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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约谈13家网络服务商

要求规范网络转载

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解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10月1日起，除了有让人
“喜大普奔”的假期，还有一
大拨影响你我的新规实施，这
些新规涉及我们河南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和大家密切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工资】 月最低工资
标准至少上涨80元

今年7月30日，省政府下
发《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
标准的通知》，10 月 1 日起，
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我省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
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720 元
调整为 1900 元，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6元调整
为 19元；二类行政区域月最
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570
元调整为 1700 元，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4.5元调
整为 17元；三类行政区域月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将 从 现 行 的
1420元调整为 1500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3
元调整为15元。

【保险】提高失业保
险金标准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
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也进行了
调整。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全
省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由此
前的每人每月 1376 元、1256
元、1136 元分别调整为每人
每 月 1520 元 （一 类 行 政 区
域）、1360 元 （二类行政区
域）、1200 元 （三类行政区
域），平均每人每月同比增加
104元，平均增长8.3%。

【驾考】开始实施“打
卡计时”新规定

10月1日起，我省驾考正
式实施“打卡计时”新规定，
学员完成规定学时之后才能够
预约考试。

以前，驾校虽然对学员练
车时间有一定要求，但是学员
能否参加考试跟练车时间关系
不大，而是和练车水平直接挂
钩，只要达到考试要求就能参
加考试，缺乏相应的约束条
件。新规实行以后，大纲规定
了相应的学时。比如，C1驾
驶证计时培训时间需要 62个
学时，学员只有学够学时后，
才能预约考试。

【环保】受污染地块不
得用于居住和商业

不久前，河南省环保厅公
布了《河南省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该办法将于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办法》 规定，列入污染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居住用
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
机构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不得组织出让，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此外，《办法》 还明确了
土壤环境治理责任。按照“谁
污染，谁治理”原则，土壤污
染责任人负责开展疑似污染地
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晚综

9月 29日，国家版权局在
京约谈了趣头条、淘新闻、今
日头条、一点资讯、百度百家
号、微信、东方头条、北京时
间、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新
浪新闻、凤凰新闻和腾讯新闻
13家网络服务商，要求其提高
版权保护意识，切实加强版权
制度建设，全面履行企业主体
责任，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
序。

今年 7 月，国家版权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开展
打 击 网 络 侵 权 盗 版 “ 剑 网
2018”专项行动，将网络转载
版权专项整治作为专项行动的
重点任务。

国家版权局强调，网络服
务商直接转载传统媒体作品
的，要进一步完善版权管理制
度，坚持“先授权、后使用”
的著作权法基本原则，未经授
权不得直接转载他人作品；依
法转载他人作品时，要主动标

明作者姓名和作品来源，不歪
曲篡改标题和作品原意；要积
极与权利人及相关版权组织开
展版权合作，完善授权许可机
制，遏制网络侵权盗版。

据了解，下一阶段，各级
版权执法部门将重点打击网络
转载领域存在的各类侵权盗版

行为，引导网络企业加强版权
自律、规范版权管理，推动网
络平台与权利人 （组织）、版
权相关联盟 （协会） 开展版权
合作、探索符合网络使用需求
和传播规律的转载授权模式，
共同维护良好的版权秩序。

据新华社

10月1日起

这些新规将影响河南人

9月26日，记者从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召开的全省职
称工作座谈会上获悉，今后评
职称不用再拎着材料跑，点点
鼠标就能申报，不再“唯论
文”“唯资历”“唯学历”，师
德、医德有问题“零容忍”，
学术造假“一票否决”。

职称申报突出分类评价，
按照精准化原则，充分体现专
业特点和行业要求，分类建立
体现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不
同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评价标
准，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人才，
让各类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尊
重和体现。破除“唯论文”

“唯资历”“唯学历”倾向，突

出创新创造，增加技术创新、
专利、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等
评价指标的权重，将科研成果
转化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作为职称评价的重要业绩条
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的评价导向，重点考察职
业道德，对师德有问题、医德
有问题的参评者实行“零容
忍”，对学术造假“一票否
决”。

我省将进一步下放职称评
审权限，按照畅通渠道、动态
管理、确保质量的原则，有序
推进职称评审权限下放，不断
扩大省辖市、县(市、区)职称
评审权限。 晚综

网络服务商

约谈内容
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

我省职称评审
今后重点考察职业道德

《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日前正式公
布。规划聚焦了农业农村哪些
最突出问题？我国将采取什么
措施使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 2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
对相关热点问题作出解读。

六大行动聚焦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青山绿水寄托着城市人的
乡愁，也是广大农民期盼的家
园。

“这些年来，农村人居环
境保护建设有了比较大的进
步，但是与城市相比还是明显
落后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余欣荣在发布会上说，全国还
有近四分之一的村生活垃圾没
有得到收集和处理，使用无害
化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不到一
半，80%的村庄生活污水没有
得到处理，约三分之一的行政
村村内道路没有实现硬化，影
响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

规划提出，坚持乡村振兴
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
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类
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各具特色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余欣荣表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第一场硬仗。规划提出以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
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

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制定了农村垃
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厕所革命、乡村绿化、乡村水
环境治理和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建设等六个重大行动。下一
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
与有关部门一道，坚决打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
仗。

农业产业突出质量兴
农、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至关
重要。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存
在产品多而不优、品牌杂而不
亮等问题。

余欣荣表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
稳定在 1.2 万亿斤以上，农产
品能够基本满足消费者需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年营业
收入在 7000亿元以上。同时，
农业农村发展依然面临产业
小、散、杂，发展方式如何从
产量导向转到绿色发展导向的
问题。

据介绍，规划对此提出了
28项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
大行动来振兴乡村产业。我国
将着力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
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实现中国人的碗里装自己
生产的粮食，中国人的粮食要
用自己繁育的先进品种。进一
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国际竞
争能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推进质量兴农，坚
持绿色发展，进一步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将更多要素导入县域
经济发展的平台。抓好特色产
业，继续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形成新时代乡村人才振
兴大合唱

农业农村如何留住人，新
农人如何在“互联网＋”广阔
天地有所作为，直接关系乡村
振兴成效。

“戏好还得靠唱戏人。”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发
布会上表示，农村产业兴旺，
最根本的是靠亿万农民群众，
规划里专门明确了强化人才支
撑。

据了解，规划在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
乡村建设三方面作出具体部
署。

“要做好人才振兴工作，
一要练好内功，不仅要发挥好
党管人才的政策引领作用，还
要人才本身更了解农村、熟悉
农民、研究农业，只有这样，
人才在乡村这块土地上才能真
正服水土，发挥应有作用。”
余欣荣说，还要借助外力，欢
迎各方面人才聚集到乡村舞台
施展才华；各级党委政府要在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下功夫，农
业农村部将推动实施农业科研
杰出人才计划、杰出青年农业
科学家项目、农业推广服务特
聘计划，形成新时代乡村人才
振兴的大合唱。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