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 周力 王淳红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8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宋连兵、徐艳玲将吉林省海
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阳项目
部开具的富乔花园3号楼5单元
310室购房收据（金额74453元）遗
失，声明作废。

● 才 丽（ 身 份 证 号 ：
220102196206083128）将 长 春 肿
瘤医院（发票代码122012060203，
发票号码 00227347，住院费用总
金额14660.40元，统筹基金支付
7529.42元）发票丢失，特此声明。

●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岭村一
组田树江遗失农村土地承包权证

（编号2203810090057）、农村土地
经营权证（编号2203810058856），
流水号076366，声明作废。

●张桂兰将长春万通市场建
设开发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长
春市二道区万通花园富华苑 18
栋 2 单元 103 号房屋《单位自管
房屋使用证》（万通花园B区 B18
栋 2 单元 106 号房），原件遗失，
声明作废。

●吉林省四平地质工程勘察

院（122200001248782610）遗失吉
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机
打）1份，领购时间2014年11月12
日，号码为 100112191，特声明作
废。

●张建利将吉林省海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双阳项目部开具
的富乔花园2号楼3单元305室购
房收据（金额114429元）遗失，声
明作废。

●张伟将吉林省海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双阳项目部开具
的富乔花园 2号楼 2单元 504 室

购房收据（金额 82667 元）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寻人启事
于洪，男，年龄约64岁，口

语不清，有点呆傻。身穿浅色
绒衣，深色裤子，于2023年4月
18日晚21时30分在公主岭市
第二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走失。
如有发现此人者请于公主岭市
第二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联系。

联系电话：0434-6240676
15043462227
15886018444

公主岭市第二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2023年4月20日

（上接第一版）大豆油料扩种基础较好。在东北三省一区率先

发布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政策，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积极

性。指导服务力度加大。发布农业主导品种105个、主推技

术69项。成立9个省直部门主要领导牵头的农业生产综合

服务指导组，全程下沉一线包保指导服务。开展粮油高产高

效技术示范行动和粮食作物高产竞赛活动，打造高产典型样

板，带动单产提升。

园艺特产业平稳发展。今年春季回暖较早，温室大棚播

种提前，棚室瓜果菜长势良好。一季度产量12万吨，同比增

长2%。扎实推进棚室建设，强化递增补助政策措施落实，撬

动社会资本和农民投资建棚积极性，新建棚室6731.6亩，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22.4%。

渔业生产持续发展。组织各地加强鱼类越冬管理，确保

鱼苗和成鱼安全越冬，为春季渔业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渔业

冬捕形势较好，一季度产量1.04万吨，同比增长4.2%。

稳 中 有 快 开 局 良 好

（上接第一版）肉牛建设工程项目投资超3亿元，是上年同期

的3倍。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4.0%；电信、广播电视和

卫星传输服务业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1.5倍；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投资同比增长51.8%。

“消费旺”。一季度全省统计的18类商品中，16类零售额

实现正增长，其中汽车类、石油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43.0%

和11.7%，上拉全省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7

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产品快速增长，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

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30.1%和 49.5%。促消费政策成效明

显。年初以来，全省消费券政策拉动销售额40.05亿元，上拉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近10个百分点。接触性聚

集性服务业快速恢复，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50.1%。

“动能新”。一季度，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2.6%，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

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4.7%，占规上工业的

比重为15.7%，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产

量同比增长2.0倍，风力发电机组同比增长111.6%，碳纤维同

比增长54.9%。

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

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是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的大事。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将其作为

防灾减灾的重要任务，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部署，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显著提升。同时，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基础

设施、力量建设、科技支撑等方面，与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全球气候变暖

也带来新的挑战。为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

全面推进防灭火一体化，持续优化体制机

制，压紧压实防控责任，深化源头治理，加强

基础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提升队伍能力，有

效防范化解重特大火灾风险，全力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

（二）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属地负

责，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的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坚持

