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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区
种植红花面积超过8 万亩，红花产业
成为该县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
支柱产业。眼下正值采摘红花的季
节，田间一派繁忙景象，与连绵的山
峦相映衬，构成一道绚丽的风景。7月
18日，裕民县江格斯乡吉兰德村的村
民在田间采摘红花。 杨化光 摄

本报讯（辽文）打造“15分钟服
务圈”，落实“一件事”集成服务，近
日，辽宁省人社厅推出一系列措施，
指导各级人社部门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保障，构建覆盖城乡
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网络，为县域
内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
效的服务。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完
善街道（乡镇）、社区（村）服务平台，
探索推广网格化服务模式；统筹城乡
公共就业服务，推动线下实体网点服
务与线上互联网服务深度融合；综合
考虑服务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
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趋势；打造“15分
钟服务圈”，持续简化优化服务流程，
落实“一件事”集成服务；优质公共服
务资源向乡村地区、脱贫地区、重点
人群倾斜，提高标准化、智慧化、均等

化服务实效。
推进县域内社保经办服务能力

提升，增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
社保服务平台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
各县把社保经办服务功能作为村级
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工程重要内容，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有专人
稳定承担社保经办服务，推进社保经
办服务事项“就近办”。指导各县全面
推行社保经办服务“线下一门办、线
上一网通、全程一卡办”。推行人社服
务“优办快办”，持续推进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和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用，优
化关联事项“打包办”，扩围高频事项

“提速办”，推进更多事项“简便办”，
推动民生服务事项就近办理、多点可
办，优化提升各县人社服务“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内涵，形成为企业群众
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长效机制。

本报讯（邱凌峰）7月21日，2022
年贵州省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乡村振兴基层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
在贵州中医药大学举行。

仪式上，新老西部计划志愿者代
表分别进行交流发言，全体志愿者以
青春之朝气、青春之生力，向党、向祖
国致青春献词，用青春誓言抒发爱党、
爱国情怀。仪式结束后，1万名大学生
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贵州省乡村振
兴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
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
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
愿服务。另外，237名贵州西部计划志

愿者将奔赴新疆阿勒泰地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阿拉尔市等地开展志愿服务。

据了解，2003年开始，贵州省在
全国第一批启动实施了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或在读
研究生到基层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
愿服务。19年来，贵州省将西部计划
作为“青年强基”“人才建设”“实践育
人”工程，为基层输送了一支重要的青
年人才队伍，在广大青年中树立了到
基层去干事创业的时代导向。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组织派遣
省内外大学生志愿者82032人，到全

省88个县（市、区）开展志愿服务。其
中，2019年、2020年实施了万名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基层项目。贵州
省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和
群众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
志品格，进一步厚植人民情怀、提升服
务本领，唱响了“到基层去，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主旋律。
越来越多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通过不
同方式选择留在贵州基层或服务地就
业创业。西部计划深受基层广泛肯定，
深得群众广泛认可，省内外高校毕业
生更加积极踊跃参与其中，成为了贵
州志愿服务中最为亮丽的青春名片。

7月13日上午，在海南省三亚市吉
阳区下新村文化室，由三亚市民政局工
作人员组织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正在
进行，20多名孩子认真绘制防溺水手
抄报。

暑期来临，像这样的安全教育课在
海南各地陆续开展，防范和遏制未成年
人溺水事故发生，呵护未成年人平安健
康成长。

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
护服务体系，推动全省儿童福利与未成
年人保护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引导全
社会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风
尚，持续筑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底线，
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 织密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网络

6月22日，一场未成年人保护主题
系列活动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桂
林社区开展，社工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心
理支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宣讲课
堂、儿童手工坊等多种活动。

家住琼山区的谢莉带着5岁儿子
报名参加了儿童手工坊，在社工的指导
下，母子俩在拼盘上用水果模拟出火箭

发射的场景，“参加活动很有收获，孩
子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办这样
的活动。”

桂林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伯龙介绍，
社区不断优化服务平台，通过调查问卷
等形式，对被服务对象和载体进行分
类，整合资源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保障
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海南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持
续加强：省公安厅落实旅馆业接待未成
年人入住“五必须”，制定中小学生交
通安全防护“九条措施”；省旅文厅持
续加强对出版印刷市场和学校周边文
化市场执法力度，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
境；省卫生健康委推进母婴设施建设，
全省配置公共场所母婴设施126个，配
置率达128%；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海南持续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形成了关心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
氛围。

互联网是青少年群体获取信息、认
识世界的重要途径。2021年，海南省网
信办组织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暑
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等专项整治，
共清理淫秽色情、低俗庸俗、封建迷

信、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60703条，注
销相关有害账号23639个，166款传播
不良文化APP列入黑名单管理，网络
保护有力有效。

海南还将持续强化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青少年模
式”、实行不良APP黑名单管理等方
式，进一步隔离各类不良网络信息，健
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安全网”和“防
火墙”。

为更好统筹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事
业高质量发展，海南成立了以省政府分
管副省长为组长，省委宣传部等33个
单位为成员的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全省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并推动实现全省各级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覆盖。

