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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五方面發力穩就業惠民生
穩定崗位 拓寬渠道 提升技能 優化服務 保障重點

2024全國兩會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葉錦秋

幫青年人扣緊知識信仰長衫

王曉萍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就
業市場開局良好，企業開工復工復
產，農民工返崗流動平穩有序，求職
招聘活躍度上升，值得關注的是人工
智能、大數據等專業人才需求旺盛；
康養護理、住宿餐飲、文化旅遊等服
務業需求走高。這些變化充分印證了
當前中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鞏固增
強，服務消費潛能的加速釋放，也折
射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質生產力
加快發展的新趨勢、新機遇。

今年高校畢業生將達1179萬人
王曉萍表示，今年的就業工作，

人社部門將會同有關方面，更加突出
就業優先導向，重點從五方面發力，
全力以赴穩就業、惠民生、促發展。

人社部門將全力保障重點群體。
王曉萍表示，今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
1179萬人，人社部將強化促進青年就
業政策舉措，拓寬市場化渠道，穩定
公共崗位規模，優化全周期就業創業
指導服務。扎實做好退役軍人、農民
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強對殘疾
人等困難人員就業幫扶，兜住、兜
準、兜牢民生底線。

另外，穩崗位是穩就業的基礎。
過去一年，人社部實施了系列穩就業
政策，各級各類資金支持就業創業超
過了3000億元（人民幣）。今年，人
社部將延續降低失業、工傷保險費率
政策，落實和完善穩崗返還、專項貸
款、就業和社保補貼等政策，更好釋
放政策紅利。

王曉萍提到，人社部門還將加強

對就業容量大的民營經濟、中小微企
業等各類經營主體的支持，大力培育
數字經濟、銀髮經濟、綠色經濟等就
業新的增長點。完善靈活就業服務保
障措施，充分發揮6900多家零工市場
供需對接作用，支持勞動者多渠道靈
活就業。

同時，還要全力提升就業技能。
這是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關鍵之
舉。王曉萍介紹，近年來，政府每年
開展補貼性職業技能培訓超過1800萬
人次，有效增加了技能勞動者供給。
人社部門將深入推進技能中國行動，
聚焦先進製造、現代服務、養老照護
等重點領域需求，大規模開展職業技
能培訓。人社部門還將全力優化就業
服務。今年以來， 「春風行動」 累計
舉辦招聘會3.2萬場，同比增加20%。
人社部將趁熱打鐵，繼續組織更多面
向不同群體、不同時段的招聘活動，
為企業和勞動者提供高效、便捷、精
準的就業服務。

社保卡將實現「全國一卡通」
另據王曉萍介紹，目前全國98%

的人擁有社保卡，9.7億人還領用了電
子社保卡。2023年，電子社保卡全年
服務151億人次，社保卡承載的服務涵
蓋了政務服務、就醫購藥、交通出
行、文化旅遊等民生領域，未來將聯
合相關部門進一步做實做細社保卡居
民的服務應用，推出更多的數字應用
場景，持續深化 「省級一卡通」 ，大
力推進 「區域一卡通」 ，逐步實現
「全國一卡通」 。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9日在北
京舉行記者會。教育部部長懷進

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
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倪虹、國
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王賀勝就教

育、就業和社會保障、住房、醫療疾
控等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王
曉萍表示，今年高校畢業生將達1179
萬人。人社部門將會同有關方面，重
點從全力穩定就業崗位、全力拓寬就
業渠道、全力提升就業技能、全力優
化就業服務、全力保障重點群體五方
面發力，全力以赴穩就業、惠民生、
促發展。王曉萍還透露，未來社保卡
將逐步實現 「全國一卡通」 。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今年就業工作「五全力」
全力穩定就業崗位

•延續降低失業、工傷保險費率政策，落實和完善
穩崗返還、專項貸款、就業和社保補貼等政策。

全力拓寬就業渠道

•大力支持對就業容量大的民營經濟、中小微企業
等，大力培育數字經濟、銀髮經濟、綠色經濟等。

全力提升就業技能

•聚焦先進製造、現代服務、養老照護等重點領域
需求，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全力優化就業服務

•繼續組織更多面向不同群體、不同時段的招聘活
動。推廣 「大數據+鐵腳板」的服務模式，打造
「家門口」就業服務站。

全力保障重點群體

•促進青年就業政策舉措，優化全周期就業創業指
導服務。做好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
作，加強困難人員的就業幫扶。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整理

教育部：培養拔尖人才 發展新質生產力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民生主
題記者會9日舉行。教育部部長懷進鵬
在會上表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迫切需要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同時，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創新是核心
要素，基礎和先導靠教育，通過教育
來培養拔尖創新人才。

高等教育規模世界第一
懷進鵬說，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已

經進入普及化教育階段，去年年底超
過了60%，規模已經居世界第一，量
的短板已經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下
一步將圍繞國家重點布局，突出發展
新質生產力，建設面向國家和區域發
展的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在基礎研
究、技術創新，特別是技術轉移和成

果轉化等方面，通過多方協作來加大
創新人才培養，在人才培養中不斷提
高創新能力。教育部會加大對高校青
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在學術生涯起步
階段就開始長周期、高強度、穩定支
持，允許試錯、寬容失敗，讓青年人
才敢坐冷板櫈、敢闖無人區，產生重
要的原創性、顛覆性成果。

