并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对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给予生活费
补贴（含交通费）。

通知强调，要分类施策开展技
能培训，推荐退捕渔民参加急需紧
缺职业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转移
就业能力。对技能比较单一的大龄
渔民，开展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
等实用技能培训，或推荐参加家
政、养老、保安等职业技能培训；
对中青年退捕渔民，围绕电商、汽
修、电工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新职业
新业态吸纳就业的作用，面向退捕
渔民开展直播销售员、网约配送
员、快递员等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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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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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进一步做好
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抓好防汛救灾
各项工作的同时，精心谋划灾后重
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认真
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
灾致贫返贫”。

新华社记者最近在抗洪一线采访
发现，随着部分地区雨势稍歇、洪水
渐退，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帮扶受灾
困难群众有速度、助推企业恢复生产
经营有力度，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
加快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困难帮扶“加速度”

灾区恢复，通电、通水、通路是
民生所需，当务之急。

在受灾严重的江西省鄱阳县响水
滩乡，汹涌的洪水将圩堤撕开一个
口子，导致当地 35 千伏线路 16 号铁
塔发生倒塌，1.6 万余户群众无法正
常用电。

国家电网鄱阳县供电公司设备部
主任徐文科二话不说，驾驶着小船冲
向受灾点。“洪水围困，无法通过架空
电路输电，就紧急铺设临时电缆。”徐
文科告诉记者，当时一起参与救援的
人员都没想太多，就是觉得抢险不等
人，群众还等着用电。

水上作业，一些机械设备无法使
用，强体力劳动下，抢修人员手上勒
出道道红印。洪灾后风雨不停，大风
刮起，小船在水上晃动，大雨如注，
抢修人员艰难作业，平时这段几百米
的临时电缆只要几个小时就能铺好，
在恶劣天气影响下最终连续干上两天
才完成。

如今，响水滩乡万家灯火再次点
亮。

日供水量达到5000吨，全镇供水
能力已完全恢复。安徽省东至县龙泉
镇龙门自来水厂厂长王永奎心里松了
口气。

洪水袭来，龙泉镇的自来水厂停
产，两万多人饮水受影响。停水期
间，镇村干部挨家挨户送上瓶装饮用
水。水退之后，工作人员又抓紧检修
设备。停水后第三天一大早，龙泉镇
又“来水了”。

一手战洪，一手战贫。面对灾
害，农村困难群众是最“脆弱”的一
群人。把灾后帮扶抓细抓实，这是各
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

多轮暴雨下来，位于鄱阳湖畔的
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立新村，59岁的
贫困户龚保子家除了几亩水稻受灾
外，还有入股种养的200多只家禽死
亡、9亩蔬果地受损。

驻村第一书记吴恬得知情况后，
第一时间带领工作队赶到现场，组织
人员帮助种养基地开沟导水，恢复种
养基地生产，为受灾群众挽回损失。

“尽全力减少洪灾损失，保住脱贫产
业，我们的脱贫工作才能底气更足。”
吴恬说。

洪涝灾害严重的安徽、江西等地
区要求，根据灾害损失实际情况，适
当提高救助水平，确保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
护”；开发公益性岗位，保障基本生
活，实现“应兜尽兜”……洪灾带来
了损失，但后续帮扶与妥善安置，带
来的是抚慰和温暖。

复工复产“加力度”

机器重新轰鸣，一线工人一丝不
苟地守在生产线旁，监控茶叶加工进
度……从7月7日受灾，到7月下旬全
面复工，安徽省歙县薇薇茶业有限公
司只用了10多天时间就恢复如常。

7 月初，歙县遭遇罕见洪涝灾
害，歙县经济开发区近 300 家企业，
有180家不同程度受灾。

“我们是做茶叶出口生意的，14条
生产线全部进水，损失近亿元。”薇薇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仁贵说。

