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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住”，还要“过得好”
——— 一纸户籍里的“民生温度”

今年1月，44岁的邓凤娇从民警手中接过
崭新的户口簿，这时距她辞别故乡“闯广
州”已过去了21年。

从申领暂住证，到拿到居住证，再到如
今以积分落户拥有广州户口，21年里，证件
在方寸间更迭，见证着她融入这座城市的步
步足印。

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亿万个“邓凤娇”来
到城市、耕耘梦想；而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
入推进，他们终于梦圆城市、落户安家。

一纸户籍，事关悠悠民生，也牵动着总
书记的心。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
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
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

自此，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大幕拉开，
改革“鼓点”密集敲响———

2014年7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印发；2016年1月，《居住证暂
行条例》施行；2016年9月《推动1亿非户籍人
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发布……

蹄疾步稳、久久为功，亿万群众关心的

难点、痛点问题在改革中得到解决。
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延续

半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户
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人口流动的户籍障
碍基本消除。半个多世纪，横亘在城乡之间的
户籍二元化壁垒终于被打破。

户籍制度改革的破题，极大推动了新型城
镇化进程。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提
前完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 . 93%
提高到2019年的44 . 38%。

事非经过不知难。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许多福利待遇与
户籍制度长期挂钩、难以剥离；各类群体利益
诉求多元多样、难以协调。

从中小城镇开始，推及全国多地，最后“包
抄”特大型中心城市；以居住证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通过积分落户畅通更公平通
道……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下足“绣花”功
夫，将顶层设计一项项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破难题、蹚新路，改革路径清晰可辨。

为人民而改革，必须深切读懂人民期盼。
长期以来，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

代农民工，身在城市却没有归属，渴望融入却
不被接纳，身份差异像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随着《居住证暂行条例》在2016年全面
实施，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机制不断完善。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发放
居住证超过1亿张。

为人民而改革，还要充分尊重人民意愿。
各地根据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订具

体办法，让群众了解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
合理安排自己的未来。同时，完善改革配套
政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三权”，让
他们安心进城。

至于要不要进城、进哪个城、何时进
城，群众自主选择、自主定居。人口在自由流
动中有序迁移，新型城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
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道出了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止于让农业转
移人口“留下来”，还要通过不断完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供给，让他们“待得住”“过得好”。

在免费提供各类就业服务的同时，我国
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14年以来
累计培训超过1亿人次。“基础”工程不断夯
实，农业转移人口更好掌握一技之长，扎根
城市的底气更足了。

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两
免一补”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30个省区
市出台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实施方案。“下
一代”工程公平可及，让进城家庭不仅拥有
今天，也能收获未来。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达6301万人。“兜底”工程越织
越密，免除后顾之忧，兜住进城后稳稳的幸福。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会触碰到“硬骨
头”。一面是历史遗留的“老大难”，一面
是群众的殷殷期待，改不改、怎么改，考验
着改革者的勇气。

53岁的刘巧娣，28年前从云南巧家县远
嫁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由于在娘家就没有上
户口，组建家庭后便成了“黑户”。“没有
户口也就没有身份证，出门连火车票都买不
了，社保就更是没法办。”刘巧娣说。

公安机关建立工作机制、清除政策性障
碍，民警践行“脚板”警务，深入走访调
查，将刘巧娣这样历史遗留的1500余万无户
口人员落户问题一一解决。

“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利
了，许多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条件改善了，老
百姓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奔波了，一些长
期无户口的人可以登记户口了……”

习近平总书记二○一七年新年贺词里的
话语，至今温暖着邓凤娇的心。就在2016年底，
她成为广州首批获得公租房配租的来穗务工
人员之一，搬入了新居。这一盏属于她的灯光，
早已融入万家灯火中，辉映着一座座人们共同
奋斗、共同享有的城市。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全国扫黑办
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全国共打掉涉黑
组织3291个、涉恶犯罪集团10418个，破获刑事案件
364309件、410974人。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第4次新闻发布会19日
在京举行，发布山东杨彦军案、湖南尚同军案、广东
陈永森案、青海“袁氏兄弟”案等4起涉垄断行业领
域、实施黑恶犯罪的典型案件。近一个月来，全国扫
黑办紧盯“一十百千万”行动部署，通过领导包案、
特派督导、纪法协同、逐案围歼等方式，加快推进挂
牌督办案件办理。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
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
起案件中，已办结31起，尚在侦查阶段7起、审查起
诉阶段17起、审判阶段56起；抓捕犯罪嫌疑人9504
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3691人，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67 . 75亿余元。

