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坚持和推广母乳
喂养是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一环。 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25日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6个月内纯
母乳喂养率整体偏低， 母乳代用
品促销等因素容易对母乳喂养的
选择产生不利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婴儿出
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6个
月内纯母乳喂养、 坚持母乳喂养
到2岁及以上、在婴儿6个月龄时开始
添加有足够营养和安全的辅食。根
据我国国民营养计划，到2020年，
0至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50%以上；到2030年，这一数字在
2020年的基础上提高10%。

然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基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对全
国1万多名1岁以下儿童母亲进行
问卷调查发布的报告显示， 6个
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9.
2%， 大城市这一数据高于农村

地区和中小城市。 调查还显示，
新生儿在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吸
吮母亲乳房的比例为11.3%， 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母乳代用品促销误导消费
者， 显著提高了婴儿母亲们给孩
子添加奶粉的可能性， 降低了6
个月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 这
构成我国母乳喂养状况改善的一
大障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秘书长方晋说， 婴儿母亲对母
乳喂养的认知不足， 医疗卫生机
构、 家庭、 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
对母乳喂养的支持不到位以及产
假较短等， 也是造成我国母乳喂
养状况的主要因素。

报告建议， 制定和完善母乳
代用品销售市场监管的法律法
规 ； 加强对母乳喂养知识的宣
传， 提高公众对母乳喂养知识的
认知； 加大医疗卫生机构对母乳
喂养的支持力度； 完善产假制度
和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不到三成

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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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

新华社电 公安部部署全国
公安机关对“套路贷”新型黑恶势
力犯罪开展集中打击， 取得了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
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共破
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
件2162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
名，查获涉案资产35.3亿余元。

公安部刑侦局政委曾海燕26
日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许多受害
人一开始贷款金额很小， 但在犯
罪嫌疑人的“套路”和威逼利诱之
下，很快就背负上巨额债务，有的
受害人为此倾家荡产， 甚至被逼
自杀。

曾海燕介绍，“套路贷” 团伙
普遍不具有金融资质， 以民间借
贷为幌子从事非法放贷活动， 表
面上与借款人签订的是年利率
24%的借款合同， 而实际还款中
往往是按照超过 2000%收取利
息， 远远超过法律规定标准， 扰
乱正常金融秩序。 犯罪嫌疑人为
催收债务 ， 一般采取辱骂 、 恐
吓、 威胁等软暴力手段， 有时还
伴有暴力型犯罪行为， 涉嫌非法
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多种
违法犯罪。一些“套路贷”借助网

络平台，从线下向线上蔓延，侵害
的群体人数更多、范围更广，社会
危害大。

对此， 公安部将从事非法讨
债、高利放贷以及“套路贷”的黑
恶势力列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打击重点；积极推动最高法、最高
检、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挂牌督办一批“套路贷”黑恶
案件；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
开展分析研判， 及时发现 “套路
贷”线索、部署各地进行打击。

河南安阳公安机关打掉一个
主要侵害对象为在校大学生的特
大 “套路贷” 黑恶团伙， 抓获涉
案人员129人； 浙江温岭公安机
关打掉一个以信息服务公司为掩
护 ， 实施网络小额贷款的特大
“套路贷” 黑恶团伙， 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263人， 涉案金额 4亿余元 ；
广东佛山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
金融借贷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实
施 “套路贷” 的特大黑恶犯罪团
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92人， 冻结
涉案财物价值5090余万元； 甘肃
酒泉公安机关打掉一个涉及7个
省市、 14家网贷公司的特大 “套
路贷” 黑恶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
人400余人， 涉案金额近亿元。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昨天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基本情况 ， 晒出我国教育
“家底儿”。 统计显示， 我国已建
成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48.1%， 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到七成

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
计 ， 全 国 共 有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51.89万所， 比上年增加5128所；
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
人， 比上年增加535.97万人； 各
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673万
人， 比上年增加46万人。