降成本、贴利息、补支出，为帮
助受灾企业复工复产，歙县拿出了硬
招、实招。

“企业受灾以来，政府给了很多实
实在在的帮助。比如，协调金融机构
提供贷款支持，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遇到招工等难题时，也给予特事特
办。”郑仁贵说：“这些雪中送炭的措
施，给了企业信心。最近我们从浙江
紧急订购了两台茶叶加工设备，企业
生产已全面恢复。”

落实“一企一策”帮扶，解决企
业灾后复工难题；尽快兑付灾害保
险，减轻农业损失；农技农机帮扶队
下沉一线，帮助农民复种复耕……

在安徽省宣城市洪林镇，种粮大户
徐经忠正在稻田边整理农具，准备退水
后再补栽。前段时间暴雨，徐经忠流转
的305亩稻虾共作高产田灌了水，已经
长了两个多月的稻子被淹没……

正当徐经忠一筹莫展时，国元农
业保险送来了“及时雨”。徐经忠说：

“通过绿色通道，水稻灾害险从查勘、
定损到理赔只用了5天，赔付14.64万
元，恢复生产有了本钱。”

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武圣宫镇，
家庭农场经营户冯伟耕地受淹后，镇
农技部门也第一时间帮他联系了水
泵，日夜抢排渍水，修复堤埂。“灾后
镇上的农技员还赶到我家，建议改种
生育期较短的作物品种，挽回灾害损
失。”冯伟说。

一项项暖人心、惠民生的举措，
正在加快复工复产进度，推动灾区生
产生活秩序恢复。

团结抗灾“显温度”

在赣北产粮大县鄱阳，一场洪水
导致早稻受损，粮农正在抢种晚稻，
以减少损失。四面环水的“岛乡”昌
洲乡灾情较重，15个行政村、23平方
公里受淹。昌洲乡董坪村刚脱贫的58
岁村民董书旺正在为秧苗发愁——洪

水淹岛无地育秧，等洪水退去，时令
又赶不上。

“老董的烦心事，正是我们着力要
解决的问题。”昌洲乡党委书记李爱国
说，乡里准备了上百台排涝设备，拉
好了专用电线，只等圩堤外昌江水位
降到安全水位，就进行排涝工作。

为解决秧苗问题，鄱阳县农业农
村局选取县里3个水肥条件良好的县
级秧苗代育点，进行工厂化异地育
秧。鄱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鹏说，
洪水退到哪儿，秧苗就补种到哪儿，
县里不仅为受灾农户免费提供秧苗，
还协调对接好农机社会化服务，帮助
农户抢农时。

在洞庭湖、鄱阳湖区，在江淮两
岸，在巴渝大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抗灾的生动故事正不断上演。

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沿河堤村，
村民小组长周正芳熟练地操起小电
泵，帮助邻居黄春来抽排农田渍水。

“前些天，黄春来糖尿病又犯了，住进
了医院。他家的农活，我能帮就多干
点。”周正芳说，下一步村里还会组织
劳动力，帮助农户清洗秧苗、防治病
虫害。

“连续三天，连床都没沾过，能趴
在桌子上眯会儿就不错了。”这是益阳
市赫山区农民柴国杰最近一段时间的
工作节奏。

“今年我们这里持续暴雨，稻谷含
水量最高的到了40%，烘一批谷子要
比往年多用5个多小时。”柴国杰的合
作社一天能烘干60吨稻谷，仍不能完
全满足周边农户的需求。

柴国杰决定，把合作社的稻谷先
堆到一边，优先服务散户和小户。“如
果不及时帮散户和小户，他们的损失
就重了。”柴国杰说，“大家互帮互
助，把稻谷烘干了，能最大限度保障
收益。”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李松 姚
子云 姜刚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拧成绳 渡难关
——洪涝灾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一线观察

8月5日，在上海市，人们骑行经过一段积水路面。
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8月4日夜间到5日上午影响上海，上海局部