7月，全国扫黑办派出30个特派督导组分赴全国
30个省（区、市）开展督导，带动全国各省（区、
市）省级领导包案305起、地市级领导包案1700余
起。全国侦办涉黑组织61个、涉恶犯罪集团201个，
破获刑事案件7620件、7151人。

此外，在办案质效方面，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涉黑涉恶案件3477起，各级法院共审结涉黑涉恶
一审案件6016件、二审案件2916件，均超额完成案件
清结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291个

涉恶犯罪集团10418个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
一大着力点，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加
快。记者1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截至8月16日，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发行2 . 56万亿元，规模同比增加
51%；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加快，截至7月底已支出2万
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8月16日，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平均发行利率为3 . 38%，平均发行期限为15 . 5年。
其中，10年期及以上长期债券发行2 . 26万亿元，占比
达88%，较上年提高54个百分点。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合理把握发行节奏，确
保专项债券有序稳妥发行，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
毕。此外，还将优化债券资金投向，严格负面清单管
理，督促地方用好专项债券，加强资金和项目对接，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已发行超2 . 5万亿元

还能愉快地吃进口冷冻食品吗？
——— 透视部分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一段时
期，国内部分地方从个别进口冷冻食品尤其
是冷冻生鲜产品外包装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引发社会关注。

如何在进口冷冻食品上确保“舌尖上的
安全”？人们在挑选、处置这些食品时需要
注意哪些问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研。

冷链运输进口海鲜

缘何多起“中招”？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杨女士一家爱吃海
鲜，平日里杨女士没少网购进口海鲜。不
过，最近她不太敢买了，“时不时看到进口
海鲜外包装样本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
新闻，有点担心。”

杨女士的担心有一定普遍性。7月份以
来，国内零散发生几起进口食品外包装检出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情况。

比如，7月10日，海关总署通报，由厄瓜
多尔3家企业生产的冻南美白虾1个集装箱内
壁样本和5个外包装样本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8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通报，1份
从巴西进口的冻鸡翅表面样品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

从已经公开的情况看，“中招”的进口
食品大多来自南美洲，且以海鲜为主。不少
业内人士注意到，这些海鲜肉类漂洋过海，
都涉及一种广泛应用的食品保鲜技术——— 冷
链。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相对低温的冷
链运输中，新冠病毒可以保持更久的活性。

正是注意到与冷链运输潜在相关的新冠
病毒输入风险，我国相关部门和地方已经采
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海关总署已明确，将
进一步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的源头管控，严

格口岸检验检疫，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浙

江6月上线全省冷链食品追溯系统，利用“冷
链食品溯源码”实现从供应链首站到消费环
节最小包装的闭环追溯管理。消费者通过扫
码，可以知道购买或食用的进口和省外冷链
食品的产品信息。

各大电商同样有所行动。京东零售集团
7FRESH生鲜业务部总经理唐诣深告诉记者，
京东生鲜为平台上销售的每件冷链商品配了
一张“身份证”，做到流通环节全流程可追
溯，构建进口食品安全闭环。

“购、运、储、销、食”

全链条防控守护

眼下，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扩散。对于进
口冷冻食品，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但绝不能
放松警惕，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要在“购、
运、储、销、食”上做好预防。

做好联防联控，首先要做好源头管控。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多份公告，要么暂停境外
部分企业向我国出口相关食品，要么一些国
家和企业因疫情原因主动暂停向我国出口相
关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海关总署在守护进口食
品卫生安全方面发挥着“第一关”的作用，
做了大量工作，应该继续严加监管，并加强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

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要及时采取相关
风险控制措施，该停售的停售，该下架的下
架，该召回的召回，该处置的处置。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认为，各部门术业有专
攻，业务有侧重，为了共同的目标，既要各
司其职，更要精诚协作，不留监管死角。

进口食品经营方则应该更好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人员健
康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加工制作规范，以及
相关清洗消毒等要求。

广大消费者选购、处置进口冷冻食品时
也应注意防护。业内人士建议，购买、处置
进口冷冻食品时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注
意生熟食品分开处理；对进口食品外包装解
冻后用酒精消毒；清洗时做到不用手触碰口
鼻眼睛；生鲜产品充分烹饪后食用。

冷冻食品“中招”食客遭殃？

莫慌，无需因噎废食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
亚·范凯尔克霍弗近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国对“数以十万计”的进口食品包装
袋实施相关检测，结果发现“非常非常少、
低于10个”的阳性结果。

