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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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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至2月1日各县区、市城区及周边
乡镇办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情况通报

一、县区考核排名

二、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考核排名

现将 2019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各县区、 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大气污染防
治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根据考核结果 ， 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研究 ， 决定对排
名倒数第 2 位的开发区实施公开提醒 ， 对连续两周排名后 3 位的的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进行通报批评 ， 对连续三周排名后 3 位的濮阳县 、 华龙区由
市攻坚办对县区分管副职实施约谈 。 对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排名前 3 位的
濮阳县清河头乡 、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开州办 、 华龙区孟轲乡分别奖励 20
万元 、 10 万元 、 5 万元 ， 对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排名倒数第 1 位的华龙区长
庆办 （党工委书记 ： 王世磊 ； 主任 ： 张丽 ） 、 倒数第 3 位的华龙区黄河办
（党工委书记： 佟健； 主任： 王学显） 实施公开提醒， 对连续两周排名后 3 位的
开发区濮上办 （党工委书记： 张盛林； 主任： 勾朝杰） 进行通报批评。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2 日

2月 2日至8日各县区、市城区及周边
乡镇办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情况通报

一、县区考核排名

二、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考核排名

现将 2019 年 2 月 2 日至 8 日各县区、 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大气污染防治考
核情况通报如下：

根据考核结果 ， 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研究 ， 决定对
排名分别位居倒数第 1 位 、 第 2 位的台前县 、 南乐县实施公开提醒 ， 对连
续三周排名后 3 位的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 华龙区由市攻坚办对区分管副
职实施约谈 。 对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办排名前 3 位的华龙区黄河办 、 濮阳县
城关镇 、 华龙区建设办分别奖励 20 万元 、 10 万元、 5 万元， 对市城区及周边
乡镇办排名后 3 位的濮阳县清河头乡 （党委书记： 李广民； 乡长： 段国鹏）、 开
发区昆吾办 （党工委书记： 郭志汉； 主任： 刘本甫）、 华龙区任丘办 （党工委书
记： 高英； 主任： 曹国强） 实施公开提醒。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2 日

根据有关规定， 我局拟对以
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划拨用地

手续。 现将该宗地的有关情况公
示如下：

公示时间为 12天 ， 从 2019
年 2月 14日至 25日，任何单位、
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容有

异议的，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

等方式反映， 反映时间为工作日
上午 8时至 12时、 下午 2时 30
分至 6时， 我局受理单位为用地
审批股。

联系电话：0393-3355686
特此公示

濮阳县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2 月 14 日

濮县自然划〔2019〕01号

宗地位置

濮阳县大庆路与

花园路交叉口东

300 米路北

土地面积

(公顷)
0.5787

土地

用途

教育

用地

拟划拨用

地单位
濮阳市龙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濮阳县龙城双语幼儿园项目

濮阳县龙

城双语幼

儿园项目

容积率 0.96��建筑密度 33.91%

濮阳县自然资源局划拨
国有土地使用权公示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近日，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
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更加突出位置。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
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对接科技发展
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
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
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
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

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

《方案》提出，从 2019 年开始，在职
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 “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
工作。 到 2022 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
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
用型转变。 经过 5 至 10 年时间，职业教
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

筹管理、 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
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
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
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
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

质人才资源支撑。
《方案》 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代

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一是完善国家职
业教育制度体系。 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
度框架， 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学
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 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 完善
教育教学相关标准，狠抓教学、教材、教
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深化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面
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

培训。 三是促进产教融合。 总结现代学

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经验，坚持工学
结合； 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打
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 四是建设多元
办学格局 。 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
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
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国际先进标准接
轨，做优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方案》要求，要加强党对职业教育
工作的全面领导，做好职业教育改革组
织实施和相关保障工作。 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将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
同部署、同落实、同考评。 提高技术技能
人才待遇水平， 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加
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

在职业院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

这是 2 月 13 日在河北石家庄长安公园拍摄的雪景。 当日，石家庄出现
降雪天气，为整个城市增添了喜庆年味。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郑州 2 月 13 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获悉， 截至 2019 年 1 月中旬， 该省法
院已累计将 92.6 万人纳入 “失信黑名单”， 即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在担任公职、 融资投标、
乘坐飞机高铁、 出入境等方面进行限制。

据介绍 ， 河南法院 2018 年执结案件 513106
件， 执行到位实物、 现金共计 727.4 亿元。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介绍， 2018
年， 河南省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执行效率， 实现
主要财产 “一键查询控制 ”， 累计网上冻结存款
261.8 亿元、 证券 107.4 亿股， 查封房产 2.9 万套。
集中开展 “涉民生案件执行” “涉特殊主体案件
清理 ” “强制腾房 ” 等专项活动 ， 罚款 8884 万
元， 搜查 1.1 万人次， 拘留 3.2 万人， 以拒执罪判
处刑罚 2149 人。