地区遭受超强降雨，积水最深的达120厘米，部分交通受到影响。上海全市防
汛力量全力防御抢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台风“黑格比”影响上海

社区养老服务日益完备，“老破小”
旧貌换新颜，服务项目更加多元，百姓
烦忧有人解，百姓意见有人听……在辽
宁，各地持续完善、不断探索社区建设，
社区正逐渐成为百姓的“幸福驿站”，不
断增强着小康生活的民生热度。

“小食堂”大名堂 照护
暖胃更暖心

大连的林海社区是辽宁社区建设
的一张“名片”，最有名的莫过于社区内
的小食堂。

2015年，林海社区通过发放调查问
卷，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到，社区
6474名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22%。
但许多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自身年纪
又大，一日三餐成了老人们的难事。

经与开发商沟通，一座370多平方
米的小食堂办了起来，“社区、物业与业
主委员会三方成立了食堂管理委员会，
招录爱心企业进驻小区，用社会化模式
进行产业化运作。”林海社区书记于丽
琴说，这是从居家养老到社区养老的关
键一步。

70岁以上的老人5块钱随便吃，80
岁以上老人3块钱随便吃，90岁以上老
人免费吃。记者在这里吃早餐时看到，
粥和小菜各有六七种，此外，还有豆包、
馒头等10多种主食……

一碗小米粥配上一碟小咸菜，外加
一个煮鸡蛋和一个韭菜盒子，营养丰富
的早餐只花了3块钱，“以前的早餐都
是糊弄，自从有了小食堂，感觉生活比
以前方便多了。”80岁的社区居民卜桂
英的孩子在国外，提起小食堂，她赞不
绝口。

从2007年起，辽宁省财政设立专
项资金，资助各地开展社区服务设施建
设。2016年以来，省本级投入福彩公益
金3.05亿元，资助了860个社区服务设
施建设。

“老破小”换新颜 生活
有“里”也有“面”

“楼与楼之间都是垃圾，小区里苍
蝇满天飞。”回忆起社区多年前的样子，
78岁的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老党员

郭东辉眉头一皱，边摇头边冲记者摆
手，“一句话，住得没尊严。”

如今，走进多福社区，绿树成荫，整
洁的路面看不到垃圾，孩子们欢快地玩
耍，树下乘凉的老人们笑容满面。“环境
好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越来越多的居民关心社区。”多福社
区书记孟晓丹说，全社区近 1 万人口
中，现有各类志愿者800余人。

与多福社区相似，辽宁省阜新市太
平区孙家湾街道矸子山社区改造前曾
是一大片棚户区。“那时我家后面就是
臭水沟，每到夏季就臭气熏天，令人难
以忍受。”70岁的社区居民赵瑞兴说。

2006年，当地政府对小区进行大面
积改造，群众上了楼，居住环境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今年4月，街道对居民区
的排水、外墙保温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也
顺利完成，居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记者在赵瑞兴现在的家看到，两居室
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新换上的铝合金
窗户让客厅亮堂了不少。说起现在的生
活，老赵拉着记者的手感叹：“多亏了党和
政府，才告别了过去的‘脏乱差’。”

过去5年，辽宁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4258个、改造面积8838.7万平方米，惠
及132.5万户居民。今年还要对2000年
之前建成的894个老旧小区进行全方
位改造，35.8万户居民将告别脏乱差、
基础设施老化的居住环境。

社区服务提速 “幸福
驿站”幸福多

今年以来，辽宁省鞍山市组织国企
以及引入社会资本在全市城区300多
个社区内开设了“幸福驿站”。

包心菜每斤0.9元、酱油每瓶3元、
大米每斤3.3元……鞍山市铁东区湖南
街道办事处银环社区里，“幸福驿站”银
环社区站的小广场前人头攒动，优惠的
线下展销活动吸引了附近许多居民。

