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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锻钢铸铁军 凝心聚力续华章
——市交巡警支队贯彻“两服务两提升”实践活动概述

连日来，市公安机关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
众，提升安全感、提升满意度”为宗旨制定了《滁州市公安队伍
教育整顿“两服务两提升”实践活动 30项措施》。自市公安局
组织部署《30 项措施》以来，交巡警支队严格按照市公安局党
委部署要求，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倒排工期、全力推进。

同频共振
紧跟上级精神强化组织支撑

快速启动，迅速部署。市交巡警支队第一时间组织全体民
警认真学习《30 项措施》精神，梳理本警种职责任务。4 月 13
日，支队专题召开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动员部署会，并结合实际印发了《滁州市公安局交巡
警支队“我为群众办实事”16条措施》。

搭建机构，做实基础。支队抽调精兵强将专门设立了教育
整顿查纠整改阶段为群众办实事组，由一名支队领导担任组长
牵头抓好具体任务落实。

定期调度，全力推进。按照“每天一调度、每周一汇总”的
方式，持续加强工作调度，确保车管、秩序、宣传、法制、事故等
部门齐头并进、同步发力。

知行合一
突出思想引领强化载体支撑

开门整顿，问计于民。先后组织召开多次座谈会，就进一
步提升公安交管部门交通治理能力，邀请社会各界代表提意
见、谈看法，充分征求民意、找准工作方向。

立足本职，对照梳理。针对涉及支队的15项“两服务两提
升”实践活动内容，组织多部门对照工作职责，逐项梳理排查，
清楚掌握存在不足，明确下步工作措施。

广泛宣传，立体覆盖。发挥交警部门宣传力强的传统优势，

在积极策应“两服务两提升”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滁州交警”双
微平台设立了“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加大专项工作宣传力度。

求真务实
聚焦民生需求强化服务支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完成“一企一警”联系走访工作；在
多家汽车 4S 店设立了驻企服务站；为 4 家大型运输企业提供

“上门服务”。
围绕民心，服务人民。为方便各类特殊群体，车管所在服

务大厅设立了2个“绿色窗口”；推进全市95个农村派出所参与
交通管理，率先在市直7个农村派出所均设立了“一站式”公安
交管服务窗口，方便农村地区群众就近办理业务。

围绕安全，聚力攻坚。针对存在的短板弱项，扎实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突击月”行动，截至4月25日，全市严重
交通违法查处总量同比上升68.7%，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数同
比下降 88.89%、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64.29%、受伤人数下降
75.86%。

围绕满意，优化环境。在全省率先推出“学法减分”新政，
截至5月7日，共上线19万人次，其中近5万人次顺利完成学习
并通过考试，成功减免交通违法记分 5万余分；完成新驾考路
段踏勘、选点工作，并联系相关设计公司进行测绘，待前期准备
工作完成后，报经上级同意后正式启用，为企业生产、经济发展
和群众生活加注滁州公安交警力量。

（上接第一版）
截至目前，已完成8个重点单位党组

（党委）的专项巡察工作，共发现问题123
个，梳理出便民服务意识不强、内设股室
职责不清及人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10
个共性问题。有别于以往巡察，此次专项
巡察，还紧盯“放管服”改革单位和“窗口”
部门，聚焦工作作风、政务服务、执法监
管、便利化改革四大方面，对存在问题，坚
持边巡边改、立行立改，目前已反馈问题
22个，整改到位8个，推动解决问题12个，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2个。

“巡察是阶段性的，但在巡察中提升
党员干部的政治‘三力’，最大程度激发干
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要取得长期性效果。”
定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唐颖

说，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察，目的是以监
督促意识提升，倒逼行政效率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提升，形成持续创优营商环境
的良好风气，让“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
定远，不仅“清”字贯穿始终，更能“清”上
加“亲”、“清”上有为。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除障碍、理顺
机制。秉持着“事要解决、人要处理、机制
要建立”的原则，定远县纪检监察部门正
对已巡察的 8 个单位暴露出来的共性问
题和个性问题，形成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
设专题报告。组织巡察干部、相关单位外
出考察学习，首个专题报告拟建议对标省
内先进地区和长三角城市先进经验做法，
学习借鉴无锡锡山、合肥长丰等地经验做
法，引入新的行政审批代理和企业成长服

务帮办模式，从专业角度强化对落地企业
的帮办帮扶。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
浚其泉源。唐颖表示，以专项巡察为探
索，健全完善营商环境监督机制，一方
面要对不作为、乱作为、破坏营商环境
的人和事实行坚决说“no”，失责必问、
问责必严，绝不留情面，让“门好进”“脸
好看”“事好办”成为服务新作风；另一
方面，要奔着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去，
做好警示教育、案例剖析、堵塞漏洞、建
章立制等工作，既剔除阻碍经济发展的

“沉疴顽疾”，又充分调动保护干部干事
创业积极性，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让营
商环境“亭满意”更“定放心”，进而推动
定远高质量发展。

“巡”出好气象，营商“定放心”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刘 欢 石龙洪 洪
泽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表示，吴钊燮一再狂妄进行“台独”挑衅，恶意诋毁大
陆，煽动两岸对立，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
岸同胞共同利益。对这类“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将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依法终身追责。

有记者问，近日国台办连续点名驳斥吴钊燮谋“独”
言论，有舆论猜测吴已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
单。发言人可否证实？朱凤莲作上述回应。她指出，坚
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制止“台独”分裂行径，是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要条件。

针对辜宽敏等“急独”分子近日再度鼓吹“台湾地位
未定”，鼓噪“制宪正名”，朱凤莲应询指出，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无论“台独”分裂势
力如何篡改歪曲历史事实，如何包装“台独”分裂图谋，都
不可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
正告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统一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台独”是绝路，以身试法必遭严惩。

有记者问，近日有岛内学者、媒体炒作非法无效的
“旧金山和约”，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发言人对此有
何评论？

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包括《开
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
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她表示，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冷战时期极少数西
方国家炮制的产物，肆意践踏国际法，干涉他国内政，
完全是非法无效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绝不承认
的严正立场。这一立场是长期的、一贯的，从未有丝毫
改变。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拿非法无效的历史废纸进行
炒作，企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
个中国原则，终究是徒劳。

国台办：依法终身追责“台独”顽固分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岁至59岁劳
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
大；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依然年富力强。

“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国
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说。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人口条件。

从总量上看，与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4000多万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尽管劳
动年龄人口减少，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岁至
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
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宁吉喆说。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
会长原新认为，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
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
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3亿多人，每年能保持1000多万
的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出生人口数量
快速回升；近10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等积极因素将支撑人

口总量保持增长……这都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人口资源
仍然充沛，人口红利将继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
优势将逐步显现。

普查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
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高中及
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 3.85 亿人，占比为 43.79%，比
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

“我国现有相当大规模的劳动人口，通过提升国民教
育水平和全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将持续释放
人才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冯文猛说。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质量改善支撑型的人才红利作用更加凸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提升
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
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
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曾玉平表示，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
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
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力
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我国人口红利是否就要消失？
新华社记者魏玉坤 邹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