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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文明的起点，是文明

的摇篮。2020 年 11 月 20 日，四川

省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荣膺第

二 届“ 全 国 文 明 校 园 ”称 号 。这

是一所学校文明素养和精神高

度的体现。如今，汇东实验学校

已形成了“校园环境美，师资力

量 强 ，科 研 氛 围 浓 ，教 育 质 量

高 ，社 会 评 价 好 ”的 办 学 特 色 ，

将文明理念渗透到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各个方面。
（A2版）

让学校成为
孩子成长和求知的乐园

为城市文明添彩，为绿色生

活赋能。作为广东省河源市首个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河源市

源城区上城街道自全面启动垃圾

分类工作以来，坚持全面发动宣

传、全民互动参与、全程推动监

督，居民的文明好习惯得到了进

一步培养，街道卫生环境得到了

进一步改善，城市文明程度有了

进一步提升。 （B2版）

“分”出绿色健康新生活

国家电影局 1 月 1 日发布数

据，2020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

204.17 亿元。本期，我们将目光投

注 于 2020 年 中 国 电 影 ，看 看 在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什么

惊心动魄的故事——
（A4版）

至暗与高光：“讲故事的人”
的史诗级故事

本期
导读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充
分展示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的奋
斗精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
联合发布2020年“最美高校辅导
员”“最美大学生”先进事迹。

王银思、朱丹、刘铁、李青
山、库来西·依布拉音、张家玮、
祝鑫、钱珊、靳敏、简敏10名高校
辅导员，于婷婷、刘智卓、李莎
（已故）、李海超、余汉明、单思
思、赵东、闻健、倪杰、崔译文10
名在校大学生，分别被评为2020
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和“最美大
学生”。

发布仪式以“同心护家园”
“奋斗谱青春”“追梦扶贫路”“大
爱行无疆”为关键词，全方位展
示了10位“最美高校辅导员”和
10位“最美大学生”在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思政教育、
就业帮扶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展
现了当代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
立足本岗敬业奉献，矢志拼搏不
断奋斗的良好风貌。发布仪式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中宣
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了证书。

获奖者表示，他们将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师生的殷切嘱
托，不忘初心、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勇立新功。广大师生表示，

“最美高校辅导员”和“最美大学
生”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
笃定前行，把青春梦融入中国
梦，他们的事迹定将激励广大高
校辅导员更好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激励广大
青年学生不惧风雨、勇挑重担，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
贡献青春力量、成就个人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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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工作
会，总结上一年度工作，规划部署
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新举措，
其中的不少“民生清单”值得关注。

【农产品保供】
奋力夺取全国粮食丰收，

稳定生猪生产恢复势头

农业农村部表示，2021年要奋
力夺取粮食丰收，目标是确保总产
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南方省份
要想方设法巩固双季稻面积，增加
冬油菜种植；东北和黄淮海地区争
取增加玉米面积，大豆、棉花等大宗
农产品该扩大产量的要抓紧落实。

农业农村部表示，要稳定生猪生
产恢复势头。2021年还要继续稳定
养殖用地、环评审批制、抵押贷款等
主要扶持政策，给养殖主体吃下定心
丸。同时，努力稳家禽、增牛羊、兴奶
业，推进渔业提质增效，稳定蔬菜、水
果等生产，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

在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方面，要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范围，再制修订1000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聚焦重点品种逐步解
决禁用药物超标问题，再认定1万
个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推
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尽快实现
全覆盖。

【教育】
抓好中小学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体质管理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透
露了新一年教育发展改革举措。会
议明确，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
构，抓好中小学作业、睡眠、手机、读
物、体质管理。全面振兴乡村教育，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优化
高等教育结构，加快推进高校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终身学习
体系。

【住房】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住建部表示，大力发展租赁住
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
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加快补齐租赁住房短板，解决好
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
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
问题。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
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做
好公租房保障，在人口净流入的大
城市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

针对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问
题，住建部提出，规范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加快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住房
租赁企业，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
服务平台。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
市场行为。

【民生保障】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完善社保基金管理

财政部提出，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
业优先政策，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保
基金管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支持
发展文化事业产业。

“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要坚决
保障好民生支出。”财政部部长刘昆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1年，
财政部将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消费】
促进汽车家电等大件、餐

饮、农村消费，建设一刻钟社区
便民生活圈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环节和重要引擎。2021年，部委促
消费有何新举措？