预防为主、防救结合，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

全力防未防危防违，处置火情打早打小打

了。坚持建强基础、补齐短板，把基础设施

作为有力支撑，系统谋划、扬长补短、整体推

进。坚持依法治理、从严管控，把法治建设

作为重要保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加

大执法力度。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着

眼破解现实难题，开展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攻关，加快先进装备和信息技术深度应用。

（三）主要目标。到2025年，实现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重心向深化源头管控、全力防

范风险纵深拓展，治理方式向实化群防群

治、依法严格管理纵深拓展，基础建设向科

学统筹规划、不断提质增效纵深拓展，火灾

扑救向推广以水灭火、强化空地一体纵深拓

展，安全建设向注重抓在平时、关键严在战

时纵深拓展。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

以内，草原火灾受害率控制在2‰以内。到

2030年，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显著增强，全

民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持续提高，综合防控

水平全面提升。

二、明确工作职责，压实火灾防控

责任

（四）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责

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的要求，强化属地责任。地方各级党

委加强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领导，实行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结合落实林长制

压实第一责任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责任，建

立健全乡镇防灭火责任落实机制，构建完善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

（五）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各级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

门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应急管理

部门负责综合指导各地和相关部门森林草

原火灾防控工作，牵头开展火灾预警监测和

信息发布，组织指导协调火灾扑救工作。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

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

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

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

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

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

处罚等工作。

（六）严格落实经营单位和个人责任。

在林牧区从事各类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严

格履行责任，划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签订

责任书，认真落实各项火灾防控措施。

三、优化体制机制，建强组织指挥

体系

（七）健全指挥体系。完善各级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实现上下基本对应。加

强各级指挥机构办公室和主管部门业务能

力建设，在主管部门领导班子中配备防灭火

实战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加强指挥员队

伍建设，研究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完善考核

评估制度，实行国家负责省市两级、省级负

责县级和基层的指挥员培训机制。

（八）强化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国家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的牵头抓

总作用，强化组织、协调、指导、督促职能。

各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在国家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细化任务分工，明

