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52万贫困对象审批审核工作

青海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兜底脱贫行动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记者近日从青海

省民政厅获悉， 该省积极开展最低生活保障
兜底脱贫专项行动计划，民政部门、扶贫部门
共同对全省贫困家庭进行精准识别。 截至目
前， 已全面完成52万名贫困对象的审核审批
工作， 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低

保救助范围，拨付城乡低保省级补助资金6.5
亿元，从1月份计算补发，目前已全部发放兑
现到位。

为完善政策制度、落实资金保障，青海省
民政厅先后下发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兜底工作的通知》、《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
通知》，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了农村低保和医疗
救助工作，助力精准扶贫。 同时，协调财政部
门下达城乡低保省级补助资金6.5亿元，支持
各地对全省贫困家庭进行政策兜底。 全省农

村低保平均标准由2400元/年提高到2970元/
年，实现低保标准和扶贫线“两线合一”。

在全额资助农牧区低保对象参保参合
的基础上，青海全面开展重大疾病门诊治疗
费用救助和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救助上限分
别提高到1万元和5万元。 加大临时救助力
度，将救助上限提高到2万元，对因遭遇突发
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专项救助后基本生
活仍有严重困难的贫困户，及时纳入临时救
助范围。

一份特别的父亲节礼物

6月19日是父亲节，福建省福州市公安
局鼓东派出所警务队副队长潘捷像往常一
样在辖区内出勤。他的6岁儿子潘笛在家中
画了一幅画， 准备作为父亲节礼物送给爸
爸。画中画着一辆坦克和3个小人。潘笛说，
“画辆坦克帮爸爸抓坏蛋，爸爸你可以早点
回家吗？ ”

上图：6月19日， 福州市公安局鼓东派
出所民警潘捷在辖区出勤。

左图：6月19日， 潘捷的儿子潘迪和妈
妈在家里展示父亲节礼物———送给爸爸的
画。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刚殷 )走进浙江台州黄
岩乌岩头村，一条蜿蜒的溪流贯穿全村，岸
涯上高大的树木掩映着一片有着200多年
历史的清代古建筑群。 很难想象，几年前，
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面临没落 ，全
村只剩下八九位老人。 从曾经的“空心村”
到如今的画家写生地， 乌岩头村规划发展
的历程是浙江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
一个生动写照。

当片片青瓦、座座祠堂、悠悠古巷、道道
台门成为抹不去的乡愁，当“狗吠深巷中，鸡
鸣桑树颠”的昔日美好记忆渐行渐远，当雕梁
画栋、飞檐翘角、泥墙黛瓦的古建筑人去楼空
并因年久失修渐成危房……为了守护可触摸
的“乡愁”，浙江省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利用工作。

2003年，浙江省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建设时，就展开了对特色文化村落的
保护开发工作。2012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规定：每年启
动260个村的保护利用，对省级重点村给予每
村500万元到700万元补助和15亩建设用地指
标支持。

截至今年5月底，浙江已先后启动了1040
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其中172个历
史文化村落重点村，868个为一般村， 修复古
建筑3000余幢、古道212公里，拆除与风貌冲
突的违法建（构）筑物32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 为了防止古村落保护利用
过程中旅游过热、商业味过浓的误区，在具体
实践中，浙江将历史文化村落分为“古建筑村
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3种
类型，因地制宜予以保护利用，从而确保古村
落“看见物、看见人、看见生活”。

地处永宁江景观带上游的北洋镇潮济
村， 在历史上一度是黄岩县西部的水路重镇
和重要商埠。2013年，该村被列入浙江首批历
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名单。如今，这里
已成为“活着”的人居环境。

启动保护后，潮济村本着修旧如旧、建新
如古的理念， 改造和修缮了老街立面等历史
遗存资源，同时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成效
初显。 走上潮济古街，60岁的蔡莫杰重拾手
艺，卖起了棕棚床；屠文君开了家叫“老屠油
漆”的店，还有乌饭麻糍、弹棉花、刻字等特色
店铺沿街而设，同时又配套了书法、美术、摄影等多个创作室，古村落文化与现代商贸在这里互
动发展。

“利用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传统特色，发展休闲旅游，从而带动旅游纪念品、当地特色农副
产品、农家乐餐饮、民宿等一系列衍生产业发展，在保护利用中不断培育村落产业经济活力，这
是浙江推进古村落再生的重要经验。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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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锐）劳动法律法规与劳
动者权益维护、劳动关系调整密切相关。经济
新常态下， 劳动法律法规在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能否真正落实？6月13日
至18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任团长的全
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先后赴广东省广州市、东
莞市、深圳市等地，围绕“劳动法律法规贯彻
执行情况”进行视察。

此次视察源自全国政协工会界委员的一
份提案。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界
委员提交了 《关于提请对企业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情况进行视察的提案》，建议全国政协对
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组织视察， 并推
动视察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全
国政协对这一提案高度重视，并将“劳动法律
法规贯彻执行情况”作为民主监督视察题目，

纳入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视察计划， 并于今
年6月成行。

全国政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广东是经济
大省，也是就业和农民工大省，选在广东视察
有助于及时、准确发现问题。6天时间里，视察
团成员走进电子商务、机械制造、电子加工、
人力资源服务等企业，通过听取介绍、实地查
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类型企业
贯彻落实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
险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视察团围绕劳动法
律法规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在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中的主要做法、取
得成效和存在不足， 劳动合同签订及劳务派
遣用工使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
休息休假， 以及工会组织在促进劳动法律法

规贯彻执行中发挥的作用等具体问题， 进行
了深入调研。

“当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总体
情况较好，但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公企业
中，贯彻落实劳动法律法规不到位甚至违反劳
动法律法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侵害了部分
职工的合法权益，更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
工会界委员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进一步
深入研究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中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推动各地更加重视劳动法律法规贯
彻落实，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

