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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于 水 常 虹）
3月18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阜蒙县“3570”工程蒙古贞乌兰牧
骑文艺演出走进大板镇衙门村，为当
地群众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

活动中，文艺工作者组织群众开
展了广场舞培训，经验丰富的舞蹈老
师耐心讲解动作要领，大家学得认真，
跳得起劲。

随后，县文化体育旅游中心的演
员们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好来宝、歌曲、民族舞蹈等一系列极具
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博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当天，县司法局、县科协相关工作
人员还为当地群众进行了法律宣传和
科普宣传；润视眼科医院和大板镇卫
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大家进行了免费义
诊。

“3570”工程文艺演出走进衙门村

惠民“大餐”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丁枫林 李司佳）
3月18日，富荣镇召开领导班子换届
工作动员会议。县乡镇换届风气第三
督导组出席会议并就换届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会议解读了富荣镇领导班子换届
工作方案；宣读了《换届纪律“十严
禁”》。

会议要求，全镇上下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责；
加强领导，把握好换届工作主动权，圆
满完成全镇领导班子换届的各项任
务。

富荣镇

召开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动员会议

3月16日，本报记者参加了县人民
法院开展的“今天我当班”媒体体验采
访活动，零距离体验县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主任徐丽萍日常真实的一天。

将公平植入人心，将正义带给百
姓，这是阜蒙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主任徐丽萍十几年如一日不变的信
仰。无论是身处条件艰苦的基层法庭，
还是在立案庭任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她
一直践行着自己的承诺，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创造了骄人的工作业绩。

据统计，2020年，徐丽萍共受理民
事案件 611 件，结案 611 件，结案率
100% ，其中调解结案436 件，平均审理
周期 0.81天。

8:30——8:50
徐丽萍早早来到单位，理清了一天

的待办事项。8时30分，她和同事们身
着制服、佩戴法徽，已在工作岗位上做
好准备。“您好，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办？”
随着一声询问，徐丽萍及工作人员开始
了他们忙碌的一天。“诉讼服务中心是
法院的窗口，我们就是要擦亮窗口，让
群众借助法律的力量，以看得见的方式
感受到人民法院的公平正义。”徐丽萍
经常对窗口工作人员这样讲。

9:00——11:00
又是一连串的电话沟通，“办案能

手”徐丽萍当天的工作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开庭内容审阅、安排法官助理庭前
准备、接到一名律师的电话说要送交文
件……仅上午她就需要审理并调解关
于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物业
合同纠纷等内容的3个案件。法槌落
下，记者和徐丽萍走出审判庭，她对记
者说，法律是严肃的，但司法过程却可
以是温情的。法庭并不都是剑拔弩张

的，因为最强大的力量或许并不是暴力
或强势，而在于能否走入内心。

11:00——11:30
刚开完庭，徐丽萍马上来到调解工

作室。她告诉记者，由于今天调解的当
事人因工作原因在外地不能到现场，她
要通过音视频在线调解的方式与双方
取得联系，最终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并得到部分履行。法官耐心地为案件
当事人做调解工作，看到当事人放下心
结重归于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轻松与
喜悦。

13:00——14:00
吃过简单的午餐后，徐丽萍回到办

公室还来不及休息片刻，便一边审阅着
卷宗，一边准备开庭提纲。“有的法官一
天要开三、四个庭，审判、调解等，像陀
螺一样转个不停。”徐丽萍告诉记者，为
破解案多人少难题，县法院多管齐下，
组建“速调快审”团队，探索在县法院建
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与速调快审
工作机制。2020年，3名速裁法官全年
共审结案件1230余件，成为助推审判的

“加速度”。
14:00——16:00

下午两点，在法院特色家事法庭

里，徐丽萍审理了这起案件。记者发
现，这是一个圆桌式家庭审判庭，桌上
的原告、被告座签也换成了丈夫、妻子
的座签，处处彰显着人文关怀、维护和
谐家庭关系的温馨氛围。经过一个小
时的开庭审理，当事人双方在庭上达成
调解，从立案到调解结案仅仅用时 1
天。

16:00——17:00
开庭过后，徐丽萍马上来到诉讼服

务大厅审查一天受理的卷宗材料。她
告诉记者，窗口平均每天受理的卷宗能
有50册左右，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她都
会来到这里，从普通的文书格式到证据
材料，再到法律关系都要耐心细致地审
查。

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徐
丽萍还要静下心坐下来写判决，制作法
律文书。天渐渐黑了，法院大楼却灯火
通明，加班加点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临
走时，徐丽萍还熟练地把一个笔记本放
到包里，白天没来得及完成的学习内容
也不能落下，她笑了笑说道。

其实，法官们日常工作就是这样，
不仅有法庭上的威严和庄重，有繁忙和
琐碎，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养老金，事
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刚刚公布的“十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体
系，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这释放了什么政策信号？未来五
年，城乡居民养老金还会涨吗？记者专
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
保险司司长刘从龙。

城乡居民养老金还会涨吗？
刘从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

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来自中央和地方
各级财政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来自参
保人自己每年所交的养老保险费用。

在参保人个人缴费水平不下降的
情况下，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那
每个月能拿到的养老金一定是涨的。
而且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城乡居民养老金还会逐步提高。

我们已经建立了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未来将从提高
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方面
共同着力，提高城乡居保保障水平。

一方面将推动中央和地方统筹考

虑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保标准调整情
况，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另一方
面将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合理
确定和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档次标准，鼓励参保人根据自身经济
状况选择合理缴费档次，在缴费周期内
持续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累。

事关5.42亿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刘从龙：截至2020年末，我国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
5.42亿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其中
包括6870万贫困人员，基本实现了贫
困人口应保尽保。

2017年代缴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共
为困难人员代缴1.19亿人次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费129亿元。截至目前，
超过1.6亿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其中包括3014万贫困老人。

中央确定的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已从制度建立初期的每人每月55
元提高至93元。2020年，各级政府提
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超过
3000亿元。再加上地方财政补贴增长

和个人缴费积累，城乡居保人均养老金
水平已提高至2020年底的170元/月。
对农村老人来说，这是一项稳定收入，
能为减少老年贫困、调节收入分配等发
挥重要作用。

多措并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
刘从龙：未来五年，还将通过几方

面重点任务，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提
高待遇水平。

一是完善城乡居保保费代缴政
策。地方政府结合实际，为参加城乡居
保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保费，增强
制度的兜底保障功能。在认定低保对
象时，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不计入家庭收入。

二是落实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我们将根据基础养老
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待遇构成方式，
优化养老保险待遇结构，提高待遇水
平；指导各地建立缴费补贴动态调整机
制，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员可适当
增加缴费补贴；加快城乡居保基金委托
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城乡居民养老金未来五年还会涨吗？

忙 碌 且 充 实
本报记者 于 水 吴碧莹

记者体验法官日常一天——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17日启动全国打击毁林专项
行动，对2013年以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
清理排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违法
犯罪行为，进一步维护森林资源管理秩
序，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专
项行动于3月至12月集中开展，全面清
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
木、违规拆分审核（批）、临时用地逾期使
用、违规调整和破坏国家级公益林等问
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涉案林地林
木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的案
件；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
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违规情形。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地要将专项行
动和森林督查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
森林督查已经建立起来的管理和技术体
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运用
卫星遥感、群众举报、媒体监督等举措，
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要把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等生态区
位重要、敏感、脆弱地区作为重点排查区
域，把涉案数量大、顶风作案、性质严重、
情节恶劣的大案要案作为重点整治对象
进行查处。

国家林草局启动专项行动

全面清查毁林开垦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