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
大 。 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81.7% ，
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 小学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5%， 比上
年提高0.04个百分点； 初中阶段
毛入学率100.9%； 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88.8%， 比上年提高0.5个百
分点；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
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

2018年 ， 全国共有幼儿园
26 . 67 万所 ， 比上年增长4.6%。
其中普惠性幼儿园18.29万所，比
上年增长11.14%， 占全国幼儿园
的比重达到68.57%。 全国共有入
园儿童1863.91万人，比上年下降
3.82%；在园幼儿4656.42万人，比
上年增长1.22%。其中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3402.23万人，比上年
增长4.72%，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
重为73.07%。 全国幼儿园共有专
任教师258.14万人， 比上年增长
6.14%。 其中专任教师接受过学
前教育专业的比例为70.94%。

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招
生比例的四成

2018年， 全国共有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21.38万所 ， 比上年下
降 2.33% 。 全 国 普 通 小 学 招 生
1867.30万人， 比上年增长5.70%；
在校生10339.25万人， 比上年增
长2.43%。 全国普通小学共有专
任教师609.19万人， 比上年增长
2.47%； 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比例为59.12%。

全国共有初中5.20万所， 比
上年增长0.17%。 全国初中招生
1602.59万人， 比上年增长3.58%；
在校生4652.59万人 ， 比 上 年 增
长 4.74% 。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95.2%。 全国初中共有专任教师
363.90万人， 比上年增长2.54%；
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
例为86.22%。

2018年， 全国高中阶段共有
学 校 2 . 44万 所 ， 比 上 年 下 降
0 . 76%。 全国高中阶 段 教 育 招
生 1352 . 12 万 人 ， 比 上 年 下
降 2.20%。 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比例为
41.37%。

农村寄宿校 “睡通铺洗
不上澡” 现象基本消除

2013年底， 教育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启动实施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工作， 力争通过五
年的建设 ， 使所有义务教 育 学
校办学条件达到 “ 20条底线 ”
要 求 ， 满 足 基 本 教 学 和 生 活
需 要 。 薄 弱 学 校 改 造 工 作 实
施 范 围 以 中 西 部 农 村 贫 困 地
区 为 主 ， 兼 顾 东 部 部 分 困 难
地 区 ， 计划投入5226亿元 ， 是
建国以来义务教育史上单项投资
最大的工程。

截至2018年底， 中央财政共
投入专项补助资金1699亿元， 带
动地方投入3727亿元， 比规划投
入多200亿元 。 校舍建设竣工面
积占规划建设总面积的比例达

98.34%， 设施设备采购完成比例
达99.7%， 提前一年基本实现五
年规划目标。 全国99.76%的义务
教育学校 （含教学点） 办学条件
达到 “20条底线” 要求， 农村寄
宿学校学生 “睡通铺 、 站着吃
饭、 洗不上澡” 现象基本消除，
90%以上的中小学实现网络接
入。 教育部将继续会同发改、 财
政等有关部门把薄弱学校改造各
项工作抓紧抓实， 确保到2019年
底百分之百实现规划目标。

2018年普通本专科共
招生790.99万人

2018年， 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663所 （含独立学院265所）， 比
上年增加32所。 各种形式的高等
教育在学总规模3833万人。 全国
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 ，
比上年增长3.87%。 其中普通本
科招生422.16万人， 比上年增长
2.78% ； 普通专科招生 368.83万
人， 比上年增长5.16%。 全国普
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2831.03万
人， 比上年增长2.81%。 全国共
招收研究生85.80万人 ， 比上年
增长6.43%。 普通高校研究生以
上学位教师比例为73.65%， 比上
年提高1.68个百分点。

2018年， 全国共有特殊教育
学校2152所 ， 比上年增长2.1%。
全国共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 教
育 学 生 12.35万 人 ， 比 上 年 增
长 11.43% ； 在校生 66.59万 人 ，
比上年增长15.05%。 其中附设特
教班在校生3316人； 随班就读在
校生32.91万人 ， 占特殊教育在
校生的比例为49.41%； 送教上门
在校生11.64万人 。 全国特殊教
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5.87万人 ，
比上年增长4.78%。