据了解，视察团成员中既有来自政府、工
会、企业各方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有律师委员
和一线农民工委员， 同时还邀请了劳动法领
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人社、工会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尽可能全面地听取各方意见。视察结束
后，将形成视察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一份工会界委员提案引发的全国政协大视察———

新常态下劳动法律法规仍需更好贯彻执行

政策落实 生活补助 医疗帮扶 健康关爱 节日慰问

天津市总“五位一体”服务劳模
本报讯 （记者张玺 通讯员江津）“有了工

会为我们办理的‘劳模就医卡’就可以享受绿
色通道，看病更方便了！ ”日前，在天津市滨海
新区天津港口医院，一位劳模拿着印有“天津
港工会”字样的就医卡对记者说。 这是近年来
天津市为劳模办的诸多实事之一， 也是实行
“五位一体”劳模管理服务长效机制的缩影。

天津市现有1.2万多名省部级以上劳动

模范，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因体制转轨、结构调
整、企业改制或身体健康等原因陷入困境，养
老、医疗等成为难题。 为此，天津市总工会积
极探索完善包括政策落实、生活补助、医疗帮
扶、健康关爱、节日慰问的“五位一体”劳模管
理服务长效机制。

在天津市总的积极争取和推动下， 退休
劳模医保待遇得到提高， 参保单位市级以上

退休劳模医疗统筹报销比例提高为 95% 。
2010年底， 天津市财政划拨200万元专款，建
立了市级困难劳模专项帮扶资金， 对劳模做
到“三个确保”，即确保劳模“三险”(养老、医
疗、失业)应保尽保，确保劳模退休养老金不
低于全市退休职工平均水平， 确保不让一名
劳模和一户劳模家庭生活过不下去。

在此基础上，天津市总每年投入近百万元

专款为困难企业劳模免费体检；与定点医院联
手为劳模建立健康档案，对市级以上劳模实现
了100％覆盖；每年组织企业一线劳模到北戴河
休养；市总开办劳模提升素质学历班，已有数
百名劳模取得了天津大学毕业文凭。

天津市总将农民工纳入劳模评选表彰的
范围， 到目前已有几十名农民工当选为市级
及全国劳模。 这些农民工劳模有的婚后分居
两地，有的家属随同来津打工，住房、户口、子
女入学等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 为了给这
些农民工劳模排忧解难， 在天津市总积极推
动下，市公安、房管等部门实施了为农民工劳
模配租廉租住房与入津户籍一并办理的办
法， 一次性为符合条件者解决了户籍并乔迁
新居。截至目前，在天津市工作的市级以上农
民工劳模，凡本人自愿申请落户天津的，已经
全部落实。

习近平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9日电（记者霍小

光 李建敏 骆珺）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
代雷沃钢厂。

习近平抵达时，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
总理武契奇在停车处热情迎接。 钢厂工人和
家属、当地市民数千人夹道欢迎。

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习近平
指出，中国同塞尔维亚传统友谊深厚，彼此怀
有特殊感情，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在中国改革
开放初期， 塞尔维亚人民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曾经为我们提供了难得借鉴。今天，中塞企业
携手合作，开启了两国产能合作的新篇章。这
既是对两国传统友谊的延续， 也体现了双方
深化改革、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决心。中国企
业一定会与塞方同行精诚合作。我相信，在双
方密切合作下， 斯梅代雷沃钢厂必将重现活

力，为增加当地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
进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走的既是一条独
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也是一条互利共赢、共
同繁荣之路。 中方期待同塞方继续打造更多
合作大项目，使中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塞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 河钢斯梅代
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 斯梅
代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最
终在同伟大、 友好的中国合作中找到了重新
激发活力的希望，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塞中
这一合作项目不仅将为塞尔维亚当地带来
5000个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将
为塞中更广泛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钢厂。 高大宽敞的
热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汽蒸腾，生产线上
各种轧钢锻材不时呼啸而过。 习近平不时驻

足参观产品，并登上中控室，详细询问工艺环
节，了解生产情况。

随后，习近平在塞方领导人陪同下，来到
员工食堂同工人交流互动。 习近平高度评价
中塞人民的传统友谊，勉励工人们努力开拓，
提高钢厂综合竞争力， 使钢厂合作项目早结
硕果，惠及当地人民。

斯梅代雷沃钢厂成立于1913年， 是该地
区知名的百年老厂。 今年4月，中国河钢集团
投资该厂，使其摆脱经营危机，重现活力。

参观钢厂前， 习近平抵达阿瓦拉山纪念
碑公园， 向塞尔维亚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花
圈，并在纪念簿上留言。

同日，习近平还出席了尼科利奇、武契奇
共同举行的午宴。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
动。

新华社华沙6月19日电 （记者韩梅 孟
娜）当地时间6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
华沙，开始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波兰领空
时，波兰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当地时间下午
5时25分许 ， 专机抵达华沙奥肯切军用机
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波兰外
交部长瓦什奇科夫斯基、 总统府办公厅主
任杜尔斯卡等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礼兵分
列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向波兰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
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波建交67年来，始终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近年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各领域交流蓬勃开展， 并在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中欧关系框架内开展良好合作。中方重视
同波兰的关系，希望巩固两国传统友谊，扩大各
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波关系迈上新台阶。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塞尔维亚国事访问后

抵达波兰的。离开塞尔维亚时，塞尔维亚总统
尼科利奇和夫人德拉吉察、 总理武契奇等到
机场送行。

波兰是习近平此次出访的第二站。 习近
平还将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当地时间6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
华沙，开始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开始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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