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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6日下午，历
史廉政文化教育片《兴衰之鉴》在
市行政中心播放。广大党员干部
观看了影片。

该片由省委宣传部、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
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摄
制，河南影视集团投资出品、国内
顶级创作拍摄团队精心打造。

影片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朝代
兴衰更迭为线索，以“廉则兴，腐
致衰”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
中探寻廉政文化的力量，为盛世
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是加强党
员干部廉政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
的生动教材。该片以《永远的焦
裕禄》主创团队为主，多位著名编

剧参与剧本创作，拍摄耗时 4个
月之久，北至北京，南至海南，纵
横几千公里，跨越豫、鲁、闽、浙、
琼等十几个省份进行了实景拍
摄。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
案资料馆、中央电视台、科教电影
制片厂、陕西博物馆、省图书馆等
单位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影像
资料。影片后期制作团队更历时
一年，耗费巨资，构建了唐朝明
堂、宋明两代都城的 3D 效果模
型，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兴衰之鉴》作为党的十九大
献礼影片，于6月9日在省人民会
堂举行观影仪式，先后在周口、焦
作、南阳等地上映，引起强烈反
响。晚报记者 刁志远

实习生 吕天娇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
执法队伍建设，着力提升环境执
法水平，按照《商丘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开展 2017年商丘市环境执
法大练兵的通知》要求，县环保局

“四轮驱动”持续开展“亮剑”环境
执法大练兵活动。

健全组织。为加强环境执法
大练兵的组织领导，宁陵县环境
保护局成立了由局长乔茂勤任组
长的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
组，负责研究决定指导大练兵活
动重大事项，统筹推进大练兵活
动开展。明确目的。扎实推进全
县“四型”环保队伍建设；树立一
批执法监管先进榜样，调动基层

执法监管人员积极性；对辖区内
企业开展清查，严厉打击环境污
染违法行为。制度先行。县环境
保护局召开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
部署会议，制定了《环保执法大练
兵工作制度》。通过制度来有效
规范执法行为。多管齐下。加大
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县环境保护
局环境监察大队四个中队按照工
作职责，对县境内涉气、涉水企业
进行全面检查；对纳入双随机管
理企业进行企业、执法人员双随
机抽查，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共
检查企业 50家，查处各类环境违
法案件 15 起，其中立案处罚 6
起。通讯员 夏金明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确保校园安全稳
定，近日，睢县尤吉屯小学邀请
该县消防大队官兵到校，为师生
开展了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消防官兵一对一向学生传授

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手把手的
教会了学生火灾逃生的本领，给
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消防安
全教育课，良好的教育效果受到
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刘春玲

我市组织观看
廉政文化教育片《兴衰之鉴》

宁陵县环保局“四轮驱动”
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睢县尤吉屯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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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近日印发《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规定将“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
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联合
惩戒。这意味着我国将首次从国
家层面多部门联动治理欠薪，推动
社会诚信建设。

“锲而不舍解决好农民工工资
拖欠问题，决不允许他们的辛勤付
出得不到应有回报。”近年来，国家
高度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联合督
察、综合执法、法律惩戒重拳频出，
有效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是也
要看到，哪儿痛治哪儿、一地一部
门式的监督执法局限性强、震慑力
有限，欠薪违法行为容易陷入“春
风吹又生”的怪圈。

治理欠薪牵一发而动全身，新
规明确多部门对拖欠工资“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
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
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
制，以“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倒逼
企业依法履行义务。

强化多部门联动机制，抓住了
问题的根本。落实欠薪发生地政
府的属地责任和人社部门监管责
任，有助于互相监督，防止部门间
相互推诿；“黑名单”资源共享，有
利于形成跨地区的治理联席机制，
防止“东边治理西边冒头”；经济部
门参与联动，提高资金门槛竖起审
核栅栏，将对相关企业形成强大震
慑。

农民工的辛勤付出能否得到
应有回报，不仅关系到我国2.82亿
农民工的个人收入，关系到其家庭
生计。从行政处罚到欠薪入罪，再
到多部门联动惩戒，针对恶意欠薪
行为的制度铁笼不断扎紧，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始终把百姓的冷暖疾苦
放在心上。

解决问题不能止于信息共享，
多部门联动不能联而不动。这就
要求相关各部门必须切实贯彻落
实“黑名单”制度，全国一盘棋，一
把尺子量到底，在执法标准上不分
地域、不搞例外、不搞下不为例。
只有保持政策刚性，才能让公平的
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增强每一个
普通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目
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近七成，全年
粮食生产大局已定。农业部 16日
发布消息，初步预计，在今年继续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情况下，粮食
产量保持在 12000亿斤以上，又是
一个丰收年。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粮食生产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一工作主线，以绿色发
展为导向，呈现出“三新”的好态
势：

——结构调“优”有新进展。
在稳定口粮品种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拓展高效供
给，市场紧缺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
面积占27.5%，比上年提高2.8个百
分点；优质稻、加工专用稻面积比
例达到80%以上。