确衔接关系，形成工作合力。

（九）健全运行机制。完善会商研判、预

警响应、信息共享、督查检查等机制。建立

规范的工作运行秩序。探索处置重特大火

灾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成员单位

和相关部门实战化运行模式。

四、深化源头治理，防范化解火灾

风险

（十）提高全民防火意识。坚持不懈培

养群众防火意识，推进宣传教育常态化、全

覆盖，突出对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人群

的宣传教育。丰富宣教手段，倡导移风易

俗，推广将森林草原防灭火纳入村规民约等

有效做法。

（十一）严格火源管控。严格落实用火

审批、防火检查、日常巡护等常态化管控手

段，重点加强祭扫用火、农事用火、林牧区施

工生产用火和景区野外用火管理。多措并

举提升林草生态系统耐火阻燃能力，科学组

织计划烧除和清理重点林缘部位可燃物。

加强火情早期处理，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出动和安全高效处理。加强与有关邻国合

作，及时妥善处置边境火情。

（十二）加强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推进火灾风险普查、评估、区划等工作。深

入开展重大火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国家公

园、城市面山、森林公园等重要区域和重要

目标，建立隐患台账及责任清单，实行销号

整治。工业和信息化、民政、交通运输、农业

农村、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及石油化工、电力

等企业要在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的组织下，协同开展本行业领域森林草原火

灾隐患的排查整治。

五、加强力量建设，稳步提升实战

能力

（十三）抓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

建设。提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森林

草原防灭火核心能力，加快形成“固守重点、

因险前置、区域联动、全域救援”的布防格

局。落实国家有关航空消防建设方案，坚持

存量与增量相结合，合理确定航空器布署规

模。

（十四）加强地方防灭火专业力量建

设。落实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地方各级政府

和国有林草经营单位以建设标准化、管理规

范化、装备机械化为重点，加强防灭火专业

力量建设。2025年年底前，全面加强防火重

点区域县级防灭火专业力量。防灭火任务

较重的省市两级政府要同步加强机动专业

力量建设。探索将地方防灭火专业队伍纳

入国家消防救援力量，按规定给予一定荣誉

和保障。规范地方防灭火专业、半专业力量

的训练内容、组训方式、考核标准，完善管理

和保障机制。

（十五）发挥社会扑救力量作用。加强

民兵等力量及地方干部群众的防灭火技能

训练和装备配备。探索建立森林草原志愿

消防员制度。

（十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

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人才目录清单，拓展急

需紧缺人才培育供给渠道，完善人才评价标

准。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智库建设，建立防

灭火专家咨询制度。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

学科专业建设，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

研院所开设相关学科专业。加强灭火指挥、

航空消防等紧缺人才培养。注重在实战中

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

六、注重夯实根基，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

（十七）做好统筹规划。完善各级森林

草原防灭火专项规划并推动实施，优化建设

任务，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林牧区各类工程

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验收防灭火设施。

（十八）建强重要基础设施。坚持新建

与改造相结合，着眼网格化治理，探索实施

生态防火工程建设，开展耐火树种选育推

广，因地制宜加强森林草原防火阻隔系统和

防火道路建设，加快完善重点火险区火灾防

控基础设施。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应急路网

建设，力争到2025年国有林区路网密度达到

3.1米／公顷。加强森林草原防火阻隔系统

建设，力争到2025年重点林区林火阻隔网密

度达到4.7米／公顷，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

开设基本实现机械化。在森林城市周边构

建自然阻隔、工程阻隔、生物阻隔相结合的

保护防线。重点加强环区域、环目标核心圈

的防火道、隔离带、视频监控及应急消防站、

蓄水池等防灭火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场站、

起降点、取水点、实训基地等航空消防基础

设施。加强重点林牧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条件下通信畅

通。

七、突出科技赋能，加大创新技术

应用力度

（十九）强化科技支撑。发挥高等学校

和科研院所优势，深化林火行为、大火巨灾

成灾机理等方面基础理论和重大课题研

究。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引导高新技术企业

加强智慧防火、智能灭火技术的研发应用，

提升科技赋能的质量效益。

（二十）提升信息化水平。强化综合集

成，建设国家级火灾预防管理系统和灭火指

挥通信系统。加快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深度应用，普及应用防

火码、“互联网＋防火”等防控手段，实现信

息共享、互联互通。

（二十一）加快装备转型升级。国家层

面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装备型谱和认证制

度，重点加强新特、轻便、大型、智能装备和

航空消防装备的研发配备与引进推广。地

方层面突出以水灭火、航空灭火、个人防护

等装备建设，推广应用高科技防灭火装备。

建立相关部门与科研院所、企业间的装备发

展协作机制，构建森林草原防灭火装备创新

研发平台。

八、树牢底线思维，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

（二十二）大力提升预警监测能力。以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信息共享平台为依托，

以重点地区预警监测机构为骨干，以各级预

警监测系统为补充，建立上下贯通、左右衔

接、融合集成的预警监测体系。深化部门协

作，强化多级联动，完善风险研判、滚动会

商、预警发布等机制。优化系统布局，加强

监测技术融合应用，采取卫星监测、航空巡

护、视频监控、塔台瞭望、地面巡查、舆情监

测等多种手段，提升火情监测覆盖率、识别

准确率、核查反馈率。开展雷击火监测应对

科技攻关，抓紧建立重点林区雷击火预警系

统。

（二十三）强化应急准备。健全各级各

类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强化针对性演

练。建立国家和地方各类救援力量联防联

训联战机制。动态优化部署，在重点时段、

重点地区实施指挥、力量、装备靠前驻防。

深化对不同区域环境、多方力量协同、多种

作战样式综合运用的战法研究。建立防灭

火物资全链条保障机制。

（二十四）有效应对极端情况。在常态

化防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火险感知手

段和多渠道信息，提升大火巨灾早期预判能

力，加强预警响应，全力阻断致灾因子耦合

导致大火巨灾。把林牧区重要目标、村屯、

林（农、牧）场、森林城市等列入重大风险清

单，科学谋划应对措施、前置安排以及保底

手段，强化组织指挥、力量编成、扑火资源调

配，完善配套保障，确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二十五）抓实安全建设。强化经常性

教育培训，突出紧急避险训练，提高扑火人

员自救互救能力。落实专业指挥的刚性要

求，规范现场指挥，加强火场管控，探索建立

安全员制度。抓好航空消防飞行安全工

作。按照有关标准严格配备防灭火人员防