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
長王曉萍在會上表示，人社部將圍繞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大技能人才培
養力度。例如，人社部將組織開展數字
技術技能人才培育，在智能製造、大數
據、區塊鏈、集成電路等領域，夯實
人才基礎。同時，還將實施技能強企行
動和製造業技能根基工程，在先進製造
業、現代服務業、康養服務等領域，
培育引領產業發展的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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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成全球最大傳染病直報系統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王賀勝9
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民生主
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充分利用最新
科技成果和信息技術，提升防控的科
學性和精準性，目前已建成全球規模

最大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平均報
告時間從5天縮短到4小時；國家層面
建立了72小時內快速鑒定300種病原
體的技術體系，所有省級和90%的市
級疾控中心都具備了核酸檢測和病毒
分離能力。

針對如何防範 「X疾病」 帶來的危
害問題，王賀勝表示，所謂 「X疾病」
並不代表某一種具體疾病，而是由未
知病原體引發可能導致全球大流行的
傳染病。雖然 「X疾病」 的發生很難避
免，但是由此引發的大流行是可以防
範和應對的。中國將通過建立健全法
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多渠道監測預
警體系、建立健全群防群控體系等方
式，以準備工作的確定性，來應對傳
染病大流行的不確定性。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倪虹在9日
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民生主
題記者會上強調，要始終堅持 「房子是
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定位，完善
「保障＋市場」 住房供應體系。對嚴重
資不抵債、失去經營能力的房企，要按
照法治化、市場化的原則，該破產的破

產，該重組的重組。
倪虹指出，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

調整轉型，穩定市場任務依然艱巨。但
是，從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看，從全國
城鎮住房存量的更新改造需求看，房地
產還是有很大的潛力和空間。 「我們相
信，只要堅定信心，尊重規律，堅持有
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就能夠促進房

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倪虹還表示，當前房地產的難點是

資金，已會同金融監管總局來指導地方
建立城市房地產的融資協調機制，按照
一個項目一個方案提出項目白名單，一
視同仁支持房地產企業合理的融資需
求，截至2月底已經通過商業銀行審批
的貸款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

住建部：嚴重資不抵債房企該破產的破產

就業是民生之
本，一頭連着千家

萬戶，一頭連着經濟
發展，向來都是每年兩會的熱點話
題。尤其是今年內地高校畢業生預計
將達1179萬人，如何助力青年人解決
就業難題，更成為會場內外關注的焦
點。

近幾年，受周期性、結構性和摩擦
性因素 「三重疊加」 影響，青年就業難
度不小。一些年輕人感慨， 「骨感現實
支撐不起豐滿理想，唯有放下體面和尊
嚴，脫下孔乙己的長衫」 。一時間，
「孔乙己文學」 火爆出圈，引發不少人
共情。

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感慨獨白容易
造成對勤勉奮發核心價值的 「負激

勵」 。讀懂其潛在深意，就應該多措並
舉改善青年人的就業環境。一方面，應
通過激發經濟活力，做大市場蛋糕，創
造更多就業崗位，尤其要積極發揮民營
經濟作為就業最大 「蓄水池」 的作用，
推動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互促共進。另
一方面，應充分釋放就業補貼、融資傾
斜等政策紅利，激勵企業穩崗擴崗，同
時應破除不合理的門檻限制和隱性壁
壘，織牢就業安全網，為那些暫時處於
窘迫境地的 「孔乙己們」 提供兜底保
障。

當然，更重要的是，應通過營造公
平友好的就業氛圍，讓更多青年人看到
人盡其才的希望和願景，為他們重新扣
緊 「知識信仰的長衫」 ，讓他們依然相
信知識的價值、奮鬥的意義，依然相信

向上有空間、人生有曠野，依然相信不
懈努力就有可能實現階層躍遷、改變自
身命運。

幸而如今早已不是 「咸亨酒店」 的
時代，面臨就業困境的青年人並非 「孤
身走夜路」 。我們留意到，今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更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代表
委員們也紛紛為破解年輕人就業難題建
言獻策，政府、企業、高校、社會正在
形成多方合力，打出政策 「組合拳」 ，
為穩就業、促發展保駕護航。

前路漫漫亦燦燦，往事堪堪亦瀾
瀾。我們有理由相信，政策端的不斷發
力，必將為青年人增添更多攻堅克難的
勇氣，提振應對擇業挑戰的信心，從而
進一步強化全社會對知識力量的信仰、
對理想信念的追尋。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門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積

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認真閱讀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
的全國兩會報道，密切關注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和 「打造盛事
灣區」 等熱點話題，領會兩會精神。 文、圖：大公報記者張帥

看大公文匯報道 悟全國兩會精神

圖看兩會

時政透視
鄭曼玲

專家談拓青年就業渠道
強化信心預期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就業是最
基本的民生。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
為，信心和預期是就業問題的
核心。政策、輿論、社會心態
帶來的不確定性動搖企業信
心。如果能夠給足信心，企業
敢於放開手腳開展業務，自然
會帶來更多工作崗位。

發展新質生產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劉英
建議，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解
決當下的就業問題。以科技創
新帶動產業創新，對傳統產業
進行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
和高端化的改造升級，發展戰
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構
建現代產業體系。

提供一對一幫扶

•青年工作就業問題作為本次兩
會的一大看點。中國勞動和社
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莫榮在
「委員通道」 建議，針對離校
未就業的大學生，為其建立實
名制的台賬，提供職業指導、
職業介紹、職業培訓等等，對
一些困難大學生提供一對一的
幫扶。

資料來源：中通社

▲3月7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一社區衞
生服務站的家庭醫生上門為老人做身
體檢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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