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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宁日报记者 方 亮
王 奇) 3月2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相
关会议精神，听取我省人才工作情况汇
报、审议相关文件；传达学习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相关会议精神，部署我省开展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工作；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
议筹备情况汇报。省委书记郝鹏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
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过去一年，辽宁不断完善人才政策
体系，创新人才工作举措，优化人才发
展环境，人才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
效。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
思想，大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要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
全面领导，强化人才意识，压实工作责
任，优化发展格局，形成工作合力。要
加快建设符合振兴发展需要的高素质
人才队伍，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
加大重点领域人才支持力度，培养用好
青年科技人才。要加大力度精准引进
急需紧缺人才，面向重点产业优化升
级、转型发展需要，持续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要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管理
和评价制度，支持激励各类人才在决战
决胜中担当作为。

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各地各有关部门聚焦群众
关切的痛点难点，解决了一大批急难愁
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下一步，要把整治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
常抓不懈，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强化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加大办案力度，不
断深化以案促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更加爱
戴习近平总书记、拥护中国共产党，齐
心协力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会议指出，开好省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对于引导各方面进一步将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展现
辽宁政通人和、勇于争先的大好局面，
打好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具有重要意
义。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以严谨细
致的作风扎实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
作。要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严肃会风会纪，积极营造
良好氛围，高质量开好本次大会，以实
际行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
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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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春季防火紧要
期，据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会商研判，今年春季我国气温总体偏
高，降水总体偏少，部分地区旱情可能
持续并发展，高火险区域将不断扩大，
呈现“南北并重”态势，森林草原防灭火
形势严峻复杂。3月21日上午，应急管
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系
列安全知识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森林草
原防灭火安全知识。

农事用火：做到有审批、有条件、有
监督、有管理

“90%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都是人
为因素引起的，农事用火、祭祀用火、
随手丢烟头等都有可能导致火灾。”应
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司长杨旭东表
示，春季气候非常干燥，大风天气频
发，提高全社会森林草原防火的意识
和能力，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森林火
灾的发生。

进入春季，各地农事用火增多，在
森林草原邻近地带开展的农事用火如
果管控不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

“农事用火应做到有审批、有条件、有监
督、有管理。”东北林业大学校长助理、
林学院院长孙龙表示，防止“跑火”，有
三点需要注意的事项：

开展农事用火前，要向所在地的村
（居）民委员会办理野外用火的审批手
续。村（居）民委员会应督促用火单位
和个人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并落实监
管用火现场的责任人。同时，要在邻近
的林地和草地边缘提前清理可燃物，形
成隔离带。

开展农事用火时，需特别关注天气
预报，严禁在高温和大风天气用火，火
险天气等级在三级以下才能用火。此

外，用火时还要携带灭火工具，注意看
守，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开展农事用火后，要全面检查用火
区域，用土或水熄灭余火，确保明火和
火星全部熄灭后方可离场，做到“残火
不过夜”。

踏青祭祀：文明祭祀，环保出游，进
山入林不带火

最近，春游踏青、自驾露营的人越
来越多，到户外放松、感受春意的同时，
如果违规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将带来不
小的火灾隐患。

“林区植被丰富，多为枯草、落叶等
易燃物，抽烟、明火野炊烧烤等行为都
存在着极大风险隐患，稍有不慎就可能
引燃周围的植被。明火没有完全熄灭，
可能复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山东
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场长高玉红提醒，不
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同时做好对少年
儿童的看护、教育。

清明将至，野外祭祀活动增多，
同样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历史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森林草原火灾的
起因中，祭祀用火排在首位。”孙龙建
议，公众在邻近森林草原地带开展祭
祀活动时尽量少用火、不用火，可采
用鲜花替代烧纸，以献花、除草、种
花、植树等方式来祭奠亲人；各地应
设立集中的祭祀地点，配备必要的防
火设施，安排专人进行服务和管理，
降低失火风险。

“春季防火紧要期要守住山、看住
人、管住火，紧盯山头、地头、源头，看好
村口、沟口、路口，全面查火险、积极除
隐患，坚决把火源堵在山下林外。”应急
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
展利表示，每个人都要当好护林防火的

