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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维砚

日前，人社部印发《推进技工院校工学一

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方案》，促进高素

质技能人才培养。

方案提出，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百千

万”目标：建设 100 个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专

业，1000 所技工院校参与实施工学一体化培

养模式，培训 1万名工学一体化教师。

为何要推进工学一体化教改？“百千万”

目标如何实现？如何发挥专家智库作用？人

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为何推进工学一体化教改？

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依

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技能人才培养标准，

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将工作过程和

学习过程融为一体，培育德技并修、技艺精湛

的技能劳动者和能工巧匠的人才培养方式。

“技工教育本质是就业教育，其最显著特征

就是职业性，最好的培养模式就是‘在工作中学

习、在学习中工作’。”该负责人表示，推进工学

一体化，就是要实现从知识灌输向能力培养转

变、从课堂教学向生产教学转变、从书本教学向

实践教学转变，从而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记者梳理发现，自 2019年人社部发布“最

缺工”100个职业排行以来，制造业职业占比一

直居高不下。2021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100
个“最缺工”职业中，有 43个是生产制造业。

该负责人表示，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正

是为了应对目前技能人才总量短缺、结构失

衡、就业结构性矛盾尖锐的现实情况，加快培

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009 年起，人社部开始通过分批试点方

式逐步推进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2010
年、2012 年、2016 年，通过 3批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专业 31个、试点院校 191所。

“一体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更契合企

业实际岗位工作要求，教学方法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和用人

单位满意度。”该负责人介绍说，经过 10 余年

的发展，一体化课改理念得到了企业、学校和

学生的认同。 （下转第 3版）

校企合作、发挥专家智库作用，人社部推进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

100个专业、1000所院校、1万名教师，如何实现？

本报北京 4月 7日电（记

者郑莉）全国总工会、应急管理

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

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继续开展 2022-2023 年度“安

康杯”竞赛活动，致力于发挥广

大职工群众在安全生产和职业

病防治工作中的监督作用，督

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持续改善作业场所安全卫

生状况，不断提高职工安全健

康意识和安全技能，有效防范

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全国

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据了 解 ，2022-2023 年 度

“安康杯”竞赛活动以“排查整

治安全隐患、共促安全健康发

展”为主题，参赛范围为各类

生产经营单位，其中，城镇燃

气、矿山、建筑、交通运输、石

油化工、电力等传统高危行业

是重点领域，并把一线职工、

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作为重点对象，推动实现

参赛单位生产安全事故、伤亡

人数和职业病“零”发生。

此次“安康杯”竞赛活动

面 向 基 层 一 线 、紧 贴 职 工 群

众，将通过组织工会法、安全

生产法知识竞赛答题及安全

健康文化宣传活动，动员广大

职工立足岗位排查身边隐患、

立足企业消除隐患，督促生产

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提高

本质安全管理水平和职业病

防治能力等方式，并把竞赛活

动与“安全生产月”、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活动等结合起来，

积极营造安全生产和职业病

防治的良好氛围，切实提升竞

赛的质量和效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悉，全国“安康杯”竞赛组委会将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的

要求，在今年对 2020-2021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先进

集体和优秀个人进行评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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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信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总结党长期

以来领导和开展信访工作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信

访工作制度改革成果，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

领导，理顺信访工作体制机制，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

遵循。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原则

和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信访工作责任

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要做好《条例》实施和国务院《信访条例》按法定程序

废止前的相关工作衔接，确保顺畅平稳过渡。要做好《条

例》的学习培训、宣传解读和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在全社

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环境。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信访部门要牢记职责使

命，坚持人民至上，强化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提高

工作能力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

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信访工作条例》

本报上海4月7日电（记者裴龙翔）记者

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市正在全力以赴做好 2500 万人

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工作，打通配送的“最后一

公里”“最后一百米”，保障千家万户在居家期

间的生活质量。

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

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在各保供

机构共同努力下，目前上海市米面粮油肉的

储存储备比较充足。同时，上海已锁定备足

市外蔬菜、猪肉等货源，随时可以调运到上

海。因为疫情防控，在商超、菜场还无法正常

营业的背景下，电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也明

显下降，导致“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矛

盾突出。

针对采配效率不高的问题，上海将坚持

以“集采集配、平价套餐”作为保供的主要方

式，对接超市卖场、电商平台、团餐配送等各

类保供企业，积极组织货源，扩大备货规模，

推出保供套餐，最大限度地覆盖市民的基本

需求。以“居民下单、商超配单、志愿者送单”

的形式，通过居委会、社区物业、业委会，汇总

居民订货需求，全力保障市民生活需要。

针对生活物资供应节点网点缺乏的问

题，上海将建立保供“白名单”，将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批发市场、配送中心、电商大

