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崔敬）6月11日，记者
了解到，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围绕高考、时
令节气食品安全保障情况，在商超、农贸
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行动（如图），通过发挥“市场监管+社会
共治”作用，共同构建食品快检体系，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

本次专项抽检创新采用“你点我检”
“百姓点检日”“食品快检进市场”等互动
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聚焦啤酒、冷饮、肉制品等夏季热销食品，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 1820 批
次，检测项目涵盖食品添加剂使用、农兽
药残留、微生物指标等关键内容。

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
完成食品监督抽检 5697 批次，完成食品
快检2969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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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腔声】 有些“小眼镜”的背后是家长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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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今年全国爱眼日“关注普遍的
眼健康”主题，有必要重点关注一下孩子
的近视问题。

不必讳言，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眼
睛近视的孩子比较多，很多孩子过早地成
了“小眼镜”，不但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眼健
康，而且还可能间接影响到心理健康，甚
至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长远影响，这
已成为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

那么，关于孩子的近视问题，家长怎
么看呢？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家长，没有谁愿
意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因为近视佩戴眼
镜。孩子视力不佳，无疑是众多家长的
一个心病。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孩子那么小，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小眼镜”？

平心而论，虽然孩子近视的成因各
异，但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特别是玩手
机，是导致许多孩子视力下降的关键因
素之一。

就现在的社会环境而言，要想孩子
完全不接触手机，是不现实的。

客观而言，手机是把“双刃剑”，孩子
适度地使用手机，对获取信息、拓宽知识
面，有一定的益处。然而，如果孩子沉迷
其中，毫无节制地玩手机，手机屏幕对其
稚嫩的眼睛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过度
使用手机就是造成很多“小眼镜”的罪魁
祸首。

稍微观察一下不难看到，一些孩子
长时间玩手机。有些孩子对手机的依

赖，如同一些成年人沉迷烟酒一样，难以
自拔。

孩子想玩手机不可怕，可怕的是家
长的放任和纵容。笔者经常看到，有些
孩子玩手机时，家长不但没有意识到玩
手机会影响到孩子的眼健康，而且还夸
赞孩子“玩得溜”，这哪是爱护孩子啊！
分明是把孩子推向损伤眼睛的“火坑”。

更有甚者，有些孩子早已拥有了自
己的“专属手机”，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
制地玩，一天不玩手机就会感到不自在。

众所周知，遇事管与不管，效果迥
异。同样道理，面对孩子玩手机这个问
题，家长漠视或重视孩子眼健康，其结
果也必然天差地别。

事实正是如此，有些家长具有较强
的眼健康意识，他们并未“一刀切”地禁

止孩子使用手机，而是合理安排时间，
适度允许孩子使用手机，从而避免孩子
因沉迷手机加入“小眼镜”行列。

通过对比不难得出结论，在许多孩
子成为“小眼镜”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家
长监护不力的问题。正是一些家长对孩
子的放任和纵容，从而让一些孩子毫无
节制地使用手机，最终让孩子成了“小眼
镜”。

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对保障孩子
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基于此，为了孩子的眼健康，恳请
诸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不仅要重
点关注孩子的眼健康，还要教育引导孩
子增强眼健康意识，科学合理管控孩子
使用手机，给孩子创造一个光明的未
来。

□姬国庆

本报讯（记者 李蕊）6月12日，记
者从市社会保险中心获悉，为支持企业
稳定岗位，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鼓励企业
更多吸纳就业，兜牢失业保障底线，我省
发布了一揽子惠民政策，其中涉及稳岗
返还、技能提升补贴、一次性扩岗补助等
方面政策。且按照规定，这三项政策均
延续实施至2025年12月31日。

其中，在稳岗返还方面，大型企业
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存在失业保险欠费的参保单位，
足额补缴欠费后，以上年度实际缴费为
返还基数享受稳岗返还政策，补缴的历
史欠费、滞纳金不计入返还基数。享受
稳岗返还政策的单位性质为企业及六
类市场主体（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
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企业上年末职工人数大于或等于上年
年初职工人数时，视为未裁员。上年度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按 5.5%
计算，符合稳岗返还政策参保单位的裁

员率应不高于 5.5%。劳动合同期满、
调出、自愿辞（离）职、退休、死亡等正
常减员，不列入裁员率计算范围。大型
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的确认及稳岗返还经办模
式分别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劳务派遣
单位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在技能提升补贴方面，我省按照初
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
高级（三级）2000元、不分级或未明确分
级的统一为 1500 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
升补贴，每人每年享受1次补贴。相关
证书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可查询。
取得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每人
每年在享受1次补贴基础上增加2次补
贴次数。我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暂
按相关规定的职业（工种）指导目录 A
优先支持类确定。用人单位性质为企
业的在职职工，可按规定申领技能提升
补贴。经办机构要加强审核工作，推动
证岗相适。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
由其所属企业统一代为申报。劳务派

遣单位负责汇总实际用工单位填报的
附件表格，并统一代为申报。符合申领
条件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由个人自
行申领。

在一次性扩岗补助方面，符合人社
部有关规定的社会组织参照企业享受一
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根据《社会组织名
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69号），社会组
织包括依法办理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
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具体以“中国社会
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全国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为准。一次性扩岗
补助的发放方式和办理流程、劳务派遣
单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等业务，
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对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
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大龄失业人
员（含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
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而继续发放
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失业人
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照

“先缴后补”的原则，在办理退休业务后
的次月进行申领，最长不超过11月。

助企稳岗 提升技能 兜底保障

一揽子惠民政策发布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6月12

日，记者从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
该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数
据质量提升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
目标、问题和结果导向相结合，多措
并举，扎实推进数据质量提升。截
至 5 月底，该中心共清理长期封存
账户 4923 户，核查提取业务 4470
笔。

首先，该中心成立了以“一把
手”为组长的数据质量提升工作专
班，明确整改目录、任务分工及整改
时限，畅通数据治理问题反馈、分
析、整改渠道，并制定多个数据治理
管理办法、台账、流程图等，形成集
数据核查、原因分析、数据补录、业
务调整、问题整改及台账登记为一
体的闭环式、规范化工作流程。

工作专班统筹指挥，市县联动，
全面掀起数据专项治理工作高潮，
对部分难点问题“专项突破”。他们
对长期封存账户进行清理，先后向
有关单位发协助函，协同比对信息，
并上门走访，组建清理小组在家属
院、企业张贴清理公告及职工名单，
累计 200 余份。同时，他们借助公
众号、官网等平台，分批发布《致全
市住房公积金长期封存账户职工的
公开信》及清理名单，累计70余次；
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讨、部署，有效
解决清理中的瓶颈问题。截至今年
5 月底，该中心共清理长期封存账
户 4923 户，清理率 71.31%，位居全
省各地市前列。

为了完善贷款信息，该中心重
新核对全部历史贷款档案，通过逐
笔查找原始资料、系统比对等方式，
补录补全信息。截至 5 月底，该中
心补录完善信息20580条。他们还
核查提取数据，对照最新提取政策，
对存疑提取业务分类梳理核查，形
成台账，不断完善业务系统和操作
流程，形成“核查—追踪—总结—改
进”良性循环。截至5月底，他们共
核查提取业务4470笔，提取业务错
误率为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提升数据质量
着力服务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