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志善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2023年7月4日 星期二A02 ［要闻］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我国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

姜琳）记者3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获悉，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工作决策部署，发挥失业保险助
企扩岗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吸纳
大学生等青年就业，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近日下
发通知，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

通知规定，对招用2023届及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
生、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
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
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1个月以上

的企业，可按每招用 1人不超过
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执行至2023年12月底。

通知提出，各地可采取“免申
即享”的方式，主动向符合条件的
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可按
月将本地新参保人员信息与部省
人社业务协同平台提供的“普通
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核验接口”、
教育部门移交的有就业意愿的离
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数据
信息、登记失业信息比对，确认参
保人员身份符合政策享受条件，
向企业发送信息并经其确认后，
将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发放至用

人企业对公账户；对没有对公账
户的企业，可将资金发放至当地
税务部门提供的该企业缴纳社会
保险费账户。

通知要求，各地不得超出现
有政策规定提高政策享受门槛，
增加限制条件，要让招用上述人
员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尽可能
享受政策红利。各地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要开设服务窗口，便于企
业自行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对
企业所招用的相关人员参保情
况，经办机构要通过本地信息系
统核实，并在收到企业申请后30
日内办结。

全国农民技能大赛
吸引300名选手角逐

新华社济南7月3日电（记
者张力元）3日，来自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00名选手在山东聊城参加第一
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他们将围
绕手工刺绣、手工编织、手工剪
纸、泥塑、面花制作、农民画这6
个比赛项目展开角逐，交流展示
农民的智慧和创造。

本届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共同主办，主题为“塑匠
心育人才，强产业促振兴”。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在大赛开幕式上表示，举办全
国农民技能大赛旨在弘扬农耕
文化、传承乡村技艺，让农民唱
主角，以大赛强技能，带动构建
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
精湛、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夯
实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

据了解，本届大赛为期2
天，大赛共设一等奖6名，二等
奖30名，三等奖60名，最佳创意
奖、最佳传承奖共12名。

以股连心，共走富裕路
——吉林松原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观察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7月3
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以
股连心，共走富裕路——吉林松原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观察》
的报道。

夏日的松嫩平原，沃野千里。
在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余字乡附
余村，61岁的脱贫户王亚英望着绿
油油的庄稼，喜滋滋地算计着，“秋
后还能多分红”。以前包地给大
户，她只能拿点“地皮钱”，去年加
入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
社（以下简称土地合作社）后，一公
顷地多得了1万多元，不仅还清了
外债，手头还有了余钱。

东北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
产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生产力
得到极大释放。但是随着时代发
展，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越来
越难跟上农业现代化步伐。而且，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
部分农民增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松原市大力推进党支
部领办土地合作社，农民和村集体
带地入社、按股分红，不仅推进了
土地集约经营实现了粮食增产，还
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带动农
村走向共同富裕。

“入社不入社，差的不是一
星半点儿”

松原位于吉林西部，十年九
旱。今年春旱，自己种地的农民起
早贪黑忙着灌溉，入社农民却全然
不操心种地。“全村200余户村民的
300多垧土地由合作社统一耕种，
入社农民轻松就把钱挣了。”宁江
区杨家村党支部书记黄艳雨说。

松原市从2021年开始探索党
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通过代耕、
托管、反租倒包等多种尝试，推动
农民带地入社，并逐步形成了合作
社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种植、
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统
一核算的“六统一”模式。在此基
础上，他们从今年开始正式成立土
地股份制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带
地入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入社不入社，差的不是一星
半点。”长岭县流水镇四间房村党
支部书记陈占超说，以前一家一户
种植，地块分散，农民带地入社后
形成了土地规模经营，不仅实现大
型农机作业，还用上了水肥一体
化、高密度种植等农业技术。“去年
每垧玉米播种8万株，比普通农户
种植株数多。”而且，“地格子”一打
开，还可增加10％左右的耕地。

粮食增产带动了农民增收。
2022年，松原全市127个村党支部
领办土地合作社分红金额2.8亿

元，农民平均每公顷分红超过2万
元，比包地给大户增收近1万元。
平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
加，2021年为45.9万元，2022年超
过60万元，2023年有望突破70万
元。

随着整村入社的不断推进，预
计5年内松原市村党支部领办土地
合作社入社土地面积将超过35万
公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突破12亿
斤，有效助力吉林千亿粮食产能提
升工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村干部真能干真辛苦，我
们真佩服真拥护”

“以前干合作社是给自己干，
现在是给全村干，责任更大荣誉感
也更强。”记者到松原市新城乡罗
斯村采访时已是晚上6点多，村党
支部书记董志强一身泥土从地里
赶回来。他说，过去，不少村支部
书记调侃自己是“三看书记”，春天
看烧荒，夏天看扫街，秋天看“地趴
粮”，工作缺乏成就感。自从党支
部领办土地合作社后，村党支部和
群众通过股份紧紧扭在一起，党支
部开展群众工作有了抓手，说话有
人听，派活有人干。群众入社后，
不仅有了经济效益，更有了集体归
属感。

去年秋收后，为了粮食卖个好
价，附余村党支部书记吴国发带领
合作社主要成员，连续几天盯着卖
粮网，终于在粮价最高点把全村的
粮食全部抛出。“国发他们是真能
干，真辛苦。现在老百姓也是真佩
服、真拥护。支部有啥事，我们肯
定随叫随到，不带‘打奔儿’的。”72
岁的村民徐发说。

