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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四九冰上走”，尽管正

是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但东北

大地上却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A2版）

东北，“冻词”之外的故事

多年来，广西桂林市委、市政

府把创建过程作为提高执政能

力、造福城乡群众、改善人居环境

的过程，以创建促文明、以文明促

发展、以发展惠民生。（B2版）

让城市插上文明的翅膀飞翔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国人
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
神，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央宣
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2020“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 2020“最美基层民
警”，包括傅天雷、张岩、斯日古楞、陈
帅、沈云如、宣恒、苏海福、贾铭毅、肖
振宇、刘俊、安志、陈子丽（女）、何巧
（女）、熊中华、贺小东、任建华、陶永
生、赵林、杨东卫、李庆峰等20名当选
者，以及殷刚、李姝（女）、张伟、王剑
峰、吕宏伟、李勇、梅玉胜、邓柱华、王
小双、胡雷、贺丽远、次仁朗珠、成亮、
叶战军、胡瓦尼什·波拉提、王玉纯、路
涛等17名提名奖获得者。他们中，有
扎根群众、服务百姓永不止步的派出
所民警；有扫黑除恶、打击犯罪智勇双
全的刑侦民警；有逆行而上、绝地营救
的尖刀特警；有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执
法服务水平的交通民警；也有英勇无
畏、热血铸忠诚的缉毒民警；守卫边疆
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守护百姓出行
平安的铁路公安民警；展现大国警察
风采的驻外警务联络官等。他们奋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防汛
抗洪的最前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虽
然岗位不同，但始终以铁一般的理想
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
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坚决捍卫
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
宁，用鲜血、汗水乃至生命，忠实践行
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总要求，充分展现了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
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
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
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
宣传部、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为他们
颁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全国
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榜样，牢记
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锐意开拓进
取，积极投身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
设，为奋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
央
宣
传
部
、公
安
部

发
布2

0
2
0

﹃
最
美
基
层
民
警
﹄
先
进
事
迹

留下过年可好？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王雨萧）中国商业联合会18日发
布“2021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
望”评述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我国“夜
经济”正逐渐迈入2.0时代。

报告显示，如今“夜经济”不仅
成为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
标，还发挥着扩大内需、繁荣市场、
创造就业等多重功能。不同于1.0
版本，2.0版本的“夜经济”将由以
往单一业态的消费模式，逐渐进阶
为产业多元、场景融合式模式，并

延伸到实体零售的各个环节，成为
城市竞争的“新赛道”。

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呈负增长。这既
表明商业和消费受疫情影响巨
大，同时也预示未来较大的增长
潜力。2021 年，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进一步恢复、各类促消费政策
落地见效，消费有望进一步加快
增长。

此外，报告还展望了 2021 年
中国商业的几大热点：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将成为流通工作重点；外贸

企业通过出口转内销更好融入国
内大市场，带动消费升级；农产品
流通助力乡村振兴优势凸显；餐饮
市场继续回暖，绿色消费与厉行节
约成行业共识；生活服务业需求强
劲，数字化、平台化将成新趋势；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助力全球经济复苏，跨境电商迎来
新机遇；数字化商业生态加速形
成，线上市场范围与规模仍将保持
扩大趋势；智慧商业空间巨大，云
计算、云服务将在助力企业转型上
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 姜琳）记者19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召开
的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了2021年重点任
务，提出要以深化改革为突破
口、以保发放为底线任务，构建
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会议指出，2020年，我国就
业局势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年
度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稳住了就
业基本盘。人社扶贫任务全面收
官，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人才人事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放
管服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2021年，人社部
门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工作

主线，稳住市场主体和就业岗位，
稳住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基本盘，兜牢困难人员
就业，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根据会议，人社部门今年将
扎实开展技能提升质量年活动，
全面提高技能人才发展水平。扎
实推进人才人事工作，做好相关
重大表彰奖励工作，更好激发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还要求，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同行，防控矛盾风险，优化工
资收入分配，切实保障劳动者待
遇和权益。健全欠发达地区人社
帮扶机制，巩固人社扶贫成果。着
力消除服务群众的难点痛点堵
点，提升人社服务质量水平等。

2021年我国将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保体系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将受更严厉处罚

近日，江苏大学志愿者来到江苏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京畿路社区，开展“墙绘年俗迎新春”活动，指
导小朋友用儿童画、漫画绘制春节民俗文化墙，感受年俗文化的魅力，喜迎农历新年。图为志愿者和小朋友
一起描绘年俗文化墙。 石玉成 摄

中国商业联合会：我国“夜经济”逐渐迈入2.0时代

墙绘年俗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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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9省份倡议“就地过年”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7部门近
日印发通知，于1月21日至3月底
在全国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
工”专项行动，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
工人员春节期间安心留在就业地。

@在外务工的你，这个不一样
的春节，为了你的“小家”和我们“大
家”，安心留下可好？

发消费券、减免门票、技能补贴
多省份出“实招”留你过年

45岁的叶国栋，是杭州东华链
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装配工人。
往年都要返回老家农村过年的他，
今年和妻子商量，打算春节留在
杭州。

