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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以下简称
“河南能源”）的煤炭板块是三大主
业板块之一，其改革举动备受瞩
目，也尤为关键。 10月27日，河
南能源国企改革再出重拳，推出深
化煤炭板块改革第一批 10 项举
措，在充分授权放权、保证安全生
产资金、全面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
作了明确规定，全面助力企业改革
制度落实落地见效，确保实现稳定
运营，提高运营质量和效益。

在充分授权放权方面，一是下
放煤炭销售权。煤业公司煤炭销
售权全部下放。其中，省内煤业公
司本部煤矿的商品煤在集团公司
指定平台统一定价销售。二是下
放设备采购权。关键重要煤炭设
备由煤业公司在集团公司确定的
战略供应商目录范围内自主采购，
其余煤炭设备由煤业公司完全自
主采购。三是下放干部管理权。
集团公司管控煤业公司管理人员
职数，负责煤业公司班子成员任
免。集团能源管理公司党组织负

责煤矿正职管理人员备案，其他管
理人员任免权力全部下放煤业公
司。煤业公司对生产经营矿井班
子及中层管理人员全部实行竞聘
制、契约化、任期制、岗薪制、末位
淘汰制度。四是下放用工管理
权。集团公司管控煤业公司劳动
定员和全员劳动效率，其他用工管
理权由煤业公司自主实施，并确保
按期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年度全
员劳动效率考核指标。

在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方面，
一是保障安全生产刚性支付。煤

矿安全必需的安全装备、灾害治
理、塌陷治理等所需资金要保证
及时支付到位。二是保证经营刚
性支付。保证煤矿正常运营必需
的人工费、材料费、电费、维修费、
铁路运费、税金、后勤服务费等所
需资金及时支付到位。三是保证
工资正常发放。优先保证正常经
营生产煤矿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
放。四是强化增盈减亏激励。煤
业公司按照一矿一策原则，制定、
完善和落实增盈减亏超额分享激
励措施。

在全面强化监督管理方面，一
是压实改革责任，落实各级党委主
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构
建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财
务、法律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大监督
机制，实行动态监管，跟踪问题整
改，确保各项改革管理举措落地见
效。二是提升执行效能，加强对制
度执行的监督，强化对企业关键岗
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
监督，突出“三重一大”决策和重点
经营环节的监督，确保生产经营安
全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十项硬核举措力推煤炭板块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不断
深入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
展，流动人口日益增长，流动区域
也在扩大。人口的大幅度流动对
于城市发展、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
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与此同时，大幅度流动人口也对社
会管理和治安等方面带来了不少
的矛盾与问题：流动人员法治观不
强，文化程度差距大，自控能力也
较差，这些人员中易违纪违法现象
明显，也严重危害社会治理和稳
定。因此，强化流动人口的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尤为重要。本文结合
流动人员结构特征研讨具有针对
性的宣教方案，通过企业、社会、政
府联合发力，从经济整合、社会生
活适应、心理认同等多层面多角度
积极探索寻求流动人员法治宣传
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此提高流动人
口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减少社会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使流动人员学法、懂
法、守法、用法。

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村（社区）
是最基层的单位，这里也是流动人
口的聚集地之一，主要分为两大
类：一是本村或社区中长期居住人
口，由于工作原因流动于城市与居
住地之间，此类人口数量在经济发
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存在
差异性；二是经济发达地区吸引全
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员。流
动人口进入新的居住地，他们的社
会适应情况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会
遇到哪些主要的困难与障碍？这
些困难与障碍引发的法律问题如
何解决？如何从根源上强化他们
的法制观念，丰富其基础法律知
识？这都是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
极高价值的研究。

一、加强基层干部做好流动
人员法治宣传工作的主动性与能
动性。以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
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维护稳定
大局为导向，村（社区）党员干部
要充分认识到本单位流动人口法
治宣传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通过建立宣传班子与组织，成立
专业宣传教育队伍，制定针对性
的教育学习计划等方案，助力领

导重视干群同心，加快企业工会、
法律援助事务所等平台联合共建
与完善流动人口法治教育体系。

目前，基层流动人口法治教
育的现状不容乐观：以村（社区）
为例，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两大
类流动人口都存在因流动量大而
给教育管理带来巨大困难的问
题。尤其在需要集中人员进行的
法治教育中，出现无法统一时间、
统一地点实施面对面法律知识培
训问题，导致该人群法治意识日
益淡薄，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人
员结构复杂，在犯罪类型多样化
和犯罪活动流窜性大等方面都具
有自身独有特征，造成了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