松原市的扶余市肖家乡王家
村党支部书记张杨说，刚开始办合
作社，开年就把钱给老百姓结算
了，年底分红再拿一笔钱。“到了第
二年，我们说谁想先拿钱，可以拿
走，但是年底分红就没有了。钱摆
了一桌子，一个都没有先拿钱的，
都尝到了合作社年底分红的甜头，
也证明村支部得到了老百姓的认
可。”

松原市委书记李晓杰说，党支
部领办土地合作社探索出一条组
织化与市场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合
作化发展路径，夯实了党在农村的
执政基础，实现了抓发展与抓党建
的深度融合、管生产与管生活的深
度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增加
农民收入的深度融合。

“把地交给党支部领办的合
作社，心里更托底”

“民乐村分红2400万元，四

间房村分红1100万元，伊尔丹村
分红1371万元，图那嘎村分红
1216万元，杨家村分红1150万元
……”2023年元旦后，松原农民
又迎来一个“分红季”，一个个捧
着现金分红的村民脸上乐开了
花。

如何分红？按股分红。“地就
是股，股就是地，1公顷地1个股，
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能入股。”
这是松原市几年来探索得出的结
论。他们发现，如果允许农资、农
机、资金等生产要素入股，农民与
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相比，占股
低、分红少，不仅实现不了共同富
裕，还会扩大贫富差距。

以长岭县大兴镇顺山村为
例，全村户籍人口1000多人，常住
人口仅600多人，且多为老弱病残
和妇女，有劳动能力的不到100
人。

“村民也都想多种点地多挣
钱，但是没有经营能力。”村党支
部书记李艳峰说。

顺山村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
社后，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入股，脱
贫户和老弱病残户作为兜底保障
对象优先入股，村党支部组织动
员村民踊跃入股。2022年，顺山
村集中了179户的369公顷土地，
年底一公顷地给社员分红22000
元，村集体收入由过去35万元增
加到70万元。

村集体有钱后，给全村70岁
以上老人每人发200元；五保户老
人水电柴全免费；全村的孩子从
幼儿园到初中毕业，每年补助交
通费100到200元不等；村里学生
考上大学，也有资金奖励；最近刮
大风，村里还把全村房屋和大门
维修一遍……“过去没钱时，没法
做这些事情。如今，村民整体收
入和福利都提高了，真正实现了
共同富裕。”李艳峰说。

“合作社就是我们这些年老
体弱、残疾的、没有能力种地的村
民的钱袋子。”宁江区杨家村村民
周广志说。杨家村原来注册了十
二三家合作社，现在全部加入了
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合作社。“大
家伙都觉得把地交给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心里更托底。”周广志
说。

以股连心、以股连利、以股连
责，党群齐心，共同富裕。如今，
在村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的带
领下，松原市各村党支部和村民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目前，
松原市1123个行政村中，村党支
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已经达到
827个，超过总数的七成。

杭州亚残运会代表团
团长大会在杭举行

新华社杭州7月3日电（记
者胡佳丽 夏亮）3日，杭州亚残
运会代表团团长大会在杭州开
幕，亚洲32个国家和地区的残
奥委员会代表线下参会，13个
国家和地区的残奥委员会代表
线上参会。

大会期间，杭州亚残组委将
向45个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残奥
委员会发布亚残运会政策与程
序，并与参会代表团举行预注册
会议，就注册、竞赛报名、住宿分
配等信息逐一进行沟通确认，为
赛会资源调配提供依据。

大会期间，各代表团还将
走访、考察奥体中心场馆群、竞
赛场馆以及亚残运村等重要场
所，全面了解各场馆设施配套
和场地条件。

杭州亚残运会代表团团长
大会作为杭州亚残运会筹办的
重要工作，不仅能让参赛方了解
相关政策与程序、熟悉办赛城市
和场馆设施整体情况，也能帮助
杭州亚残组委进一步了解运动
员的参赛需求，优化赛事服务，
提升办赛水平，展现杭州作为主
办城市的实力和热情。

7月3日，在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上，选手参加泥塑项目比
赛。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五部门发文：

力争到2025年重点行业关键核心产品
可靠性水平明显提升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
者张辛欣）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
施意见》，提出将围绕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战略目标，聚焦机
械、电子、汽车等重点行业，对
标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补
齐基础产品可靠性短板。

可靠性作为反映产品质量
水平的核心指标，是制造业发
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经过多年
探索发展，我国制造业可靠性
取得了显著成效，部分产品可
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产
业基础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实施意见提出“两步
走”目标：第一阶段到2025年，
聚焦补短板、强弱项，重点行业
关键核心产品的可靠性水平明
显提升，形成100个以上可靠性
提升典型示范；第二阶段到
2030年，聚焦锻长板、促成效，
推动10类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
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促进

我国制造业可靠性整体水平迈
上新台阶。

实施意见明确了提升制造
业质量与可靠性管理水平、加
快可靠性工程技术研发与应用
推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
中，聚焦机械、电子、汽车等行
业，实施基础产品可靠性“筑
基”和整机装备与系统可靠性

“倍增”工程。
“聚焦这些重点行业不仅

是因为产业规模大，也考虑到
辐射带动能力强。”这位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国精密减速器、
高端轴承等基础产品以及重型
数控机床、精密测量仪器等整
机产品可靠性水平需进一步提
升，要通过实施这些工程，促进
可靠性增长，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要进
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和部省联动，
强化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
其中明确要落实企业可靠性技
术研究、产品设计开发、中试阶
段测试验证等环节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加大对可
靠性提升的支持激励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