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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期完成全部编审程序

今秋学期开始投入使用 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
悉，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
编教材近期完成全部编审程序，将于今年秋季学期
开始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三年内覆盖
所有年级。
　　2022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育三科统编
教材修订工作。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
共200余人，包括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教研部
门、中小学校的思政专家、学科专家、课程专家、
教研员和教师等。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教材修订
加强整体设计，系统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要求，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加强国家安
全教育、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等相关重大主题的学习，选材更加丰富，编排更加
科学，育人导向更加鲜明。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教材修订过程中，教育
部组织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50多所学校、2000多名教师、10万多名学生开展试
教试用，组织500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进行
精细审读，全面检验教材的适宜性。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对修订后的教
材进行严格的初审、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
教材委员会审核，全面把好政治关、科学关和适宜关。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教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
教研员国家级示范培训，各地8月底前完成授课教
师全员培训。同时，将持续开展教材使用监测，及
时了解教材使用情况，充分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提
高教材质量。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 通讯员
何悦东）8月27日，全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规
范化建设现场观摩会召开，集中观摩各县级和部分镇

（街道）“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对“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规范化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指出，我市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组织
领导和工作机制体系，各级各部门协同共治、凝聚合
力，在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明显
作用。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分析当前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推动“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规范化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高标准
推进各项工作举措落地落实。要突出工作重点，按照
场地建设标准化、中心运转规范化、工作机制制度
化、矛盾调处法治化、信息系统智能化要求，进一步
明确职责定位，不断完善协同处置、对接联动、评价
督导等工作机制，提升预警预判、就地化解、基层吸
附“三个能力”，全力推进以法解纷、以法止争。要
强化组织领导、业务指导和宣传引导，构建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多元化解。

全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规范化建设现场观摩会召开

治服“黄牛” 各方都要“给力”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今夏，旅游市场尤其是一些热门景点、博
物馆热度爆棚，频频“一票难求”。殊不知，
游客抢不到的票，不少在“黄牛”手里。
  “黄牛”一直是旅游票务市场的顽疾。每
逢旅游旺季，面对热门景点预约门票异常火爆
的市场需求，“黄牛”便忙得不亦乐乎，他们
不仅利用技术手段非法抢占预约名额，还忙着
倒卖免费门票，一套操作下来赚得盆满钵满，

其行为坑了游客、乱了市场，实在可恶可恨。
  许多外地游客拖家带口，就是奔着这些热
门目的地来的，抢不到票、进不去门肯定遗憾
满满，权衡之下只能无奈掏钱买“黄牛”票。
对于“黄牛”非法抢占、倒卖门票等违法行为，一
些景区景点虽然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但“黄牛”
猖狂依旧，其行为不仅让游客们望“票”兴叹，严
重打击了旅游者的旅游热情，也放大了市场供需
不平衡，侵害了他人公平预约的权利。
  针对“黄牛”非法抢占、倒卖门票乱象，
北京市重拳出击，提升了法律威慑力，还需要
从上到下，从职能部门到景区景点，从技防到
人防，更主动、常态化地治理。一方面，监管
部门、景区景点等不妨积极探索各类技防手
段，堵上各类系统漏洞，让“黄牛”无“技”
可施。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依法敦促各大平
台负起责任，增强对倒票内容的过滤能力，让
“黄牛”失去交易的空间。此外，我们也呼吁
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消费，共同抵制“黄
牛”行为，让旅游成为一场真正的享受而非
负担。
  “黄牛”不除，踏上旅途的每一个人都有
可能成为“冤大头”。只有让“黄牛”不再
“牛”，游客才会近悦远来。

  为有效净化首都旅游市场秩序，北京
警方依托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组织刑
侦、网安、环食药旅总队相关警种及东
城、海淀、天安门等公安分局成立工作专
班，围绕“黄牛”非法抢占、倒卖旅游景
点景区、重点高校门票（预约名额）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涉旅问题，网上网下全方位
追溯排查，全链条开展专项侦查打击工
作。暑期以来，共刑事拘留62人、行政拘
留117人，全力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秩序和旅
游环境。      （据央视新闻）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见
习记者 李淑蒙）8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潍坊港航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海洋是资源的宝库、交通的命脉、战略的要
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港航经济发
展，利用潍坊在海洋资源方面的优越条件打造海洋
强市。截至目前，潍坊港已同世界上6个国家和地
区的13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年均船舶进出港超过
2万艘次，货物吞吐量达到4000余万吨。此外，潍
坊还是船员大市、航运大市，注册船员数量约占全
国的1/10，年船员培训发证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拥有75艘内贸运输货船，内贸船舶总运力居山东
首位。
  为深入推进“三区互融”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年初，我市发布了《潍坊港航一体化高质量融
合发展行动方案》，创新举措、创优服务，港口通
航效率、安全生产效率、资源运行效率和信息化建
设水平获得显著提升，潍坊港航经济发展逐步驶入
快车道。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港航一体化建设包括

一体化交通组织、一体化船舶核查、一体化通关服
务、一体化应急处置、一体化信息共享五大行动，
聚焦实施船舶全程动态跟踪、优化船舶进出航道规
则、实施锚地预约指泊制度等30项工作任务，分别
从海事、港口、引航等多个职能部门和企业入手，
以分工协作和协同处置为基础，全面梳理制约港口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不断优化体制机制、细化
服务举措、量化考核指标，在各自领域形成工作合
力，全力推动潍坊港发展动能转换、提档升级。
  目前，《潍坊港航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行动
方案》确定的58项具体任务已完成过半。港口通航
效率、安全生产效率、资源运行效率和信息化建设
水平持续提升，口岸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上半年
新开通“潍坊－日本”“潍坊－东南亚”两条外贸
新航线，同时将“潍坊－青岛”内贸航线加密到天
天班，到2026年内外贸航线将达到20条以上。1至7
月，潍坊港进出港船舶9153艘次，同比增长11.8%，
货物到达发送量2557万吨，同比增长3%，在目前航
运经济持续低迷的国际大环境下，潍坊港航经济实
现了逆势上扬，潍坊港整合运营以来首次实现扭亏
为盈。

港航一体化 助力潍坊港经济强势上扬

1至7月职工医保个账家庭

共济金额超227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1至7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1.91
亿人次，共济金额227.38亿元，25个省份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
共济。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内家庭共济1.8亿人
次，共济金额208.32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
1095.83万人次，共济金额19.06亿元。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见习
记者 李淑蒙）8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潍坊市标准创新应用奖励办法》（以下
称《办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
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我市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
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关
于深化标准化战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进一步激发企业主体标准创新
活力，推进科技成果向标准转化，今年，市市场监管
局组织开展了《办法》修订工作，于8月1日由市政府
正式印发。
  潍坊市标准创新应用奖励分标准创新项目奖励和
标准应用项目奖励两类，每年评审审定一次。标准创
新项目分设一等、二等、三等；标准应用项目不分等
级。奖励政策自2016年实施以来，全市奖励标准创新
项目91项、标准应用项目65项，落实市级财政资金
1725万元，项目涵盖机械、化工、建材、环保、纺织
服装、农业以及社会治理等多个行业领域。
  奖励政策的实施引导，激发了全社会标准创新应
用的动力和活力，加快了全市标准化战略实施进程，
促进了标准化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社会各领
域的融合发展，标准化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企业参与
度逐年增长，标准创新工作成果递增趋势显著。以近
三年为例，全市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总
数分别是56项、88项和111项，市级地方标准和企业
标准总数稳居全省首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我市深入实施奖励政策

激发标准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