流动人员的法治教育主要难
点：一是流动人口在常居住地时
间不充裕，尤其是外来务工者，大
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单位，导致教
育工作难以开展；二是全国各地
的地域文化差异性和文化程度差
异性，尤其在劳动力密集地区，企
业员工来自全国几十个城市，这
也给教育工作针对性带来难题；
三是流动人口普遍对法律重要性
缺乏正确认识，从意识上对法治
教育存在认识偏差，采取消极回
避的怠学态度；四是传统的教育
方式已经无法与现今人们的学习
生活习惯衔接，应该创新性的开

发线上教育，积极将互联网用于
法治教育中。

针对以上困境，法治教育需充
分利用现有的各个阵地，尤其是加
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合办学，在
工作单位强化法治教育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激发学法守法的热情和积极性。
尤其要全面推进“千校百万”外来
青年务工者的培训工作，采取形式
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增强青年务工
者的法治观念，进而全面提高流动
人口的整体素质。

二、突出企业在流动人口法
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基层干部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相结合，认真
排查流动人口，制定教育预案，确
保一个不漏的学习教育。基层单
位要主动掌握区域内流动人口的
情况，做好流动人口身份管理工
作：一是掌握人员分散情况，以苏
州地区某村为例，在总共3261名
外来人员中，分别有来自全国哪
些地区、文化程度的统计，以及从
事工作、工作单位、家庭成员等方
面的详细统计，并根据人员变动
情况，及时做好更新工作；二是对
户籍在本地人员已经离开居住地
的流动人口也做好统计登记工
作，具体工作单位、现居住地、联
系方式，一一登记在册，并针对户
口仍留在原居住地的人员制定相

应的教育方案。
如何做到教育内容具有针对

性，首先要加快流动人口信息计算
机管理系统建设，抓紧组织联网，
这对教育内容制定和教育方式更
新大有裨益。一是突出企业单位
在法治教育中的地位，联合企业党
建工作，将法治教育作为员工意识
形态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
分，定时定期开展专业性法律培
训，平时注重法律文化宣传工作；
二是从与员工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的民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律法
规宣传教育着手，通过疏导劳动仲
裁、法律援助等权益保障知识、途
径，让员工感受到知法对权利保护
的重要性，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
性；三是根据不同企业情况，员工
文化层次的差异性，采用不同的教
育宣传方式，如对高新企业采取专
业性更为突出的法律专业培训，对
流水线员工采用案例普法、图文结
合普法方式。

基层的宣传教育应该实施包
干分片，责任到人的方式，村（社
区）从成立党员干部宣传教育队
伍入手，按照排查人员情况，分片
包干，一个基层单位可以分二十
到三十个小组，层层明确责任、明
确职责、明确要求。对于用人单
位、出租房户按照“谁用人，谁负
责”“ 谁租房，谁负责”的原则，签

订流动人口法治教育工作综合管
理责任书。

三、紧扣环节，切合实际开展
好宣传教育。做好法治教育预防
犯罪工作，要密切关注流动人口
整体结构变化和个体人员动向。
流出人员逢年过节呈现出“归巢”
团聚形态，此时正是基层工作人
员以慰问方式上门发放宣传资
料、了解流出人员生活工作情况
的最佳机会，因时而异、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牢牢抓住每个宣传
教育机会是做好法治工作至关重
要的契机：一是利用不同场所张
贴宣传资料。在流动人员密集的
广场、员工宿舍区、公园、商场的
宣传栏内张贴宣传资料，按照区
域内人员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
法律法规进行宣传。二是举办现
场设摊咨询活动，在人员集中区
域印发宣传资料，有指向性地开
展宣传，如消费者维权日和妇女
权益均在3月份开展宣传，《国防
法》与《兵役法》在8—9月份宣传
等等。三是创新宣传教育方式。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
也进入了网络时代。基层企业、
村（社区）可以利用影视、网络发
挥现代传媒优势，采用图文声像
并茂的易懂又易被接受的生动方
式，有效推动流动人口法治宣传
教育开展。四是利用平台开展好
流动人口普法工作。流动人口所
在行政村（社区）、企业在人口登
记办证期间，印送本地的村规民
约和基础法律知识。因地制宜地
将一些实用性强，紧贴外来流动
人员的法律法规宣传到位，并依
托当地的司法部门、街道办事处、
法律援助机构开设法律培训。

面对流动人口犯罪率高、社
会危害性大的现状，法治教育虽
然任重道远却是预防犯罪、法治
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重要环节。针
对流动人口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薄弱的特征，应加强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联系，借助工作单位场所
和人员强化流动人口法治意识，
尤其增强对法律权威性的正确认
识，从而打开法治在这一群体中
推进和实现的脉络。

（作者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
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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