2018年，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
民办学校18.35万所 ， 各类在校
学生5378.21万人。

我国如期完成
化解义务教育超大班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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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和浙江已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教育部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2018年， 我
国如期完成化解义务教育超大班
额任务 ， 其中北京 、 天津 、 浙
江、 上海已经消除了56人以上大
班额。

各地通过合理布局农村学
校， 推进县镇学校和乡镇寄宿制
学校建设， 改善边远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等方式多管齐下， 统筹解
决县镇超大班额问题。 2018年 ，
全 国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总 有 班 数
375.49万个 ， 其中大班额有26.5
万个 ， 占总班数比例为 7.06% ；
超大班额有1.87万个， 占总班数
比例为0.5%。

相比2017年， 全国义务教育
大班额减少 10.3万个 ， 减少了
28.0%； 超大班额减少6.7万个 ，
减少了78.1%， 为近10年来最大

降幅， 如期实现 “2018年底基本
消 除 超 大 班 额 （控 制 在 2%以
内）” 的工作目标， 并为2020年
底基本消除大班额 （控制在5%
以内） 创造了有利条件。

分省域来看， 2018年全国已
有30个省将超大班额比例控制在
2%以内 （湖北为2.07%）， 25个省
的超大班额比例已经下降到0.5%
以内； 2018年全国已有14个省大
班额比例控制在5%以内 ， 其中
北京、 天津、 浙江、 上海已经消
除了56人以上大班额。 河南、 湖
南、 河北、 山东、 广西、 云南、
四川、 贵州等消除大班额工作任
务较重省份的超大班额减少数量
均在3300个以上， 其中河南减少
1.4万个， 湖南减少1.1万个。

教育部2018年在招生入学工
作通知中明确要求， 普通中小学

起始年级按照不超过国家规定班
额标准招生， 严格控制存在大班
额、 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 防
止产生新的大班额。

下一步， 教育部将进一步强
化政府发展义务教育主体责任，
加大对大班额问题严重的贫困县
支持力度， 督促县级政府合理规
划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优先保障
学校建设用地 ； 实施义务教 育
质 量 提 升 工 程 ， 补 齐 乡 村 教
育 短 板 ， 稳 定 乡 村 生 源 ； 建
立 消 除 大 班 额 预 警 机 制 ， 督
促 中 小 学 校 起 始 年 级 严 格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标 准 班 额 招 生 ，
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 健全消
除大班额监测制度， 完善督查、
通报、 约谈制度， 防止大班额反
弹， 确保如期平稳实现消除大班
额工作目标。

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

最高法发文明确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26

日发布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
案 件 办 理 程 序 规 定 （试 行 ） 》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
式 （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 救 助 委 员 会 工 作 规 则 （ 试
行）》， 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规范化， 细化操作
性规范。

据了解， 《人民法院国家司
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试
行）》 共计27条， 针对原案件在
人民法院可能经历不同审级， 可
能处于审判、 执行等不同环节这
一特殊情况， 明确了基于原案件
的司法救助案件的立案管辖规
则。 同时， 基于现阶段司法救助
资金与法院审级 “倒挂” 现象较
为普遍的现实情况， 规定重申了
联动救助原则并明确了其立案管
辖规则。

针对司法救助工作的社会知

晓度不足， 救助申请人法律水平
普遍不高， 需要更多法律指引和
释明的客观情况， 规定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多渠道公开提供申请须
知、 申请登记表等文书样式， 努
力将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贯
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此外，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人
民法院依职权告知提出救助申请
和当事人自行提出救助申请两种
准入形式 ， 细化了包括立案受
理、 案件办理、 作出决定、 申领
和发放救助金等环节在内的办案
全流程规定， 明确了各环节的办
理期限。

同时，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
救助文书样式 （试行）》 规定了
申请须知、 申请登记表、 受理案
件通知书、 听证通知书、 审查报
告、 救助决定书、 救助金发放表
等七个实践中最急需、 最常用的
文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