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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完成督察反馈工作

华夏早报

10 省 ( 区 )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 10 月
21 日电 ( 记者 阚枫 付强 )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9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将于 22
日开始网上报名。一年一度的
“国考季”即将到来，相比往
年，本次国考招录呈现哪些新
趋势和新特点？近年来持续升
温的国考热度还会持续吗？
　　对比去年报名来看，2018
年度国考共有 120 多个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
2.85 万人。
　　而本次国考招录，招录单
位下降到95个，计划招录1.45
万余人，较上年度下降近一半。
　　从历史数据来看，国考招
录规模此前一直呈现出不断攀
升的态势。
　　1994 年，原人事部正式
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并组织了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

关公务员录用招考。有媒体曾
统计，当年的国考提供了 30
余个国家机关的 490 个名额，
最终 4400 人正式报考，相当
于 9个人争考一个职位。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公
务员的招录规模不断扩大。特
别是从近十余年来看，国考招
录规模呈现倍增，2007 年国
考共有 6000 余职位招录 1.2
万人，到了 2018 年国考，共
计划招录 2.85 万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
示，本次国考招录规模的大幅
压缩，其背景是今年启动的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一些中央部
门的合并重组，机构编制管理
上会有总量控制，新增公务员
数量的降低可以说是必然的。
　　“随着机构改革深入到地
方，这两年全国范围内的公务
员增量应该也会较往年有所减
少。”汪玉凯说。

　　华图教育公考辅导专家李
曼卿举例分析，近年来，国税
系统都占据了国考招录职位和
人数的半壁江山，机构改革大
背景下，国税地税合并之后，
国税系统少量的公务员或将划
归到省考招录。另外其他机构
合并，造成了人员相对饱和，
是造成今年国考缩编招的最重
要原因。
　　“明年地方党政机构改革
将全面推开，淘汰冗员，提高
效能是大方向，因此 2019 年
的公务员省考招录数量也可能
会压缩。”李曼卿说，公务员
招录再难出现 2015 年至 2018
年“大招考”的时代，而是会
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大。
　　李曼卿表示，综合各方面
的情况，因为招录规模的压缩，
公务员考试的竞争难度提升会
持续一段时间，但整体考试报
名的整体热度或不会减退。

　　中新网 10 月 23 日电 据
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消息，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3
日，第一批河北、内蒙古、黑
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东、
广西、云南、宁夏等10省(区)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全部完成督察反馈工作。反馈
会均由省 ( 区 ) 政府主要领导
主持，督察组组长宣读反馈意
见，省 ( 区 ) 党委书记作表态
讲话。

　　生态环境部指出，此次督
察反馈意见体现了四个方面突
出特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将“回
头看”发现的问题按照问题性
质和严重程度进行梳理分类，
逐一明列地方在督察整改中存
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及敷
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和“一刀切”等情况，并同步
移交 66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

　　二是统筹两个重点。既围
绕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开展
“回头看”，又针对各地污染
防治攻坚战重点领域开展专项
督察；既咬住督察整改不力问
题不放，不解决问题决不松手；
又加强重点领域专项督察，聚
焦精准深入，传导压力、压实
责任。
　　三是突出典型案例。在“回
头看”进驻期间公开 53 个典
型案例基础上，反馈期间又公

开 21 个典型案例，通过典型
案例，更好地聚焦突出问题，
回应社会关切，发挥震慑效果。
　　四是注重客观评价。根据
各督察组督察实际情况，客观
评价 10 省 ( 区 ) 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效果，有的取得
显著成效，有的取得重要成效，
有的取得积极成效，有的取得
一定成效。
　　生态环境部指出，总的看
来，各地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

察工作，将督察整改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
大发展问题来抓，强化部署推
动，切实解决问题，注重长效
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并取
得明显的整改效果。但也发现
许多问题和不足，特别是一些
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部表示，“回头
看”开展以来，10省(区)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整
改力度。

2019国考明起报名：招录 1.45
万人 国考热会降温吗？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者田晓航）小小一粒药，
关系到亿万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22 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草案二审稿提出，国家加强
对药品的管理，建立药品全程
追溯制度，保证药品质量安全。
　　为了让群众用上放心药，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提高基
本药物的供给能力，强化基本
药物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基本
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国
家完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建
立药品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统
筹协调药品研发、生产、流通、
使用、评价、监管工作，保障
公民用药安全、有效、可及。
　　为遏制药品低于成本价竞

标现象，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
加强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
并强化了违反法律规定参加药
品采购投标以低于成本报价竞
标的投标人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一些临床必需用
药局部性、结构性短缺频现。
草案二审稿提出，国家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遴选适当数量的
基本药物品种，满足疾病防治
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公布基本
药物目录，根据药品临床应用
实践、药品标准变化、药品新
上市情况等，对基本药物目录
进行动态调整。
　　不但要确保群众用得上放
心药，还要能用得起药。草案
二审稿提出，国家建立健全药
品价格监测体系，必要时开展
成本价格专项调查。

让群众用上放心药 中国拟建
立药品全程追溯制度

确保群众用得起药

从源头上预防可能出现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中新网 10 月 24 日电 据
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消息，
截 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强化监督工作已完成 9 个
轮次，共发现涉气环境问题近
2万个。
　　生态环境部要求，各监督
检查组在紧扣重点任务、严格
监督检查的基础上，要增强服
务意识，帮助污染企业从思

想上对生态环境理念真正重视
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可能出现
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
绕环境治理短板和群众关心关
注、反映强烈突出环境问题，
加大各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打
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深化综合整治，持续巩固大气
污染防治成效，切实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

生态环境部强化监督 9轮次 
发现涉气环境问题近 2万个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 10 月
21 日电 ( 记者 张尼 ) 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
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21 万
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
地方层面密集出台相关措施，

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公
共机构带头推广、差异化交通
管理成为特点。
　　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今
年以来，包括山东、江苏、江
西、安徽、云南、天津等地都
密集出台相关文件，设定了本

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
　　例如，本月《安徽省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到
2020 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达到 15 万辆左右。

多地出台政策促新能源汽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