——生产调“绿”有新进展。
布局加快优化，华北地下水超采
区、西南小麦条锈病菌源区、江淮
赤霉病易发区调减小麦面积500多
万亩；推广小麦节水品种面积4000
万亩。轮作休耕稳步推进，实施玉
米大豆轮作1000万亩、比上年增加
500万亩；河北地下水漏斗区、湖南
重金属污染区、西南西北生态严重

退化地区，实施休耕200万亩、比上
年增加 84万亩。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深入推进。

——产业调“顺”有新进展。
农牧结合加快粮改饲，扩种青贮玉
米、优质饲草等作物。订单生产促
进产销衔接，发展“龙头企业＋农
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及

“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的订
单生产，全国粮食作物订单面积
4.2亿亩、增加 5000多万亩。稻田
综合种养保粮增收，稻田综合种养
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比上年增加
200万亩。

超12000亿斤！
今年我国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
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
意见》。意见规定，律师调解在北
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
11个省市开展试点。

律师调解是由律师、依法成立
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
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
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
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开展律师调
解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创新性举

措，有利于及时化解民商事纠纷，有
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节
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意见规定了律师调解的四种
工作模式：一是在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
的人民法庭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
二是在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
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专门的律
师调解工作室；三是在律师协会设
立律师调解中心；四是鼓励和支持
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
作室。

意见表示，律师调解可以受理
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
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关
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
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

同时，意见还就建立健全律师
调解工作资质管理制度、完善律师
调解与诉讼对接机制、以及建立科
学的经费保障机制作出了具体安
排。

据悉，11个试点省市可以在全
省市或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
作。

新华社长沙10月16日电 水
稻长得比人高、亩产 800千克以上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 16日正式发布一种水稻新
种质，株高可达 2.2米，具有高产、
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
被认为开启了水稻研制的一扇新
门。

在湖南长沙郊区的试验田里，
记者看到，这种“巨型稻”株高普遍
在 1.8 米以上，株形高大，集散适
中，叶挺色深。亚热带生态所研究
员夏新界介绍，这种“巨型稻”光合
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
稻品种高出50%，平均有效分蘖40

个，单穂最高实粒数达500多粒，单
季产量可超过800千克/亩。

此外，“巨型稻”茎秆粗壮，直
径可达 18.5毫米，叶片蜡质和角质
层厚，具有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
涝等特点。夏新界说，“巨型稻”是
在现有优异种源的基础上，运用突
变体诱导、野生稻远缘杂交、分子
标记定向选育等一系列育种新技
术，获得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水稻新种质材料。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新种质材
料，具有很高的生物量，未来还需
要努力提高收获指数。”著名水稻
专家袁隆平院士在“巨型稻”试验

田现场说。
据了解，作物的产量取决

于生物量和收获指数两大性状，前
者为作物的总量，后者为籽粒、果
实等所占比例。经过前两次绿色
革命以及近年的不断挖掘，现有水
稻种质的生物量和收获指数都已
接近上限，选育超大生物量水稻新
种质成为水稻育种的主流方向。

亚热带生态所所长吴金水表
示，“巨型稻”株形高大、稀植、生育
期长、叶茂且冠层高、淹水深度大
等，还可为蛙、鱼和泥鳅等稻田养
殖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具有
适宜种-养结合的优势。

新华社郑州10月 16日电
受 8月底以来连续的秋季阴雨天
气影响，河南秋收秋播进展受到
一定影响。近日，河南省召开会
议研判全省农业生产形势，要求
各地克服不利气象条件，抢收抢
种，积极开展秋收秋播。

自 8月底以来，河南呈现“华
西秋雨”的特征和趋势，阴雨天数
和降雨量都异常偏多。据河南省
气象局的数据，自8月28日开始，
河南全省平均降水日数已持续25
天以上，预计未来仍将持续。

最长阴雨天气目前已对河
南秋收秋播产生影响。9 月上
旬阴雨天气造成作物成熟延
迟，9月下旬以来阴雨天气严重
影响秋收秋种进度，其中秋收

工作普遍偏晚 7 天以上。麦播
也较往年推迟，往年 10 月 11 日
前全省小麦播种面积在 1500万
亩至 2500 万亩之间，今年仅为
578万亩。

为了应对不利气象，河南省
要求各地抢收抢种，积极开展秋
收秋播。秋收方面，河南省要求
利用降雨间隙抢收抢晒，或利用
烘干设备对已收货作物进行烘干
处理。同时，对有积水的地块，及
时排水抢收，或组织履带式收割
机进行作业。

秋播方面，在加大农机灭茬、
整理土地力度的同时，河南省已
组织 18个专家指导组，奔赴全省
18个省辖市和 10个直管县进行
技术指导。

最长阴雨“扰”农
河南要求抢收抢种应对

我国在11个省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

多方联动有利治理欠薪
□杨柳

“巨型稻”2.2米高
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