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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定下的民生实事进展如何？
7月23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
我省发布《关于2024年上半年省重点
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通报》，截至6月
底，全省10件重点民生实事整体进展
顺利，部分年度目标进展较快。

关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
证

截至 6 月底，已完成职业技能培
训 163.45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取
证）166.7 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取
证）82.21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81.73%、111.13%、91.34%。

关于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截至6月底，已开工223所学校，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4.33%。

关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截至6月底，已完成15.45万名基

层卫生技术人员在线培训，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98.03%，并按计划开展了
209个家庭医生团队（共840人）线下
培训；行政村卫生室基本运行经费补
助现已拨付至各区县（市）。

关于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截至 6 月底，已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1727 个、涉及居民 22.98 万

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9.78%。

关于加快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

截至6月底，已累计新、改建农村
公路3687公里，改造危旧桥梁457座，
实施安防工程 490 公里，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73.74%、91.4%、98%。

关于推进城镇非居民用户“瓶改
管”改造

截至6月底，已完成11.57万户城
镇非居民用户液化石油气“瓶改管”改
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6.38%。

关于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6 月底，已新建公共服务领

域充电桩 13149 个，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62.61%。

关于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

截至6月底，已全面完成6000个
存在安全隐患的路口和600个发生过
伤亡交通事故的重点隐患路口排查工
作，逐路口制定了整改方案，完成了施
工图设计批复。其中，1205个存在安
全隐患的路口和 77 个发生过伤亡交
通事故的重点隐患路口已完成治理；
已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

讲活动 970 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4.67%。

关于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截至6月底，已建成4138个老年

助 餐 场 所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56.68%。

关于提高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保障水平

截至 6 月底，累计完成宫颈癌筛
查68.65万人、乳腺癌筛查70.37万人，
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5.81%、
87.96%；免费产前筛查覆盖率达到
93.79%，新生儿“两病”筛查率达到
98.55% ，新 生 儿 听 力 筛 查 率 达 到
98.62%，分别高于年度目标任务28.79
个、3.55个、3.62个百分点；34809名残
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 100.51%；已开展青少年心理
健康科普、团辅活动 3075 场，覆盖青
少年12.3万余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 61.5%；开展线下青少年个案心
理咨询13166人次，通过河南省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开展线上咨询 5779
人 次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65.83%、96.32%；培训青少年心理健康
工作者1378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45.03%。

据《郑州晚报》

我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更
加健康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7月23日，
记者从省委网信办获悉，为抓好“清朗·
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
行动的贯彻落实，河南决定于7月23日至
8月20日，在全省开展“河南省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据介绍，此次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内容
包含网络信息内容制作发布传播是否合法
合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履行情况、预防未
成年人网络沉迷义务履行情况等方面，将
重点检查五类与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密切
相关的单位及场所：一是省内互联网经营
服务单位，二是相关MCN机构，三是从事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业务的单位，四是互联
网上网营业场所，五是未成年人智能终端
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

专项执法行动由自查自纠、走访指导、
纠治处置等环节组成。未成年人网络产品
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
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要对照法律法规规
定，及时组织自查自纠，健全完善管理制
度，规范开展经营服务。专项执法行动期
间，对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不到位
的被检查对象，各部门将依据职责指导纠
治，开展合规指引，根据违法违规行为具体
情况予以分类处置。

本次专项执法行动开设有举报专区，
广大网民可通过点击河南省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云
平台的网址链接举报违法违规线索。

据《郑州日报》

上半年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如何？

223所学校已开工
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年度任务89.78%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当前正值
高校毕业生离校就业季，对一些还没
有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相关部门
会予以哪些帮扶？下一步稳就业将从
哪些方面重点发力？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7月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
些热点问题予以回应。

“从7月份开始，我们启动实施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以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为重点，坚持
精准施策与普惠服务相结合，从五方
面集中力量开展就业帮扶。”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
在发布会上介绍。

一是强化实名服务。各地人社部
门集中公布线上线下求助途径、招聘
平台、服务机构目录和政策服务清单，
并加快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对未就
业毕业生等青年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
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和1次
培训或见习机会。

二是强化岗位开发。通过“直补快
办”“政策计算器”等方式，集中兑现扩
岗补助、社保补贴等政策，激励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企业吸纳毕业生。各地还
将加快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三支一扶”
招募工作，做实公共部门岗位招录工
作，开展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密集举办百
日千万招聘、城市联合招聘等活动，推
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加大
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岗位开发力度，
帮助毕业生提升实践能力。

四是强化困难帮扶。聚焦脱贫家
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毕业
生等组织结对帮扶，优先提供稳定性
强的就业岗位。针对长期未就业青
年，通过家门口服务站、“15分钟服务
圈”进行实践引导。

五是强化权益维护。持续开展人
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严厉查处
虚假招聘、电信诈骗、“培训贷”等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和
不合理限制，为毕业生求职就业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

“人社部门将坚持把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积极
采取措施，支持青年到各行各业施展
才华。”运东来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持续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就
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1至6月，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20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政策效
应积极释放，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就

业形势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运东
来说，同时，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
有效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
营仍面临较大压力，部分劳动者求职
就业仍存在一些困难，做好就业工作
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据介绍，下一步，人社部门将加大
力度落实和完善稳岗返还、稳岗扩岗
专项贷款等政策，深入实施先进制造
业促就业行动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壮
大举措，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涵养就
业存量，培育就业增量。

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也是促进就业
的重要方面。运东来介绍，人社部门
将积极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和
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开
展百日千万招聘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
活动，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加高效、
便捷、精准的就业服务。

“在稳重点群体、兜底线方面，接
下来还将深入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
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强
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
难群体帮扶。”运东来说，我们将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全
力以赴确保全年就业目标任务完成。

据新华社

下一步稳就业如何发力
——权威部门回应当前就业热点

农业农村部：
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夺取粮食丰收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遭遇不同程
度洪涝干旱灾害，秋粮形势备受关注。农
业农村部将对积水农田加快排涝降渍、对
受旱地块广辟水源及时浇灌、对绝收地块
因地制宜改种补种，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
复，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这是记者 7 月 24 日从国新办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介绍，根据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秋粮面积比上年稳
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全国农
作物受灾面积高于去年，但是成灾面积同
比减少600多万亩。

当前是防汛抗旱的关键期，也是秋粮
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韩俊表示，将时
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立足于防大汛、抗
大旱、救大灾，尤其要盯紧主产区和重灾
区。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组织农业科
技人员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同志下沉一
线，进村入户蹲点包片，精准精细指导服务。

关于夏粮丰收情况，韩俊介绍，今年夏
粮增产72.5亿斤，达到2995.6亿斤，再创历
史新高，是近9年里夏粮增产幅度最大的，
对于稳定物价、稳定老百姓预期作用明显。

今年夏粮能够获得丰收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是面积稳住，二是单产提高。韩俊
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玉米、小麦、大
豆等主要粮油作物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比如对小麦集成推广了深翻整地、播后
镇压、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在关键农时
全覆盖实施“一喷三防”，夏收期间组织60
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地区作业等，增产、减
损协同发力，取得良好成果。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