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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人间草木知”，立春，是一
年中的第一个节气，它满腔热忱地
拉开了春的序幕，宣布了万物复苏
的开始。立春时节人们往往需要多
食发散之品，如荠菜、香椿、萝卜苗、
榆钱、观音菜等绿色健康食品。开

元酒店大厨们于2月28日前精心准
备了生炝冰藻、蒜香观音菜、荠菜水
饺、香菜豆腐、糖醋萝卜苗等多种营
养丰富、健康养生的美味佳肴供您
品尝，让我们携手枣庄开元捕捉春
的气息！

立春知野味

教育部禁高校提前考核抢生源
高考前不得开展与招生挂钩考核活动
省级优秀生等5类高考生具备保送资格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做好
2015年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
作的通知》，从 2015 年起，高校考
核原则上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
成绩公布前进行，高考前不得以任
何形式开展与综合评价招生挂钩
的考核活动。

通知要求经批准开展综合评
价招生试点的省份和高校，要进一
步明晰试点定位，主要探索基于统

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
制，不得采用自主招生办法招生。

记者了解到，2014年保送生招
生类型将在今年继续。共计五类
考生具备普通高校招生保送资
格。分别为：教育部批准的 16 所
外国语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获
奥赛一等奖、并被选为奥赛国家队
集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省级优秀

学生；符合保送要求的退役运动
员；公安英烈子女。

通知要求，严禁高校以保送生
招生形式违规录取未经本校文化
测试和相关考核的考生。严禁高
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将外国语中
学推荐保送的学生录取或调整到
非外语类专业。

▶针对艺术类专业招生：不得超招生计划数4倍
通知要求，同一高校同一艺术

类专业应采用同一种录取办法。
要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
要求，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

校自行划定的文化成绩原则上不
得低于生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划
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组织校考的高校要严

格控制校考合格证发放数量，不得
超过相应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数
的 4 倍。非艺术类专业不得按艺
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办法招生。

▶针对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人数禁超本科招生数1%
通知要求，经教育部批准的部

分高校艺术团招收特长生工作，要
按照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严格控制艺术团招生规模。高水
平艺术团录取人数不得超过主管
部门核定的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计
划总数的1%。

试点高校要统筹考虑学生艺

术特长和学业发展，严格执行有关
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求。除个别
经教育部批准的高校外，试点高校
须在生源省份第一批次最终模拟
投档线下 20分以内录取艺术测试
合格考生，不得低于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

对于少数艺术测试成绩特别

优秀的考生，高校可适度降低高考
文化成绩录取要求，但不得低于本
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高校
录取此类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
当年艺术团招生计划的15%，按不
超过拟录取考生数的 2 倍确定公
示名单。

▶针对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禁超本校年招生总数1%
通知要求，试点举办高水平运

动队的高校，要严格控制运动队招
生规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规模
不得超过主管部门核定的本校年
度招生计划总数的1%。要根据本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发展情况，
合理安排并公布运动队各项目招
生计划。

通知规定，试点高校要统筹考
虑学生运动特长和学业发展，严格
执行有关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求，

在生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
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
录取体育测试合格考生。对于体
育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高校
可适度降低高考文化成绩录取要
求，但不得低于本科第二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的65%，高校确定的此
类考生入围公示人数不得超过学
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
30%；在已合并调整录取批次的省
份，试点高校要适度提高文化成绩

录取要求。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
健将、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或
以上)称号之一的考生，可申请参
加试点高校组织的文化课单独考
试，也可选择参加高考。对于通过
高校文化课单独考试方式录取的
考生，高校确定并公示的入围人数
不得超过本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
招生计划的20%。

今年五类具高考保送资格考生
1.在高中阶段被评为省级

优秀学生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2.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

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决赛
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遴选为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队集训的应届高中毕业
生。

3.仅面向高校外国语言文
学类专业，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

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中
高中阶段连续就读、思想品德和
学习成绩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
生。

4.符合公安部、教育部印发

的《普通公安院校招收公安英烈
子女保送生的暂行规定》(公政
治〔2000〕138号)的公安英烈子

女。
5.符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等6部(局)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

作的意见》(体人字〔2002〕411
号)中有关保送要求的退役运动
员，即曾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
名、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

体育比赛前八名和获得球类集
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
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项
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退役

运动员。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实现“六连降”
记者 3 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

了解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
比为 115.88，即每 100名出生女婴
对应115.88名出生男婴，实现了自
2009年以来的连续第六次下降。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
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
指标，正常范围是 103 至 107。我
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
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

口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
升，1982 年为 108.47，1990 年为
111.14，2000 年为 116.86，2004 年
达到121.18。