护装备。

九、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

治火水平

（二十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完

善防灭火法律法规，加快推进森林草原防灭

火条例等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健全优化森

林草原防灭火标准体系，组建技术组织，坚

持急用先行制定相关标准。完善防灭火工

作监督、检查、考评和火灾调查评估等制度。

（二十七）加大执法和追责问责力度。

提高执法队伍素质能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提高火案侦破效率。健全火灾责任追

究制度，培育森林草原火灾调查评估司法鉴

定机构，严肃追究火灾肇事者法律责任，对

防灭火工作中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地方党委和

政府、有关部门、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的责

任。

十、强化组织实施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主动担起责任，把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谋

划推动，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二十九）强化资金保障。按照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在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相关经

费，优先保障重点事项。拓宽长期资金筹措

渠道，探索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防

灭火投入长效机制。

（三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针对防灭

火高危行业特点，国家有关部门按职责完善

相关政策，合理保障防灭火从业人员待遇，

落实防灭火人员人身保险，按规定开展表彰

奖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防灭火实际配备

专用车辆，落实车辆编制并纳入特种专业技

术用车管理。制定地方森林草原消防车辆

使用管理规定和配备标准，规范车辆管理，

统一标识涂装。地方森林草原消防车辆依

法依规享受应急救援车辆相关政策，确保扑

救火灾时快速通行。

（三十一）加强宣传引导。畅通信息发

布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政策解读，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与做

法，营造关心和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良好氛围。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王鹏）记者20日从教育

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

的通知》，就依法推开准入查询制度，严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

作出了规定，明确了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不

得录用情形。

通知要求，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拟聘用教师在入职前查

询《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

见》《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规定的性侵违法犯罪信

息和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已纳入教师资格限制库的

丧失、撤销教师资格信息。中小学校拟聘用其他教职员工在

入职前查询《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制度的意见》规定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高等学校拟聘用其

他教职员工参照执行。

拟聘用教职员工经查询发现有《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

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

度的意见》规定情形的，不得录用，并由拟聘用单位书面告知

查询对象不录用理由和申请复查权利；拟聘用教师经查询发

现有丧失教师资格信息和在撤销教师资格期限内的，不得聘

用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并由拟聘用单位书面告知查

询对象不聘用理由和申请复查权利。

根据通知，中小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的查询主体为中小

学校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由中小学校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模块中提交查询申请，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审核并查询结果；高等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的查询主

体为教职员工所在的高等学校，由高等学校在全国教师管理

信息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模块中进行查询。

通知强调，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工作人员未按

照规定申请查询或进行查询的，对查询有问题人员未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的，散布、泄露、篡改、不当使用查询获

悉的有关信息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或者有

其他违反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的情形的，将依法依规予以

处理。

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不得录用情形得以明确

据新华社海口4月20日电（记者吴茂辉）记者从海口海关

了解到，4月20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迎来12周年。12

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累计购物金额1850

亿元，成为促进海南旅游购物消费、带动海外高端消费回流的

有力抓手。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开始实施，据海口

海关统计，截至2023年4月19日，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

金额1850亿元，购物人数3428万人次。

12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历经9次调整，政策“含金量”

不断加大，包括：免税购物额度由最初的5000元提高到10万

元；免税品类由18类提升至45大类；政策实现对飞机、火车、

轮船三种离岛方式的全覆盖，并逐步将公务机、国内航线邮轮

离岛旅客纳入政策覆盖群体；允许经营主体开设网上销售窗

口；加贴商品溯源码；提货方式增至5种等。

海南离岛免税累计购物金额1850亿元

4月2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通过视频屏幕回答上海合

作组织国家青少年的提问。

当日，天宫对话——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上海合作

组织国家青少年问答活动举行，青少年代表向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提问，开展了一场有趣的“天地问答”。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上合组织
国 家 青 少 年 开 展“ 天 地 问 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