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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王聿昊 姜琳）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财政部19日联合发布《关于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11
项政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
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知的一大重点举措是合并
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
用符合条件的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及登记失业青年的企
业，可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执行至2025年12月
31日。

先进制造业是青年就业
的重点行业之一，通知明确
实施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
动这一举措，将开展先进制
造业职业体验活动，建立先
进制造业企业集群职称评审
“绿色通道”等。

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
募集计划，这一举措将支持

企业、政府投资项目、事业
单位开展就业见习，在今明
两年每年募集不少于100万
个就业见习岗位。

就业困难青年帮扶也有
新举措。通知要求强化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帮扶，建
立实名台账，普遍提供至少
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
导、3次岗位推荐及1次培训
或见习机会。强化困难高校
毕业生结对帮扶，及时将脱
贫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
生、长期失业青年、求职补
贴发放对象纳入帮扶台账，
针对性提供高质量岗位
信息。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通
知还提出延续实施国有企业
增人增资政策、鼓励引导基
层一线就业、支持自主创业
和灵活就业、大规模组织招
聘对接服务、强化青年求职
能力训练和学徒培训、高效
办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
事、加强就业权益维护等7
项举措。

中马建交50周年图片展在吉隆坡举行
新华社吉隆坡6月19日电 以“携手同行 合作共

赢”为主题的中马建交50周年图片展19日在马来西亚首
都吉隆坡开幕。展览精选100张历史照片，生动展现两国
交往的重要时刻。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4日举行
展品数量超1500项

新华社上海6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上海市政府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4日举行，目前大会筹备工
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大会展品数量超1500项。特斯拉、
微软、施耐德等500余家企业确认参展，上海市外企业和
国际企业占比超50%。

天文学家称可能实时观测到巨大黑洞
“苏醒”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2019年12月，天文学家曾发
现，一个之前不显眼的星系突然开始变得明亮，此后便
开始了对该星系的密切监测。一项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
说，该星系出现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化，很可能是其核
心巨大黑洞突然“苏醒”的结果。

张之臻淘汰梅德韦杰夫 晋级ATP哈雷站
八强

新华社柏林6月20日电 在19日进行的男子职业网球
选手协会（ATP）500哈雷站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之臻以
6：3、2：6、7：6（5）击败赛会三号种子、前世界排
名第一的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晋级八强。

热带气旋频率及强度增加可导致海鸟数量
急剧下降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
国《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上报告说，气候变化导致的
热带气旋频率和强度增加可能导致海鸟数量急剧下降。

重庆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重庆6月20日电 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获悉，经持续跟进会商研判，按照《重庆市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有关规定，重庆市于6月20日10时，针对綦
江、涪陵、酉阳等26个区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提出11项政策举措
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申铖 韩佳诺）记者
19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
中央财政资金进一步支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20 2 4年首批先支持
1000多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两部门日前印发的通知
明确，2024年至2026年，
聚焦重点产业链、工业“六
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综合
奖补方式，分三批次重点支
持“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

展。20 2 4年首批先支持
1000多家“小巨人”企业，
以后年度根据实施情况进一
步扩大支持范围。

据了解，中央财政资金
将支持重点领域的“小巨人”
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
术、开发新产品、强化产业链
配套能力，同时支持地方加
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赋能。奖补标准方面，新一轮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
拟沿用此前奖补标准，即按
照每家企业连续支持三年，
每家企业合计600万元测算
对地方的奖补数额。

今年超千家“小巨人”企业

将获财政奖补支持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建设教育强国，
离不开中西部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着力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中西部地区各级
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发展水
平显著提高，支撑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切实增强，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补短板、强弱项

在青海，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果洛
藏族自治州气候高寒，优质教育资源匮
乏。曾几何时，得到优质的教育、照亮学生
成才的梦想，是这里最深切的期盼。

在上海市的援助下，专为解决农牧区
孩子上好学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于2019
年正式开学。绿意葱茏的校园环境、设施
完善的学生宿舍、数字化的智能教室……
这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孩子们在西宁的
家，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中西部教育
置于全国教育总体格局中优先谋划设计，
保障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为中西部教
育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补齐学前普惠资源短板——— 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截至2023年，
中西部地区有17个省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比2013年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入园

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落实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完善保障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项目
实施力度，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
条件；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坚决守住不让
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的底线。

推动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
见》出台，打造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新引
擎，建设西南高等教育开放高地，促进中
部高等教育协同联动，在西北、西南、中
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的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举

措不断提升中西部教师队伍质量。实施部
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开展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等，为中
西部地区培养补充本科层次高素质教师；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
划、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
“组团式”帮扶、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
等系列支持计划，有效推动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

搭平台、促转型

黄土高原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

镇曹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
校园里，曾经与羊群相伴长大的学生，

现在通过教室里可触控的“智慧黑板”与城
市孩子联系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在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实现教育
公平是人们的夙愿。数字教育，为推进教
育公平提供了新解法。

2022年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接入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
的省级平台。

靠着一根网线，越来越多一流教育教
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
教学”，越来越多高水平大学课程通过
“慕课西部行计划”“同步课堂”实现
“好课西北飞”。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每百人学生页面浏览量
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70%；
每百人教师页面浏览量排名前十的省份
中，中西部地区占60%。

此外，截至目前，“慕课西部行”等
面向西部高校提供20.68万门慕课及定制
化课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
学935.95万门次，为西部高校广大师生提
供一流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一根根网线，上通都市、下连山区，
点亮千万中西部学子的梦想。

