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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晚，农民工王岗林（右一）与乡亲们一起在郑州火车站等车。

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科技·健康

□

新华社记者姜琳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抓突出问题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要以
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
破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确保社会
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这既是适应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 亦是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长远之策；是
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一项
重要要求。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
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
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
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

这些任务既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又
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呈现交织互
动、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在全
面认识、统筹兼顾中抓住重点环节，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才能解决好
现实中的突出问题， 有效提高社会
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是社

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是实际工作
中不足方面的集中反映。之所以“突
出”，是因为相比其他种种问题，它更
能揭示现实矛盾的要害所在，更代表
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无论是社会管
理体制机制方面有待完善，还是工作
方式方法的不适应，抑或管理观念滞
后、服务意识不强，导致群众对社会
管理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意，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政府转变职能，

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障碍。

抓住突出问题， 提升社会管理

科学化水平， 必须坚持思想上尊重
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
群众， 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
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和服务。 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群众呼
声，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积极回
应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是准确把握、有效解决社会管
理中突出问题的重要前提。 在社会
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围绕人
的需求来做工作办实事， 面对各种

矛盾和难题， 就不愁找不到破解的
办法、根治的良方。

既然是突出问题， 其产生和发
展往往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多种因素
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解决起来难
度肯定不小。能否敢于直面、善于解
决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是对管理
者胆识、 智慧和执行能力的综合检
验。 只有在主观上克服畏难情绪、直
面难题，客观上积极作为、善于作为，

把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难题当作改
进工作的要求和动力，把解决社会管
理中的突出问题作为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的突破口，才能不断提高社会
管理科学化水平， 促进社会和谐，为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创造更
加良好的社会条件。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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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驾校是我市唯一具有
一级资质、 唯一获得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的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同时也是唯一具有三种定点培训
资质的驾校。

学校场地规范，设施齐全，师
资力量雄厚，车型齐备，车辆充足。

配有汽车模拟机、整车模型、汽车
原理电教板，为学员的理论、实践
提供可靠保障。

●

市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定
点培训

●

市交警支队指定的增驾
A1

、

A2

、

A3

、

B1

驾驶员定点培训
●

市扶贫办劳动力转移、驾
驶技能定点培训

地址：信阳市南京路金三角
（市运管局车辆检测中心院内，市
交警支队西

500

米）

报名电话：

6531177

学车哪里好？ 首选市驾校

信阳市驾校：驾驶员培训学习的摇篮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销
员不慎遗失下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格证书》，特声明作废。名单如下：

姓名： 刘春梅， 身份证号：

411523197612053148

； 资格证书号：

20080441150009000373

。

声 明

兹有刘新玉的土地坐落于信阳
市平桥区团结路啤酒集团公司家属
院
1

号楼
110

室， 其土地使用证（证
号：信市国用

[2004]31505

，面积：

16.74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声 明

兹有刘新玉的房屋坐落于信阳市

平桥区团结路， 面积为
49.02

平方米，

结构为混合， 其房屋产权证（证号：

105613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教育部
大力整顿“占坑班”“择校费”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记者
刘奕湛吴晶）记者

23

日在教育
部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教育
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表
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解决择校
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要大力整顿
“占坑班”、“择校费”等问题。

王定华表示， 解决义务教育
阶段择校问题， 从根本上必须大
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造
薄弱学校， 消除校际教育质量的
差距。通过推进均衡发展，在很多
地方已经看到明显的成效， 缓解
了义务教育的择校问题。 但是在
一些大中城市， 这仍然是一个痼
疾顽症，还需要加大工作的力度。

把办班与招生联系起来， 举办所
谓的“占坑班”，作为选择生源的

一个途径，是不允许的，是目前需
要大力整顿的。

王定华说，要明确学校禁止收
取择校费，把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与
收费完全脱钩，切断学校收取择校
生与获得经济利益的联系。对于有
些地方出现择校高收费的问题，这
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一直反对的，

是当前要着力先解决的问题，要淡
化一些学校因为招收择校生获取
经济利益的驱动性。

同时， 治理择校收费并不意
味着也要停止捐资助学，教育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等一直鼓励社会
团体、公民个人捐资助学，这也是
中华民族的良好风尚， 现在要反
对的是把捐资助学与择校直接挂
起钩来的错误做法。

广州市首“晒”人大会议出勤

请假缺席人员全曝光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叶前）

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
处
21

日晚间公布了当天应与会的
全部人大代表和列席人员的出勤
情况， 并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公
布， 这是中国地方两会首次公开
“晒”人大代表会议出勤情况。