“回家‘年味’肯定更足，但路上
还是有风险，万一要隔离更划不来。
毕竟有健康，才有团圆。”叶国栋说。

“出门有风险，钱包还会扁；过年
留公司，亲情不会减。”“隔离十四天，
不如留下多挣四五千。”面对严峻复
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多在外务
工者像叶国栋一样选择留下。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上
海、广东、浙江、河南等29省份陆续
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
议。一些地方针对外来工推出了免
费邮寄年货、减免景区门票、发放购
物券等多项鼓励政策。

用工大省广东，各级人社部门
早早发出“致务工朋友们的信”，建
议大家“过节不回家，把平安捎回
家”。各级工会计划投入至少2600
万元，向留下的工友们赠送18万份
以上慰问年货或新春网购券。

广东肇庆除提供外地务工人员
每人300元补贴外，还将送出消费

券、A景区游览券、免费电影票、免
费技能培训等“暖心大礼包”。

福建泉州将给外地职工发放每
人200元网上红包，困难职工家庭
每户给予1000元补助，春节期间取
得职业证书的最高还可获得3000
元补贴。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月
21日至3月底专项行动期间，将鼓
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
包”，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职
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适当提高补贴
标准，支持中高风险地区、重点行
业，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

按照专项行动安排，各地还将
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
年活动，餐饮商超、医疗卫生、治安
消防等服务供应不断线，让务工人
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

派红包、充流量、发活鱼
企业为“留人”也是拼了！

“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
以解忧，唯有留守。”“公司福利这么
好，过年留守要趁早，留守加班可尝
试，额外奖励两千四。”近日，一些企
业挂出的一串串标语在网上走红。
为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各企业使
出浑身解数。

“我们给所有员工准备了超市
购物卡，将在节前、节后派发过年红
包、开工红包。大年初二还会给留下
过年的员工发放年货。”杭州东华链
条集团管理部副总经理刘冬根介
绍道。

“目前已有1200多名外地员工
确定留下过年，且人数还在不断增
加。预计今年春节期间企业的支出
可能增加30%。但留员工过年是为

了更好地生产，也增加了员工的稳
定性，我们认为这钱值得花。”刘冬
根说。

“今年春节劝家政工留在上海
比往年容易，公司会奖励所有留守
员工 200 元，干活多的最高奖励
1000元。”上海家事佳家庭服务公
司董事长李娜说。据了解，有的家政
公司鼓励员工“五一”假期再回家，
届时报销返乡车票。

“就地过年，不是将就过年。”中
国建筑集团国内在建的12000多个
工地，频出“鲜招”鼓励引导农民工
坚守当地过年。天津地铁七号线项
目部为留下的工友们集体办理退
票，提供充值话费和流量服务，还采
购米面油、干果等年货；武汉北辰经
开优＋项目部捕捞了放养半年的千
余斤鱼，发给就地过年的职工和106
名农民工友。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表
示，春节后的“招工难”也是常年困
扰企业的一大问题。近几个月来，部
分行业外贸贸易订单增加，一系列
稳岗留工举措，能提高员工黏性、有
效缓解节后劳动力紧缺形势。

加班工资、错峰放假、弹性调休
落实待遇保障最能留人稳心

留下过年可能增加企业负担，
会不会找理由被解聘？春节坚守岗
位，加班工资怎么算？

针对这些焦点问题，北京市人
社局近日会同多部门发文明确，外
来务工人员留京过年期间，用人单
位不得违法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要求依法保障 2 月 12 日、13
日、14日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发
三倍工资，11日、15日、16日、17日

四天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补休的，支付不低于 200%的加班
工资。

“专项行动期间，将推动各地落
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引导企
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调休，以
岗留工、以薪留工。”人社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亲情难舍，春节是仪式，也是一
种情结。

“我在大连打工13年了，老家
是黑龙江绥化的，今年疫情回不去
家，爸妈你们要保重好身体。”

“就地过年没啥，就是希望企业
和工厂解决好打工人的吃住问题，
等年后能让我们回乡轮休。一年也
就回去一次，家里老人和小孩很久
没见了。”

“工地停工，饭店餐厅都关门，
工棚冷飕飕的，这些能不能协调解
决好，给在外漂泊的游子提供一个
更温暖的港湾。”

“28年来头一次要独自在外过
年，感受可能会很不一样。留下就是
做贡献吧，期盼能有防疫和团圆的
最优方案。”

网友们的留言，蕴含对各地倡
议的响应支持，也透出了诸多期盼。

对此，七部门在通知中强调，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春节期间连续生
产的重点企业给予适当支持；及时
对符合条件人员兑现失业保险待
遇、临时生活补助，避免发生困难群
众求助无门。

在保障好就地过年之外，部分
地区也正在细化措施方案，全力帮
助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
安心、舒心过好年，让在外务工人员
减少后顾之忧。

（新华社 姜琳 王优玲 林光耀
吴帅帅）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刘夏村）强化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违法
行为处罚力度……20日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安全生产法
修正草案，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了解，草案在现行的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基础上，普遍
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
额。增加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
改正且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
正的，监管部门可以按日连续

处罚。
草案针对安全生产领域

“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等问题，
加大对违法行为恶劣的生产经
营单位关闭力度，依法吊销有
关证照，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职
业禁入。

同时，草案还加大对违法失
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和公开力度，
规定监管部门发现生产经营单
位未按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
予以联合惩戒；有关部门和机
构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单位及人
员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并向社
会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