宣传员、安全用火的行动者，共同守护
美丽绿色家园。

遭遇山火：冷静应对，正确逃生，科
学避险

“我国森林火险等级分为5个等
级。在进山入林前，公众应关注有关部
门发布的森林火险提示。”孙龙介绍，当
火险等级达到4级时，就应尽量避免到
野外活动，部分林区也将采取封闭措
施。当火险等级达到5级时，易出现重
特大森林火灾，林区通常会全面封闭，
严禁一切野外火源。

一旦遭遇山火，该咋办？
“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可拨打全国

统一森林火警电话12119。”申展利表
示，报警时一要讲清楚火情发生地点，
二要讲清楚火势大小和植被情况，三要
讲清楚联系方式，以便有关部门精准调
度救援力量。

“冷静应对，正确逃生，科学避险。”
孙龙表示，如果火势较小，可以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身边的树枝拍
打或用土覆盖火苗。如果火焰较高、燃
烧剧烈，则应避免与火直接对抗，以最
快的速度撤离至安全区域，等待专业的
扑火队伍处置。

孙龙建议，在逃生避险的过程中要
讲究策略。首先，要选择正确的逃生路
线，优先向逆风或侧风方向逃生，开阔
地、道路或者河流等没有可燃物的区域
是较为安全的区域，千万不要进入密
林、草丛或者谷底等危险地带。其次要
降低身体重心，避免吸入浓烟，可用湿
毛巾或者衣物来捂住口鼻。最后，要及
时向外界发送位置信息，如果手机用不
了，可在较为明显的位置挥舞鲜艳的衣
物或旗帜，等待救援。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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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振经营

主体信心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各地正

积极以法治思维努力优化营商环境，规范

政府行为，保障企业公平竞争，保护产权，

助力创新，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

到实处。

近年来，我国锚定营商环境法治化建

设，持续推动完善营商环境法律体系。《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等法律规范陆续出台，为经营主体

构筑起坚实的法治壁垒。同时，我国行政

审批流程深度简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持

续深化，多地创新执法模式，“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一件事情一次办”等举措落地

生根，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赋能。在司法

实践层面，通过压缩商事案件审判周期，

有效降低了商事主体解纷成本。例如，

202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涉企案件

平均结案时间从上年的112.9天减少至

80.2天。又如，山东潍坊政法机关设立

涉企案件“绿色服务窗口”，审结涉企案件

5.1万余件，同比上升6.92%，解决商业纠

纷用时同比下降7%。此外，法治宣传深

入推进，企业合规意识显著增强，行业协

会积极发挥引领与规范作用，公众法治意

识整体提升。

不过也要看到，营商环境法治化实践

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部

分政策法规难以及时跟上新产业、新业态

发展节奏；中小企业获取法律帮扶资源受

限，维权成本较高；消费者投诉与纠纷解

决机制效率不高；等等。对此，要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用心用情打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推进营商环境

法治化，一方面要做到精准立法，深入钻

研各产业特性与发展需求，打造适配度高

的政策法规。例如，针对蓬勃发展的新兴

科技产业，出台相应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

范，界定与保护数据产权等新兴权益。另

一方面需构建动态调整机制，紧跟产业变

革与市场变化步伐，及时修订完善，保证

政策法规时刻踩准产业发展节拍。

切实维护中小企业利益，有赖于社会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搭建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或低成本法律咨

询、合同审查等服务。建立法律风险预警

机制，借助大数据分析企业常见法律风

险，及时向企业推送预警信息与应对策

略，促进公平竞争氛围形成。

消费者是市场的生机之源，维护消费

者权益是推动商业生态良性循环的核心

动力之一。搭建完善消费者投诉处理平

台，借助互联网技术简化投诉流程，实现

投诉的线上便捷受理、快速精准分转以

及实时动态跟踪，以提升投诉处理效

率。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凝聚消费维

权合力，建立小额消费纠纷快速裁决机

制，切实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为消费者

维权提供便利。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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