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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
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
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
针，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莫荣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
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

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
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为民生改
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实践中
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
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把就业
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
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

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
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
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
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支
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
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
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
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强化
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
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
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
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
展方式。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
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
人力资源，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
一结构性就业矛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
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
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下转02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高雪茵
“漯河的食品产业规模很大。”“这

座城市人民的热情友好让我印象深
刻。”“我很喜欢漯河的美食。”……在
不久前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漯河）食
品博览会上，来自白俄罗斯、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许多国际友人纷纷
竖起大拇指为漯河点赞。这说明我市
的海外“朋友圈”不断扩大，食品名
城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经济要发展，招商是关键。3月
中旬以来，我市先后在川渝、闽东
南、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组织开展

“双招双推”暨第二十一届中国（漯
河）食品博览会推介大会，并专题对
接5家食品名城。在本届食博会主宾
国推介会上，双汇集团与巴西JBS公
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中原食品实验
室、南街村集团、三剑客奶业等7家
机构、企业分别与白俄罗斯莫吉廖夫
州6家企业签订商务合作协议。

在推介会上，我市还向泰国梭坤
敬（大众）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来西亚豫商联合会秘书长、白俄罗斯
河南商会会长等颁发了境外招商大使
聘书。

“井”字型高速、“十”字型高铁
和郑州都市圈南部出海口——漯河
港，构建起“公、铁、水、空”多式
联运的交通枢纽；拥有3000多家快递
物流企业，运力水平全面提升；开行
中欧班列，与14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伙伴关系……物流枢纽优势愈发明
显，助力更多食品企业塑造国际品
牌、抢占海外市场。

一枚印章管审批、大厅之外无审
批；实行企业“安静日”制度；设立
产业发展基金，打造项目建设“资金
池”；降本增效，最大限度降低水、电、气、暖等要素价格；推出
人才“六可选”政策……在对待来漯投资发展的企业和人才方面，
我市始终提供最好资源、最优服务，企业发展的驱动力更加强劲。

中原食品实验室是开放的、共享的。国内外的科学家、科创团
队、食品企业都可以入驻合作。作为漯河的“一号创新工程”，中
原食品实验室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为来漯企业提供广阔的研发
平台。此外，我市还打造了庞国芳院士工作站等一批创新平台，会
聚了一批全国食品领域的顶尖院士和科学家团队，让企业“足不出
户”就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科研供给；精准“捕捉”消费需求，中
原食品实验室定向打造爆款产品，指导企业工业化批量化生产、引
领行业发展。

完善的招商网络、明显的区位优势、一流的营商环境、开放的
创新氛围……有力支撑着我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必将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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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造农村危桥9座，投资700多
万元，较“十四五”规划提前一年半完成
农村危桥改造任务……近日，从全市交通
工作通报会议上传来好消息：召陵区率先
完成“十四五”农村危桥改造任务，是全
省危桥改造数据库中清零的第一个县区。

项目提速，“早”谋划。该区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十三五”末就
将危桥改造提上乡村振兴重要日程，积极
开展农村危桥改造行动。持续转作风、提
效能，根治农村公路“肠梗阻”，对问题
突出的危桥登记造册。按照“四个一批”
（及早谋划一批、积极上报一批、加快开
工一批、高质量完成一批）要求，对排查
出的9座危桥综合立项，第一时间上报全

省危桥改造项目数据库，获得上级资金和
政策支持。

加压驱动，“干”当头。乡村要振
兴，交通须先行。该区在交通工程项目建
设上，分步实施、加压驱动、强力推
进。把入库项目作为全区民生重点工
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全
区所有桥梁进行集中普查和勘察，列单

汇总，集中研判，宜改则改、宜建则
建。把入库项目列入区委、区政府“周
交办、月讲评”联席会议研究事项。区
领导班子每周听取一次专题汇报，每月
解决一批重大问题。精心组织，周密安
排，部门联动，把任务分解到单位、明
确到具体人，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十四
五”农村危桥改造任务。（下转02版）

召陵区在全省率先完成
“十四五”农村危桥改造任务

右图 5月28日，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村民
趁天气晴好抢收小麦。 本报记者 张 佩 摄

下图 5月28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
镇半截塔村，收获后的小麦正在装车。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天气晴好收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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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技能人才直供本土企业

“冬有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高雪茵）麦浪滚滚，
“丰”景如画。5月28日上午，市长黄钫
赴舞阳县、源汇区部分乡村，实地调研全
市“三夏”生产、乡村振兴等工作。市领
导王继周参加。

在舞阳县孟寨高速路口农机服务点，
为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的毛巾、纯净水、
应急药品等摆放整齐，黄钫现场察看来舞
跨区作业农机信息表，详细了解农机调
度、保通保畅、人员值班等情况。在包联
帮扶重点村保和乡袁集村禁烧指挥棚和小

麦机收现场，黄钫现场了解夏收进度、秸
秆综合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

“三夏”生产关键期。要加强指挥调度，
科学分析研判，抓好抢收抢种、粮食收储
等重点工作，实现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
粮食丰收奠定基础。要做好农机跨区作业
服务保障，精准对接调度，提升服务质
量，确保农机顺畅通行、有序作业。要加
强秸秆综合利用，做好秸秆禁烧工作，促
进资源就地转化，形成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降低农户种粮成本、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的三赢局面。
随后，黄钫来到袁集村村委会、瑞兴

葡萄园，听取党纪学习教育、“五星”支
部创建、基层减负、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
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把党纪学习教
育与“五星”支部创建等实体工作有效贯
通起来，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制度机制，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
使其真正成为战斗堡垒，为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组织保障。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加强与中原食品实验室合作对接，科

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一体推动采摘、住
宿、餐饮等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
业增收、农民致富、农村繁荣。

在源汇区中原水产种源现代产业园和
宋庄村万有引力直播基地，黄钫现场察看
锦鲤养殖情况，与相关负责人交谈，详细
了解锦鲤养殖市场情况，实地参观观赏鱼
电商项目，强调充分发挥流量赋能作用，
进一步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大力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为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抓实抓细“三夏”生产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黄钫带队调研全市“三夏”生产、乡村振兴等工作

随着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实现从无到有、从土地到空间的
历史突破，覆盖生态、农业、城
镇空间的全域全要素全流程用途
管制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这是记者28日从在云南昆
明召开的全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自然资源

部部长王广华表示，统一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取得阶段性成
就，特别是土地要素保障政策措
施更加完善，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不断提升，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
和企业反映的难点问题，推进了
各类投资尽快落地。

据新华社

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