据银环社区书记牛丽雯介绍，“幸
福驿站”设立了集采配送中心，社区居
民在微信小程序下单后，既可自主提

货，也可选择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配
送。此外，医疗、康养、金融、政务、商超
等多项服务让居民享受着家门口的生
活便利。“既方便了群众，也符合常态化
疫情防控要求，还增加了就业，一举多
得。”牛丽雯说。

“幸福驿站”是辽宁各地着力提升
社区服务能力的一个缩影。大连开展

“全岗通”社区服务试点，提高服务效
能；营口开展“全科社工”服务模式试
点，计划三年内全市推行；盘锦引进专
业社工机构，探索建立“三社联动”社区
服务机制……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桥头堡’。加
强社区建设，服务百姓需求，让社区成
为百姓的‘幸福驿站’，是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的生动体现。”鞍山市委书记韩玉
起说。

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孙仁斌
白涌泉 （新华社沈阳8月5日电）

“幸福驿站”幸福多
——辽宁社区走访见闻

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司法责任
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
明确提出畅通信息直报系统，建立
干预过问案件情况月报告和“零报
告”制度，健全对记录违规干预过
问案件办案人员的保护和激励机制。

据了解，这份意见结合前期改
革进展，就加强法院政治建设、健
全审判监督管理、强化廉政风险防
控、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资源
优化配置等提出五大方面 28 项举
措，是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全面
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指引。

意见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
深刻把握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严
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细化完
善本院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完善
院庭长监督管理“四类案件”的发
现机制、启动程序和操作规程，优
化审判团队组建，坚持“以随机分
案为原则，以指定分案为例外”。健
全法官惩戒工作程序，严格区分办
案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
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
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
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
行为的若干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将
法院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过问案件和
干预办案情况，以及办案人员记录过
问案件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与部门领导班子
履行主体责任直接挂钩，作为考核评
价干部的重要依据。

意见同时明确，上级人民法院
履行对下监督指导职责，或者院庭
长在本院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规定
范围内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
不属于违反规定过问和干预案件。

在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方
面，意见提出推进法官员额动态管
理，健全法官遴选制度，完善法官
退出机制等。法官因惩戒委员会意
见退出员额五年后，或因自愿申
请、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退出员额
两年后，可以重新申请入额。

最高法：

建立干预过问案件情况月报告
和“零报告”制度

（上接第一版）
7月以来，安庆市各地全面深化

退捕渔船渔民信息建档立卡“回头
看”工作，核实退捕渔船渔民基本
情况，对辖区水域内每艘渔船、每
个渔民建立包保机制，摸排转产就
业、安置保障等帮扶需求。

“我们对每个渔民及其家庭成
员、渔船等信息进行全面摸排、
建档立卡，渔民信息比以前更精
准、更全面了。”安庆市大观区
渔政站站长何广胜说。白天到渔
民家核查信息，晚上往电脑里录
入数据，何广胜已经连轴转了一
个月。

截至 7 月 31 日，安庆市已完成
对 1698 艘持证退捕渔船的建档立
卡，登记捕捞劳动力2747人、捕捞
渔民家庭人口5440人。其中，退捕
渔民需要就业安置总人数为 2251

人，已完成安置2135人，安置率达
94.85%。

“现在感觉上班好，能照顾老人
小孩，不用风吹日晒，也不担心血
吸虫病了。”安庆市十里铺乡袁江村
退捕渔民李国保说，7月中旬，渔政
工作人员来家里详细了解情况，将
全家5口人的信息都进行了登记，还
询问了需求和建议。

在去年的退捕渔民专场招聘会
上，李国保找到了一份在工厂上班
的工作，月薪 4000 元，妻子则成
了酒店的服务员，一个月也能拿
2800元。

从捕鱼40多年的老渔民到如今
的“上班族”，李国保十分感慨，

“眼见着水草多了，鱼也多了，我们
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新华社记者 汪奥娜
（新华社合肥8月5日电）

老 渔 民 变 身“ 上 班 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