◎ 兜住未成年人保障
底线

“我正在学理发，毕业后就能工作
挣钱。”澄迈县老城镇的阿龙今年 17
岁，是一名孤儿，在政府保障政策的支
持下，他顺利进入职校学技术。同时，
对于阿龙的个人情况，他所在村的村委
会工作人员通过家访等方式实时跟踪。

近年来，海南从制度保障、兜底救
助、关爱保护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加强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通过开
展儿童福利保障提标工程，全省机构集
中供养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从每人每月1450元和1050元，分
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750元和1350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
从每人每月10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350元。

“提标”后，海南省孤儿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水平已达到全
国中上水平。截至目前，海南民政部门
为全省695名孤儿、1729名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12810名困境儿童按时足额
发放生活补贴。

此外，儿童福利机构区域布局也进
一步优化。海南在海口、三亚、儋州、琼
海等地推进“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一
体化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建设，非区域
性儿童福利机构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

海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省各市县均已设立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实现全覆盖，确保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有人负责、有场地使用、有经
费保障。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司长张莹在7月22日召开的人
社部2022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从7月份开始，人社部门启动实
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
行动，重点通过“三个推进、三个强
化”，集中对未就业毕业生进行就业
帮扶。

“我们推进服务亮相，统筹各地
人社部门服务力量，运用各种渠道，
集中亮出线上线下求助途径、招聘
平台、服务机构目录和政策服务清
单。”张莹介绍说，“目前，各省普遍
面向毕业生发布了公开信，人社部
已经开放了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记
小程序，超过20万未就业毕业生登
记了求职意愿。”

她表示，在推进精准服务方面，
人社部门将联系掌握的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了解他们的求职意向和服务
需求，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岗位
推介、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岗位。有
就业需求的未就业毕业生可以主动
到当地人社部门寻求帮助。

推进政策快办。围绕服务高校毕
业生的高频事项，实施就业创业一件
事“打包办”，分类推出基层就业、企
业吸纳、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培训见
习等政策礼包，集中兑现税收减免、
创业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确
保高校毕业生能够及时足额享受到
政策红利。

强化岗位推送。“我们高频举办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等系列招聘活动，不间断为毕业生
提供就业岗位信息。仅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专项行动，自5月份以来，各地
就已开展线上招聘活动1.1万场。”张
莹说，此外还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实施“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
目，做实公共部门岗位招录工作。

强化困难帮扶。坚持把困难毕业
生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聚焦脱贫家
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
和较长时间未就业的毕业生，开展结
对帮扶，制定“一人一档”“一生一策”
帮扶措施，优先推荐岗位、优先落实
政策、优先组织培训见习，帮助他们
尽快实现就业。

强化权益保障。“我们始终把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张莹说，“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存
在的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问题，人
社部正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
整顿，将坚决查处各类影响就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022年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
动启动

◎“三支一扶”计划

已累计选派46.9万名高
校毕业生

◎居民个人卫生支

出占比降至27.7% 我国
推动医改成效显著

◎全国社保卡持卡
人数达13.6亿人 上半年
共为1600多万困难人员
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费

◎上半年全国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89万个

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
《关于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实施各
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创新推进各族青
少年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

意见提出，要坚持突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东西协
作，坚持动员社会，坚持分类指导，坚
持注重实效。到“十四五”末，各族青
少年跨区域和区域内双向交流活动
在全国普遍开展，基本实现常态化、
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各族青少年相
互理解尊重、相互包容欣赏、相互学
习帮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意见明确了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的主要任务。一是开展各族青少年
主题交流活动，组织东中部地区和民

族地区共同开展各族青少年学生主
题夏（冬）令营；二是开展各族青少年
社会实践交流活动，通过研学旅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
等活动，让各族学生了解中华民族、
领悟中华文化、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理解和认识；三是开展各族青少
年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开展彰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的志愿服
务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投
身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
志愿服务；四是开展各族青少年“手
拉手、结对子”帮扶交流活动，建立健
全城市、学校、家庭等多层次、多形式
交流合作机制，广泛开展结对合作、
联谊联心、济困帮扶等活动。

意见还提出建立协调机制、明确
责任分工、广泛社会动员、强化政策
支持、做好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

(《人民日报》李昌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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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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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 黄
玥）在全国妇联指导下，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携手中国石化共同发起的“春
蕾加油站”公益项目7月23日在京启
动。项目将在2022年至2025年投入
2000万元，助力中国石化定点帮扶地
区女童成长成才。

四年间，项目计划资助女童不少于

1000名，建设“春蕾加油站”女童成长
友好空间100个，惠及女童及家长约20
万人次。据悉，全国首个“春蕾加油站”
女童成长友好空间已于近日在甘肃省
临夏州东乡县石化中学建设完成。

“春蕾加油站”公益项目是“春蕾
计划——梦想未来”行动的创新举措，
在资助困难家庭女童的基础上，通过

打造女童成长友好空间，设置心灵驿
站、励志图书角、圆桌分享会等功能区
域，给予女童思想上的引领、精神上的
激励、心理上的关爱；通过每月举办主
题活动、知识讲座和兴趣社团活动，丰
富女童课外生活；通过发放女童成长
能量包、放置女童关爱箱，呵护青春期
女童健康成长。

“春蕾加油站”公益项目启动计划4年惠及女童及家长约2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