大会秘书处的考勤通报单显
示，

21

日上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应出席代表
505

人，实际出席代表
494

人，因公务活动请假代表
5

人，

因故请假代表
2

人，缺席代表
4

人。

应依法列席人员共
125

人，实际到
会
121

人，因公务活动请假
2

人，因
故请假

1

人，缺席
1

人。

7

名请假的代表多为公务员。

其中，因公务请假的包括广州市副
市长许瑞生、广州市委办公厅副主
任陈家成、 广州天河区区长徐汉
添、奥运击剑冠军董兆致、东风日
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任勇；而因

故请假的是广州市副市长贡儿珍、

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李萍萍。

缺席的
4

名代表则全部是“企
业老总”： 广州

AEC

集团董事长练
卫飞、广东科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云香、 广州

JFE

钢板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陈贵江、广州市锦兴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锦南。

大会还通报了当天下午分组
会议的出勤情况。因公务活动请假
的代表

11

人，因故请假
2

人，缺席
3

人。应依法列席人员中因公务活动
请假

7

人，因故请假
1

人，缺席
2

人。

实际上， 在去年
8

月通过的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确保常
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 就对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会议考勤制度
作出了规范。《意见》 除了明确出
勤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还
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年内
无故缺席三次，或会被劝辞。

美研究显示社交活动有助老人维持自理能力

据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22

日电
（记者高原）美国一项最新研究
成果显示， 经常参加社交活动有助
于人在年老时维持生活自理能力。

美国芝加哥拉什大学的研究
人员对

954

名成年人进行了长期
跟踪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 经常参加社
交活动的老人更容易保持生活自
理能力。 与较少参与社交的人相
比， 社交活跃的老人在进食、洗

澡、 穿衣或上厕所等事务方面保
持自理能力的几率要高出一倍；

在打电话、 做饭以及自行吃药等
日常活动方面保持自理能力的几
率则高出

50％

。 目前被调查对象
平均年龄

82

岁。

研究人员说， 社交活动可增
强神经系统和骨骼功能， 从而起
到防止体能衰退的作用， 这可能
是防止老年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月
23

日，河南省宜阳县丁沟村的村民正在抽水浇地。

面临
50

年一遇的严重旱情，河南省西部山区的各县市，因时、因
地、因苗落实抗旱春管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修建各种抗旱设施，动用
各种灌溉设备，尽可能多的增加山区抗旱水源，给麦田抢浇“返青
水”，确保春耕生产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工人们在货场上摆放制成的机井井管（

2

月
22

日摄）。

2

月
22

日， 河南省伊川县鸣皋镇的一家专门制作抽水机井
井管的企业内，呈现出繁忙的生产景象。久旱无雨造成麦田受
灾严重，当地许多山区乡镇都正在积极寻找水源，打机井，一时
机井井管畅销。厂家介绍，职工们正加班加点，全力生产，为抗
旱服务。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渡槽泄漏的水将下方的麦田变成了“泽国”（

2

月
22

日摄）。

眼下， 河南省各地广大农村正在利用一切抗旱水源浇麦保苗。

而记者在嵩县田湖镇铺沟村境内却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 一道道
“飞瀑”从一座大型引水渡槽的裂缝处倾泻而下，渡槽下方的大片麦
田被积水淹没。大旱之年却遭遇“大涝”，当地村民既痛心，又无奈。

据了解，这座大型引水渡槽叫伊河渡槽，全长
1323

米，最高处
41

米，是迄今河南省境内最大的引水渡槽。工程
1976

年开工，几经周折
后于

1994

年竣工。这几年，由于缺乏管理维护，渡槽多个连接处开裂，

遇到水库放水经过渡槽时，大量水源从裂缝漏出，被白白浪费的同时
还殃及下方的麦田。 当地村民盼望水利部门早点对渡槽进行彻底维
修，管好、用好山区珍贵的水资源。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河南引黄灌区日“饮”黄河水2300万立方米

新华社郑州
2

月
23

日电（记者
张兴军）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
河务局获悉，截至目前，黄河河南干
流段引黄流量已超

260

立方米每秒，

沿黄
37

座引黄口门陆续开启，日引黄
河水

2300

万立方米，对缓解河南沿黄
旱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针对当前持续发展的旱情， 河南
河务局在对濮阳市抗旱浇麦工作进行
全面督导的同时，协调处理引黄供水、