仓、中央厨房等网点解封出来。在封控区和

管控区，结合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周边配

置必要的生鲜食品店、超市、药店、电商前置

仓，关门不停业，线上下单，线下理货，集订集

送。在防范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有限

允许商业网点恢复经营，合理配置网点点位、

合理安排开店数量、合理确定上岗人数。

针对保供人力运力不足的问题，上海将

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

实新的保供人员。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

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回

到保供岗位。统筹邮政快递、顺丰等物流资

源，对接电商平台，补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区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同时每个社区也

将发挥志愿者力量建立专门配送队伍，做好

“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

上海全力以赴做好生活物资供应

本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自

2022年 4月 9日起施行。

《解释》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涉及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等罪名。以往司

法解释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

规定，实践反映存在不能完全适应案件复杂情况的问题。鉴

此，《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

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以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要求。

《解释》全链条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当前，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形成“捕捞/猎捕-收购-贩卖”的利益链

条。司法实践中，不仅要惩治前端的非法捕捞、猎捕环节，也

要惩治后续的销赃环节。基于此，《解释》明确，收购、贩卖非

法捕捞的水产品或者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定罪处罚。还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以食

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犯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

全链条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这是4月7日在南京动车段南京南动车运用所拍摄的动
车组列车。

4月8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
统筹考虑铁路新线投用和客货列车开行结构调整，精准配置
运力资源，服务经济平稳运行。 新华社发（杜懿摄）

全国铁路4月8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4月 7日，三峡水库正在向长江中下游生
态补水，助力春耕、春播生产及工业用水。

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介绍：一季度以来，
三峡工程运行情况良好，航运、水资源利用等
综合效益有效发挥。三峡水库来水偏丰，累
计来水 538 亿立方米，较建库以来均值偏多
28.3%；持续为长江中下游加大补水，累计补
水 78天，补水总量 48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
长江中下游地区春耕以及工业生产和生活用
水难题。

三峡枢纽通航保持安全有序畅通。三峡
船闸安全运行 2166闸次，过船 8528艘次，过
闸货运量 3145.19 万吨；三峡升船机累计安
全运行1108厢次，过船1110艘次，过机货运
量118.19万吨。航运效益充分发挥。

黄善军 摄/人民图片

三峡水库为长江
中下游生态补水

人民日报记者

初春时节，矗立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

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像往常一样，迎来奔跑

健身的人群，涌动着春日里的勃勃生机。冬

奥盛会载入史册，“双奥之城”的荣光，已融入

这座城市的日常。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个缩影”。在百年的

时间维度上，一个民族的奋进之路，总是由一

些令人瞩目的时刻标注。2015 年，当北京携

手张家口赢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时，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奥运会“交给了放心的

人”。当“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

林匹克新格言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

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彼此呼应，凝聚起和平、

友谊、进步的力量，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巴赫在冬奥会闭

幕式上由衷赞叹：“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

冬奥会”。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成功举办冬奥盛

会，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

的国家形象。3 月 5 日下午，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为北京冬奥会点赞：“很给力，很多方面要载

入史册”。

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一朵雪花”“微

火火炬”，到闭幕式的“折柳相送”“光影留

声”，世界看到了新时代中国的自信从容；中

国选手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创造了历

史最好成绩，为祖国和人民带来自豪光荣；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国

际社会盛赞：“中国人民出色地搭建了安全的

奥运舞台”……

体育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识，是民族凝

聚力的一个象征。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时，习近平总书记以船妙喻：“世界各国与其

在 190 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

同拥有更美好未来”；谋划冬奥这盘棋，总书

记眼光深远：“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成功带

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了区域发展、生

态建设、绿色创新、人民生活改善，为全球冰

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座奥林匹克奖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这是中国人民的成功。”

3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复信巴赫时强调，

中国人民是我们筹办北京冬奥会的力量源

泉。通过北京冬奥会，中国 3亿多人参与冰雪

运动，为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民福祉注入新

动力，也为全球冰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

阔的前景。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让筹办成果广泛

惠及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北京

冬奥会申办、筹办到举办，全程落地生根。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通过筹办冬奥，不仅把冰雪运动的

竞技水平追上去了，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也追

上去了，体育运动的质和量都提高了。”

今年 1 月，元旦后上班第一天，在北京卢

沟桥附近的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习近

平总书记驻足细览“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成果展”。曾经，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

今，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从关外走向全

国，从冬季走向四季。“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目标的实现，为青少年强健体魄打下坚

实基础，为全民健身运动注入强劲活力……

（下转第 3版）

共同的梦想 共同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成功举办冬奥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