而从 2008 年至 2014 年，我国
出生人口性别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依 次 分 别 为 120.56、119.45、
117.94、117.78、117.70、117.60、
115.88。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和中
国人口学会主办的出生人口性别
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认为，尽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
头得到初步遏制，但整体水平依然
偏高，并且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
后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
扩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促进
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依然任重
道远。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结束

国家拟为个人编制“税号”
3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在国务院法制办
征求意见截止。这份内容丰富的
意见稿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明确了
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法律地位。

“国家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
号制度”。意见稿中明确，今后，税
务部门将按照国家标准为企业、公
民等纳税人编制唯一且终身不变
的确认其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

目前，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都拥有税务登记代码，主
要由区域码和组织机构代码组成，
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代码为其居
民身份证号码。对于自然人，税务
代码制度却没有实现全覆盖。

对于自然人的纳税人识别号，

这份意见稿明确：“自然人纳税人
或者其扣缴义务人应当自首次纳
税义务发生之日起，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纳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
税务机关申报，税务机关登录其纳
税人识别号”。

事实上，在 2005年，国家税务
总局在谈及个人所得税改革时已
经提出，依托个人身份证件号码，
编制纳税人识别号，以此为基础，
按照“一户式”储存的要求，建立完
整、准确的纳税人档案，对纳税人
的收入和与其纳税事项有关的各
种信息进行归集和整理，并实施动
态管理。

全程参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订与讨论

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
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有助于
夯实体现纳税人诚信体系，用纳税
人识别号串联起各方面的信息，从
而实现“信息管税”，也能为未来房
地税法制定、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
打下坚实的基础。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颁布于 1992年，历
经1995年的一次小修和2001年的
一次大修。本次修订启动于 2008
年，也是一次大修，修改条款比原
条款还多，意见稿也将会根据征求
意见情况，提交全国人大完成修法
程序。

我国网民已达6.49亿
人均每天上网超3.7小时

中 国 互 联 网 信 息 中 心
（CNNIC）3 日发布的 2014 年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6.49亿人，
人均每周上网 26.1小时。由此测
算，我国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约
3.7小时。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副主任

刘冰介绍，2014 年我国新增网民
3117万人，增幅明显放缓，互联网
普及率为 47.9%，较 2013年底提升
了2.1个百分点。

非网民的上网意愿持续下降，
表示未来会上网的比例从 2011年
的 16.3%下降到 2014 年的 11.1%，
预计 2015年网民规模的增速将继

续减缓。
据了解，61.3%的非网民表示

不上网的主要原因为不懂电脑和
网络，互联网知识与应用技能的缺
乏是造成网民与非网民之间互联
网使用鸿沟的重要原因。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修订版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正式印
发了修订后的《国家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新
《预案》）。新《预案》共分为 7
章，分别为总则、组织指挥体
系、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
响应、后期工作、应急保障和附
则。

与 2005 年印发实施的《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
比，新《预案》吸纳了近年来突
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有效经
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了调整：

一是明确了突发环境事件
的定义和预案的适用范围，对
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了界定，明
确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
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和辐射污染事件。

二是完善了应急组织指挥
体系，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
为主的体制要求，明确了国家、
地方的组织指挥体系架构及其
相应职责，并要求地方根据需
要设立现场指挥部，将各部门
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中的职责
放在附件，通过国家环境应急
指挥部组成及工作组职责方式
进行阐述。

三是完善了监测预警和信
息报告机制，细化了预警信息
发布和预警行动措施，从预警
分级、预警信息发布和预警行
动和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四方
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信息
获取、报告、通报等提出了进一
步要求。

四是完善了事件分级和分
级响应机制，明确了各级响应

的责任主体，初判发生特别重
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Ⅰ
级、Ⅱ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省
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发
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Ⅲ
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市级人
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发生一
般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Ⅳ级应
急响应，由事发地县级人民政
府负责应对工作。

五是完善了应急响应措
施，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层面的
应对工作，分为环境保护部工
作组、国务院工作组和国家环
境应急指挥部三个层级，细化
了应对流程，并对具有共性的
现场污染处置、应急监测等进
行了系统描述，突出了环境污
染处置特点。

六是调整了分级标准，从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环境
破坏、辐射污染和社会影响几
方面对事件分级具体标准进行
了统一规定，并从正文调整到
附件，增加了正文的可读性。

这次修订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实施
的背景下，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新
常态的要求，总结近年来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实践经验，
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完成的。

新《预案》要求，环境保护
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做好预案
宣传、培训和演练工作，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制
定和修订本区域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