防凌安全和防断流的关系， 精心调度
黄河水，全力保障河南引黄抗旱用水。

自
2

月
10

日起，黄河水利委员会已
连续三次加大小浪底及西霞院水库下
泄流量， 由

2

月
10

日的
300

立方米每秒
加大到了

900

立方米每秒，为河南引黄
灌区引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充分利
用这一有利条件， 河南河务局及时指
导和督促地方政府、 灌区管理单位进
行渠道清淤，并在认真落实《

2011

年河

南黄河引黄工程“防淤减淤” 实施方
案》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水利冬修，千
方百计提高引水口门引水能力， 驻豫
部队也相继增援新乡红旗闸大功灌
区、焦作驾部闸、开封黑岗口闸等地的
引黄清淤工作，成效显著。

据统计， 自
2010

年
10

月
10

日以
来，河南沿黄引水总量达

6.95

亿立方
米，累计灌溉和补源

587.1

万亩次。未
来，随着气温大幅回升，河南抗旱浇
麦将进入关键期，河南河务局将按照
黄河防总、 河南省防指的有关部署，

继续密切关注旱情发展，统筹河南黄
河水资源， 加强科学调度与实时调
度，全力支援河南引黄抗旱工作。

郑州火车站：

直击农民工的春运“流水线”

新华社郑州
2

月
22

日电（记者
李亚楠）农历正月二十，晚上

7

点
30

分，夜幕刚刚降临，郑州火车站的每
一次广播，都召唤着一批批来自农村
的务工者，他们扛着大包小包，踏上
通往城市的列车，走向一个个建筑工
地和一条条流水线，推动中国经济列
车前行，也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郑州火车站前广场， 不少外出农
民工正三五成群围坐在自己的行李
旁，或打牌，或闲聊，或拨弄手机，等候
着将要把自己带向远方的那趟列车。

高斗，

43

岁， 一行
9

人， 年龄相
仿，均来自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他
们此行的终点是千里之外的福建南
平市浦城县，期间，他们需要先到南
昌，再转车到上饶，最后，再搭乘小
汽车到达目的地。

“去那里修桥，钢筋工，干一天
100

块，管吃管住。”

43

岁的高斗去年
7

月才第一次外出打工，半年挣了一万
五。“家里没钱了，两个小孩，一个上
初一，一个高中毕业后，去深圳打工
了，老人身体不好，老婆在家照看。”

高斗的活一年结一次账， 平时
有需要，可先向公司借。他说，现在
不怎么怕拖欠工资了，去年，几个工
友没到年终先走了， 工钱后来就通
过银行卡打了过去。“怕是不怕，但

也不是太好要，得费点功夫，希望今
年工钱能发得顺利点， 还想以后能
找个更好点的活， 一天工作不超过
10

个小时。”

不远处，

33

岁的郭海亮也希望能
找个轻松点的活。去年，他在无锡的
红豆工业园造轮胎。“负责最后一道
工序， 将半成品的轮胎放到模具里，

经过高温，制成成品，上班时每天要
工作

12

个小时，能做八九十个轮胎。”

郭海亮来自山西晋城陵川县西
河底镇积善村，

7

岁的孩子在老家读
小学，此次他的目的地还是无锡。“活
到了那边再找， 希望能找个

3000

元

左右，工作强度不是很大的活。”他还
说， 如果以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他
想在那边定居。“户籍、孩子上学都没
什么限制，关键是经济基础。”

24

岁的郭猛和郭海亮同村，这
是他第一次出省打工，之前，他一直
在家乡晋城工作。“家里工资太低，

只有
1000

多元， 这次想出去做焊工
或者钳工，工资

3500

元左右。”

郭猛并不想在无锡定居， 他的
女朋友在家乡， 他给自己谋划的事
业也在家乡。“攒点钱之后， 回晋城
开个饭店，能养家糊口就行了。”

火车站大屏幕的时钟指向晚上
8

点
20

分，王岗林要乘坐的列车还有
6

个多小时才会出发，他正和同行的
18

个人围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闲聊。

他们都来自河南省长葛市古桥乡朱
毛赵村， 要去甘肃省平凉市帮忙建
设水泥厂。

王岗林今年
45

岁， 他说自己已
经干不了几年了。“年龄大了， 以后
就指望孩子养老了。”然而，王岗林
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 也只能外出
打工，谈及此，王岗林有些无奈。“老
家经济落后，教育也落后，最大的愿
望就是家乡能够把教育搞好， 让孩
子们能考上大学，有个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