换句话说，“中招”的进口冷冻食品占
我国进口食品总量的比例相当低，并且及时
被“锁定控制”。

人们也很关心，冷冻食品“中招”，会
不会食客遭殃？

陈君石告诉记者，从进口冷冻食品外包
装袋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只能表示食
品外包装曾经被病毒污染过，不能指向病毒
是否仍具活性。“简单说就是，它不能确定
病毒是‘死的’还是‘活的’。”

世卫组织专家也在不同场合表示，目前
没有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证据，全球确诊
报告病例中，也都没有因进食食品而出现病
例的报道。

陈君石和范凯尔克霍弗等中外专家都表
示，即便新冠病毒确实存在于食品中，只要
处置得当、高温烹调，它跟别的病毒一样可

以被很快杀死。
“对于极少数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心，更
没有必要因噎废食。”陈君石说，“但需要
提示的是，良好卫生习惯一定要保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相关新闻

秋冬季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

疾控专家：不会再出现

年初武汉那样的严重情景

针对关于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卷
土重来的疑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19日回应说，经过半年多的实
践，我们有信心能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
我国的新冠疫情不会再出现像年初武汉那样
的严重情景。

吴尊友在当天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说，上述判断基于两个事实：一
是当武汉年初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很多在
武汉工作的人返回家乡，其中有新冠肺炎病
例输入到30个省份，由于防控措施到位，除
湖北以外没有一个省份总病例数突破2000，
30个省份中，只有4个省份病例数突破1000。

吴尊友说，第二个事实是，我国近几个
月出现的聚集性疫情，由于发现及时、措施
得力，很快得到了控制。他说，上述事实都
说明我国有能力及时控制住疫情。

吴尊友也指出，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还有新冠疫情，对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都
是威胁，疫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只是疫情
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及
早发现疫情，以及防控措施能不能全面彻底
实施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财政部19日发布数据
显示，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达
4 . 3%，比6月份提高1 . 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实现正
增长。

专家表示，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回升，反映了复工
复产逐月好转、经济稳步恢复的积极成效。数据显
示，7月份，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
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分别同比增长16 . 2%、
5 . 2%、18 . 8%、15 . 9%。

从前7个月累计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14725亿元，同比下降8 . 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下降11 .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同比下降6 . 2%。全国税收收入98509亿元，同比下降
8 . 8%；非税收入16216亿元，同比下降7 . 7%。

支出方面，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
增长18 . 5%，主要是加快直达资金使用和重大项目实
施进度，形成了实物工作量。

前7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3499亿
元，同比下降3 . 2%。财政部表示，前7个月全国财政
支出同比负增长，除了部分项目支出进度因疫情影响
比去年同期放缓之外，主要是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
日子的要求，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虽然财政支出整体同比负增长，但卫生、基层
“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前7个月累
计，卫生健康支出11307亿元，同比增长3 . 8%；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20959亿元，同比增长8 . 9%；农林水
支出11798亿元，同比增长4 . 4%。

此外，数据显示，前7个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39173亿元，同比增长1 . 2%；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52985亿元，同比增长19 . 2%。

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增速继续回升
前7月支出负增长，各级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日前发布《2020年(上)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报
告》。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约达
4230亿元，比2019年3468亿元增加21 . 97%。此外，2016
年-2018年市场规模分别为1872亿元、2329亿元和2855
亿元。

用户方面，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预计约
达3 . 31亿人，同比2019年2 . 69亿人增长23 . 04%。此外，
2016年-2018年的用户规模 (增速 )分别为1 . 07亿人
(21 . 59%)、1 . 47亿人(37 . 38%)、2 . 01亿人(36 . 73%)。

在融资金额方面，2020上半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
额达143 . 4亿元，同比增长48 . 3%，为近五年同期最
高，且超过2019全年融资总额(128 . 1亿元)。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
礼腾指出，在线教育的主流“玩家”有：作业帮、猿
辅导、VIPKID、阿卡索、51talk、哒哒英语、跟谁
学、网易有道、掌门一对一等。

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疫情影响，线下教育加速向
线上转移，在线教育加速发展。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
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整个
在线教育行业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5400亿元，K12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

我国线下教育加速

向线上转移

长江、嘉陵江洪峰叠加

重庆主城多处超保证水位

重庆南岸区被洪水淹没的滨江道路(8月19日摄)。
8月19日，受长江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嘉陵江洪峰抵达重庆市主城区，重庆市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大洪水。不断上涨的

洪水将重庆市南滨路、嘉滨路淹没，重庆主城区多条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重庆洪崖洞、朝天门、磁器口等多处知名景景点部

分区域也被淹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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