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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坚决防范涉及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群死群伤事故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首席记者 张邦毛）据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
息，2020 年秋季新学年陆续
开学，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新学年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下发通
知，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交通保障、
事故预防等工作，坚决防范涉
及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的群死
群伤交通事故，全力守护平安
上学路。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与
教育行政、学校等单位沟通，

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开学
批次安排，提前分析研判学校
周边道路交通特点和学生上下
学出行特征，及时预警提示学
生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排查隐
患，督促学校及校车企业加强
校车维护管理，严禁校车“带
病”上路，全面掌握校车驾驶
人思想状况和身体健康情况，
严禁有问题的驾驶人驾驶校
车。对校车行驶线路特别是受
洪涝灾害影响的线路开展全面
排查，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问
题隐患，推动相关部门消除安
全隐患或调整校车线路。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疏
导管控，积极推行“校家警”
管理模式，组织老师、家长志
愿者、民警在上下学高峰时段
设置“护学岗”，加强交通疏
导和秩序维护，缓解学校门前
接送学生车辆集中通行和停放
压力。集中整治违法，严查校
车未取得许可、超员超速、不
按审核路线行驶以及社会车辆
不礼让校车等违法行为，严治
“黑校车”等问题。及时查处
校园周边及重要路口路段乱停
乱放等违法行为，有效净化校
园周边交通环境。

　　通知指出，各地要联合教
育行政、学校、媒体机构、公
益企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创
新宣传手段，结合“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通过网络直播、
学校网课、固定式宣传栏等方
式集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
主题活动，切实增强中小学生
“知危险、会避险”能力。加
大警示曝光，集中曝光典型交
通违法和事故案例，引导学生、
家长选择合格车辆和有资质驾
驶人接送学生。公布举报电话、
举报网络平台等措施，鼓励群
众举报“黑校车”和校车违法

行为。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
表示，少年儿童的平安健康，
关系祖国未来、民族希望，守
护平安上学路，需要社会各界
一起努力，呼吁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学生交通安全，学校、家
长要切实履行监管看护责任，
校车驾驶人要自觉遵法守规、
安全文明驾驶，社会车辆要依
法主动礼让校车，希望小朋友
们“知危险、会避险”，提高
安全防护意识，获得更强自护
本领，学习、生活更上一层楼。

全国各地秋季开学：分期、分批、错时、错峰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首席记者 张华勇）记者 27
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全国 31 个省 (区、市 )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经明
确了秋季学期开学的安排，均
按分期、分批和错时、错峰开
学进行。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介绍说，各地中小学、托幼
机构和高校开学基本安排在 8
月 15 日到 10 月 10 日期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幼
儿园秋季学期延期开学，并从

9月 1日起开展“空中课堂”
线上教学。
　　王登峰表示，教育部要全
面跟踪和指导各地秋季学期开
学的情况，坚决不能有丝毫的
麻痹和懈怠，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必须要落到实处，也要防止
过度防控。同时，要强化健康

教育，鼓励各地各校广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
　　据介绍，为做好 2020 年
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
工作，教育部此前已印发相关
通知及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
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要求各地和学

校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学
校实际，落实对师生员工的健
康监测要求，全面排查各类设
施设备安全隐患，周密安排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
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人社部：鼓励事业单位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首席记者 张华勇）据人社
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人
社部组织实施人才服务专项行
动。其中，人才活力激发行动
提出，落实高层次人才工资分
配激励政策，鼓励事业单位对
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
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
的分配形式。

　　人社部介绍，专项行动包
括技能中国行动、高端人才引
领行动、人才活力激发行动、
专家人才下基层行动、人才资
源高效配置行动、人才人事扶
贫行动、人才服务提升行动、
人才表彰宣传行动等，形成人
才服务套餐，发挥整体效应。
各项行动都力求务实管用、落
地见效。具体如下：

　　针对制约技能人才发展的
体制机制问题，围绕健全技能
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
制度，研究制定加强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大力发展技工教
育、完善技能人才工资分配、
加强技能人才表彰奖励等政策
措施。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面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推

动“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
以工代训、农民工稳就业职业
技能培训计划等政策落地，启
动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加
快职业培训教材和国家基本职
业培训包开发。
　　围绕现代制造重点领域和
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领域，
持续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
划，加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

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
设，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大
力发展技工教育，加强技工院
校专业、教材、师资、信息化
等基础建设，推进产教融合、
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建立专
业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稳定技
工院校招生规模，定期举办教
师职业能力大赛和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