9922..66万人被纳入““失信黑名单””

河南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2019 年， 我国将深入推进种植结构
调整， 增加紧缺产品供给。 种植结
构调整重点是巩固玉米调整成果 ，
适当调减低质低效区、 地下水超采
区水稻和小麦面积， 扩大大豆和油
料生产。

这是记者 13 日从全国春季田
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了解到

的。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

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巩
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 特别是稳
定粮食生产、 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要把稳
定粮食生产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

的头等大事， 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2018 年水平， 要坚定不移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春播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头 、

占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近 50%，
也是安排作物茬口、 调整种植结构
的重要节点。

韩长赋表示， 要继续优化 “镰
刀弯” 等玉米非优势区作物结构 ，
把立地条件差、 产量低而不稳的玉
米减下来， 把玉米生产功能区、 优
势区的产量提上去， 实现供给总体
稳定。 要加大三江平原地下水超采
区井灌稻调减力度。 启动实施大豆
振兴计划， 东北地区要利用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和轮作补助等手段 ，
调动农民扩种大豆积极性。 黄淮海
地区要鼓励推行麦豆两熟轮作模

式。 西南地区要因地制宜推广玉米
大豆间套作， 发展优质食用大豆。

农业农村部要求， 各地要聚焦
重点， 打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这
场硬仗 。 抓住气温回升的有利时
机， 搞好肥水管理， 突出抓好防旱
防寒工作， 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大
力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 推广高效
低毒农药和先进施药技术。 做好农
资储备和调剂调运， 开展春季农资
打假专项整治行动， 保障春耕备耕
期间农资质量可靠、 市场稳定。

我国将深入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增 加 紧 缺 产 品 供 给

立春已过，雨水将至。 一场大
范围雨雪天气正光顾中东部地区，
但春意已悄然来临———在田间，在
枝头，在春耕的节奏里。

华北地区是我国冬小麦主产

区。历经一冬风霜的麦苗此时相继
起身拔节， 渴望种田人的呵护滋
养，为几个月后的丰收做准备。

江南、 华南是我国稻米主产
区。 此时已渐次进入育秧期，且大
田里的油菜花也含苞待放了。在东
北、西北的冰天雪地里，虽然正月
十五还没到，但许多地方的农资购
销市场已开始热闹起来。

农谚说，“雨打雨水节，二月落
不歇”。 春天里，地种得好不好、管
得用不用心， 不仅直接关系夏粮、
夏油的收成，甚至会影响全年的粮
油生产。 对这一点，没有人比农民
更明白。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

说，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
等大事，粮食问题事关经济社会的
基本盘。 回顾新世纪以来，我国粮
食连续 15 年丰收， 党的十八大以
来粮食产量连续 6 年稳定在 1.2
万亿斤以上，正是勤劳的农民让国
人端稳了手中的饭碗，让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有了稳固根基。

但是，越是丰收越要绷紧粮食
安全这根弦，越不能有忽视粮食生
产的苗头。 丰收的年头越多，高位
回落的风险就越大。当前粮食生产

隐忧仍在， 灾害频发拉低单产、结
构调整促使面积减少、库存见底降
低调节回旋能力、贸易争端与国际
油价风险增加难以预测的因素。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应对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和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环境，必须发挥好农业“压舱
石”作用。 稳住粮食和其它重要农
产品的生产尤为重要，这是事关全
局的“定盘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巩
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特别是稳
定粮食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要把稳
定粮食生产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

作的头等大事，坚持“稳字当头”，
着力稳面积、稳政策、稳产量。

各地各相关部门务必抓紧组

织春耕备耕工作，切实落实粮食生
产省长负责制，加大粮食支持政策
的力度 ，形成 “政府重粮 、部门抓
粮、农民种粮”的强大合力，稳定粮
食面积和产量。对农业这一最易受
自然因素影响的产业，特别要加强
灾情和病虫害监测预警，加强对农
民的技术指导服务，全力应对可能
发生的旱涝和病虫灾害。

农耕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踏

实勤勉、只争朝夕的精神。 春天洒
下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成为秋天丰
收的果实。 春意已经在点染大地，
绿色带来新的希望。各地各部门要
着眼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种植结
构，让农业更绿、更优、更强，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巩固玉米调整成果 ，
适当调减低质低效区 、 地
下水超采区水稻和小麦面

积， 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种植结构调整重点

新华时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