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18年11月9日
首席编辑 王松 邮箱 13623700788@163.com

日前，在庆祝第19个中国记者节、河南省“好记者
讲好故事”现场，13位新闻工作者分享完自己采访中的
故事和感悟后，在场的一位省委领导情不自禁地走到
台上，讲述了自己的两则小故事——

走访基层，聆听一家三代石油工人几十年如一日
在我国海拔最高的油田坚守如初、奋斗不止的故事；自
己返家探望八旬父母，一进门得知玉树地震，刚出锅的
包子，吃一个、揣上俩，赶往机场、奔赴灾区。

生动的细节、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听
众，引发了共鸣。

故事比逻辑更有说服力。讲好故事，不仅是新闻
媒体的任务，也是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本
领。平实的语言里往往蕴含最深刻的道理，生动的讲
述最能引发情感共鸣，好的故事最能荡涤心灵、最能催
人奋进，而这正是群众最想听到的。

近些年来，不少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好故事的
魅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开始用生动的讲述传递声
音、思想和情感。但也有个别干部，习惯讲话发言堆砌
空洞说教，开口就是大道理，有激情没真情、喊口号不
走心。空话讲多了就会蚕食真情实感。台上夸夸其

谈、张口便是“八股文”，台下难免避实就虚、缺乏担
当。不会讲故事，说穿了是因为不会听故事甚至听不
到故事。个别领导干部精于纸上调研、文件考察，离群
众却越来越远，入耳入眼的是苍白口号和冰冷数字，心
里自然就存不下什么故事，久而久之对火热生活的感
受力也就日渐淡漠，说出的话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又如
何去感染别人？

讲好故事表面上是表达能力的体现，是话语体系
的转换，但本质上是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的转变。要
讲好故事，就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放下身段、“不端不
装”，用一颗真心对待工作，用一份真情面对群众。深
入基层才能听到好故事，和群众交心才能讲出好故事，
会讲故事才能将“高大上”的理念转化为老百姓听得
懂、听得进的家常话，让党的方针飞到田间地头、灶台
炕头，印在群众心里，转化为凝聚力、向心力。

一段好故事，能引起共鸣和回味；一段好故事，能激
荡起初心与干劲。在新时代的中国，到处都是生动感人
的好故事，领导干部也应该有一双发现好故事的眼睛，有
一份讲好故事的真情，以事说理、以情感人，用更多精彩
的中国故事，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领导干部也要学会讲好故事
□刘雅鸣 宋晓东 经国务院同意，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日前联合

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8日上午，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对该行动计划方案
进行了解读。方案明确提出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到 2020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
长。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年，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方面，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
的地区，要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中
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实现 90%
左右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在养殖业污染治理方
面，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要在 75%以上；在种植业
污染防控方面，要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全国主
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化肥、农药利用
率要在40%以上。

下一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要着力推进水产污染防
治和水生态保护，要推进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
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逐步实现长江
干流和重要支流全面禁捕，在通江湖泊和其他重要水域实
行限额捕捞制度，修复沿江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据《北京晚报》

京九新语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
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
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
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
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 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
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
结果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视力

不良率高达 45.71%、74.36%、83.28%、86.36%。估计目
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近视率排在东亚和东南
亚国家前列。“不仅如此，我国未成年人近视越来越呈低
龄化趋势，而且农村学生近视率快速上升，已开始超过城
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
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
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
况进行抽测复核。“每个省抽测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
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
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
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
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据《人民日报》

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或超1亿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
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予以问责

2020年主要农作物
化肥农药使用负增长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低速
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加强
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

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度低，续驶里程短，电
池、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货的
三轮、四轮电动机动车，包括老年代步车等。

近年来，我国低速电动车生产和市场规模无序扩
张，生产企业数量已超过百家，产销规模已超过百万
辆。低速电动车的无序生产和使用给社会带来了一系
列问题。多数低速电动车产品不符合现行机动车安全
技术标准要求，生产企业不具备机动车生产资质，车辆
无牌无证无保险上路通行，严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给道路交通安全和通行秩序带来严重影
响。据相关部门 2017年统计，近 5年全国发生低速电
动车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
伤，由低速电动车引发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增
长，近3年年均分别增长23.3%和30.9%。