商务部对促进汽车家电家具等
大件消费、提振餐饮消费、释放农村
消费潜力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商
务部等12部门印发通知要求，鼓励
有关城市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
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
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
村居民购买3.5吨及以下货车、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
车，给予补贴。

商务部还将鼓励企业运用5G、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加快实体商业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满足个性化、
定制化消费需求。建设一刻钟社区
便民生活圈，深入开展便利店品牌
化连锁化三年行动，推动便利店进
社区，改造一批早餐店、菜市场等便
民服务设施。

【交通】
推进实现“刷脸”进站乘

车，完成京津冀及周边重型柴
油货车淘汰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1 年要
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积极发展公铁、空铁、公空等
联程运输服务，提升旅客出行服
务品质。鼓励和规范发展定制客
运。实现 20个省份普及道路客运
电子客票服务，推进实现“刷脸”
进站乘车。持续扩大交通一卡通
互联互通与便捷应用。着力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
日常交通出行。

加快推动智慧交通发展。推进
“云网融合”的公路网运行监测体系
建设。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
慧航道、智慧枢纽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试点，推动智能铁路、智慧民
航、智慧邮政等示范应用。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推进货车
车型标准化，全力推动完成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
重型柴油货车淘汰任务。积极推进
港口船舶岸电使用。

【乡村振兴】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编制村庄规划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
示，2021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
之年，要重点做好政策衔接、规划
衔接、产业帮扶衔接、就业帮扶衔
接、基础设施建设衔接、公共服务
提升衔接、重点县衔接、考核衔
接等。

2021年我国将尽快启动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指导推动有条件的
地方全域全要素编制村庄规划。有
关部门将实施村庄道路、农村供水
安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乡
村物流体系建设、农村住房质量提
升等一批工程项目，各地也要协调
加大建设力度。

交通运输部也提出，要提升农
村公路发展水平，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

【农村人居】
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

和污水处理

“十四五”时期，接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农业
农村部表示，2021年要重点推动中
西部地区农村因地制宜改造户用厕
所，指导各地科学选择改厕技术模
式，引导户用厕所入院、推动入室。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
处理长效机制，推动有条件的地方
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和处理
利用，努力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水平。

（新华社 舒静 于文静 侯雪静
胡浩 王优玲 王雨萧 申铖 魏玉坤
高敬姜琳韩佳诺）

2021年，这份“民生清单”要收好！
中央部委工作会信息量大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安蓓）记者11日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系
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到
2025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
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
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
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
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
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京津
冀地区达到35%以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
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
见》，到 2025 年，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
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
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
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2035
年，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
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
水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特定水
质标准，作为再生水替代常规
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市政
杂用、居民生活、生态补水、农
业灌溉、回灌地下水等以及从
污水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
对优化供水结构、增加水资源
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和减少水
污染、保障水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2019年，我国城镇污

水排放量约750亿立方米，但
再生水利用量不足100亿立方
米，利用潜力巨大。

意见指出，要着力推进重
点领域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快
推动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
用，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分区
提标改造和精准治污，推进区
域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推广
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
用和生态补水。积极推动工业
废水资源化利用，推进企业内
部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和园区
内企业间用水系统集成优化，
完善工业企业、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稳妥推进农业农村
污水资源化利用，积极探索符
合农村实际、低成本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推广
种养结合、以用促治方式，促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
渔业养殖尾水循环利用。

意见部署实施污水收集
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工业废水循
环利用、农业农村污水以用促
治、污水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
点、污水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
等重点工程，提出从健全法规
标准、构建政策体系、健全价
格机制、完善财金政策、强化
科技支撑等五方面健全污水
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

10部门：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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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1月11日
电（记者 巩志宏 戴小河）记
者从河北省卫健委了解到，为
了支持河北省石家庄市、邢台
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目前已
有多地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抗
疫流调队前来支援。

按照国家卫健委统一部
署，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
西五省专业技术人员共103人
陆续抵达石家庄。另外，浙江
核酸检测队41人支援邢台，最
大日检测量可达20万人份。中

国疾控中心、北京天坛医院分
别派出23人、20人的检测队
伍支援邢台南宫，最大日检测
量分别可达到4万、5万人份。

石家庄、邢台两市第一轮
核酸检测已经结束，共检测
1300多万人。邢台南宫10日
晚已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任务。11日，石家庄中高风
险地区启动第二轮核酸检测。
12日，石家庄市、邢台市其他
地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正式启动。

五省抗疫流调队驰援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