为此，越来越多的交通参与者呼吁从源头上加强
低速电动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监管，维护消费者权益和
公共交通秩序，处理好交通安全与方便出行的关系，加
大对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此类车辆的整治力度，减少
安全隐患。

《通知》明确要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开展低速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清理整顿。分
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摸清低速电动车生产企
业的基本情况，为后续阶段的工作开展打好基础。第
二阶段，对于在前一阶段摸底调查中发现的借用《公
告》许可，或特种车辆生产许可名义超范围生产销售低
速电动车产品的企业，要进行整改，无营业执照的，要
依法予以取缔查封。第三阶段，省级人民政府要制订
本区域低速电动车产能压减淘汰转型调整方案，制订
实施本地区清理整顿专项计划，相关政策发布后，依法
采取综合措施清理不达标生产企业和产品。

二是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要求各地人民政
府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机动车辆生产销售相关法律法
规，停止制定发布鼓励低速电动车发展相关政策，停止
制定发布低速电动车准入条件，停止核准或备案低速
电动车投资项目，停止新建低速电动车企业、扩建生产
厂房等基建项目，停止新增低速电动车车型；已制定发
布相关政策的地区，应立即停止执行，正在建设的项目
要立即纠正，确保低速电动车产能不增长。

三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
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在用低速电动车处置办法，研究
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
方式加速淘汰违规低速电动车在用产品。相关部门要
加快研究制定后续相关政策措施，并建立部际联动、部
地联动和联合督导机制，制定考核评估办法，对落实要
求成效显著的地区和部门予以表彰，对工作不力的予
以通报批评，对不作为的追责问责。据新华网

六部门联合清理整顿
低速电动车
六个“停止”严禁新增产能

新华社郑州11月8日电 针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等
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近日联
合下发通知，要求今年12月31日前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
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
驶员合规化。

据介绍，今年年底前，河南将持续组织对本地运营的
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开展安
全检查。河南省交通、公安部门要求，相关平台公司运用
技术手段，保证线上注册的车辆和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
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一致，并且定期随机抽查线下运
营车辆及驾驶员，防止“修牌改号”“冒名顶替”等问题。

此外，企业还须健全完善投诉报警和快速反应机
制。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在
APP启动首页要设置安全提示界面，在APP显著位置设置

“一键报警”。同时设置专门的24小时运转的安全管理和
应急处置团队，在接到预警后第一时间甄别处置，视情况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河南也将加大对非法营运行为的
处罚力度，发现问题限期整改不到位的平台企业将被责令
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

11月7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出通知，
全省调整2018年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增发待遇12
月底前发放到位。

通知要求，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决定对伤残津
贴等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调整，本次工伤待遇调整覆盖本
省行政区域内 2017年 12月 31日前开始享受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伤人员或因工死亡人
员供养亲属。

此次待遇调整坚持继续向待遇水平较低人员倾斜
的原则，根据伤残等级、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不同情况，确
定每人每月增加金额。其中，伤残津贴调整标准为：伤
残一级205元；伤残二级195元；伤残三级185元；伤残四
级 175元；伤残五级 165元；伤残六级 155元。供养亲属
抚恤金实行定额调整，调整额度为 80元，孤寡老人或孤
儿为 100元。1996年 9月 30日前发生的工伤，伤残津贴
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另行
增加10元。

省人社厅明确规定，此次待遇水平调整自 2018年 1
月1日起执行。调整所需费用，由现发放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资金渠道支付。伤残程度为
五级和六级且用人单位难以安排工作，由用人单位按月
发给伤残津贴的，调整费用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
伤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包括按退休人员安置），并按养
老保险政策调整养老金的，不执行本通知关于伤残津贴
的调整规定。对1~4级老工伤人员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条件而由工伤保险基金全额补差的，不执行本通
知关于伤残津贴的调整，按2018年度省直基本养老保险
调整办法执行。

按照计划，全省 2018年 12月底前将增加的待遇发
到相关人员手中。据《郑州日报》

我省工伤保险待遇上调
年底前增发待遇发放到位

河南全面清退不符条件的
网约车和驾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