增活力、添动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脱贫攻坚各项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通过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专项计划等举措，助力数以百万计的贫
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诸多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
育，努力实现“职教一个、就业一人、脱
贫一家”；

选派近万名干部人才参与一线脱贫攻
坚任务，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进乡村、
贴近群众，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
技成果应用到扶贫工作中，把青春挥洒在
扶贫路上。

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对
于持续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发挥着重要
作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高质量
乡村教育体系 推进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工作的意见》等，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
政策保障。

此外，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深化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等一系列
务实举措也在持续进行。教育系统将汇聚
多方合力，书写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 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成效显著

新华社记者 樊 曦 黄 垚

发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
用品；调整施工方案，开展夏季施工安全
培训；露天作业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劳动
者连续作业时间……在江苏南京至盐城高
速公路10标项目建设现场，一线建设者
感受到了工会“娘家人”送来的关怀。

“目前正值桥梁桩基施工关键期，
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项目工会组织
为工人‘送清凉’，普及防暑降温知识，
采用‘干两头，歇中间’的工作方案，既
保障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又不耽误工程进
度。”中铁十一局项目负责人周彦雄说。

当前，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季
节。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通知，部署做好
2024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要求各级工
会协助和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温
工作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事
件，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危害，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
动安全健康权益。

炎炎夏日，各地工会积极行动。在海
南，各级工会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为重点，广泛开展送清凉物资、送法律维
权、送安全教育、送健康体检等活动；在
河南，郑州市各级工会结合周边劳动人群

工作特点，对工会驿站服务站点的服务内
容和服务时长提质升级，开放空调提供清
凉，并准备饮用水和防暑药品供劳动者
使用。

在贵州，为确保夏日供电平稳，多支
电力服务队奋战在保供电第一线，守护电
网安全运行。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工会组
织后勤服务队走进生产一线开展慰问活
动，协调班组合理安排职工作息时间、制
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和高温中暑应急预
案，将防暑降温物资送到奋战在变电站、
输电线路、配网升级等工作现场的一线职
工手中。

在广东，中铁十五局珠肇高铁鹤洲站

特大桥施工现场，项目工会把防暑降温工
作列为重点工作，为一线劳动者配备绿豆
汤、西瓜、藿香正气水、防晒衣、手套等
防暑降温物资，合理布局生产现场，搭建
凉棚，调整施工工序，实施错峰施工
策略。

防暑降温工作事关劳动者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全总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工
会还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健康知识宣传
教育活动，普及防暑降温相关法律法规，
帮助职工了解高温危害、掌握高温危害的
防护措施和个体防护方法，提高职工的自
我防护意识和能力，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各级工会积极部署做好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田晓
航）6月21日将迎来夏至节气。中医专家
提示，夏至是人体阳气最盛、阴气始生、
阴阳交替的时节，这一时节气温升高、湿
度增大，护心养阳是养生防病的关键。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副
主任医师龙霖梓说，夏至时节，气候炎热
易伤津耗气，暑湿困脾阻碍运化，人体容
易出现睡眠质量差、食欲不佳、精神不
振、头晕胸闷等不适症状。心通于夏气，
夏天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由于

天气炎热，出汗增多，而“汗为心之
液”，心阳随着汗液的排泄而损伤，人容
易出现心悸气短、烦躁失眠等症状。

“入夏无病三分虚。”龙霖梓说，夏
至养生防病需注意保护阳气、调养心阳，
补养心阴、清心宁神，清暑祛湿、益气
生津。

龙霖梓介绍，具体而言，饮食宜清
淡、多食杂粮；可多食苦味食物以清心祛
暑，如苦瓜、苦菊、马齿苋等；适当食用
酸味食物以开胃固表，如山楂、番茄、柠

檬等；适当食用解暑利湿之品，如丝瓜、
冬瓜、西瓜、黄瓜；不宜食用肥甘厚味，
宜少食生冷以护中焦脾胃。

起居、情志和运动方面，顺应自然界
阴阳消长的规律，夏至时节宜晚睡早起，
保证睡眠质量以使气血恢复，中午宜小憩
以顾护心阳。夏至人体阳气亢奋，需要心
平气和、保持心情愉悦，使气机宣畅。运
动不宜剧烈，尽量在清晨或傍晚天气相对
凉爽时进行，可选择游泳、慢跑等，老年
人可选择太极拳或八段锦；运动后及时补

充水分，切不可饮用冰水，更不能立即冷
水冲淋。

一些中医药适宜技术也能够在夏至养
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专家介绍，拔罐可以
祛除瘀滞、行气活血；穴位按摩可选择按
揉神门穴、极泉穴等，以养心强心；刮痧
可沿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的经络循
行部位进行，发挥宣通气血、祛除湿热的
功效。此外，通过艾灸任、督二脉可以升
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元气，贴敷三伏
贴能够发挥冬病夏治、养生防病的作用。

夏 至 后 暑 热 为 盛 护 心 养 阳 正 当 时

6月20日，救援人员在黄河兰州
段盐场堡码头水域开展应急搜救综
合演练。

汛期到来，为提升相关部门水
上搜救应急处置能力，6月20日，甘
肃省交通运输厅与兰州市人民政府
联合在黄河兰州段盐场堡码头水域
举办“交通使命 畅安水路”水上交
通应急搜救综合演练。演练设置船
舶艇碰撞乘客意外落水、船舶失火
及被困人员转移等事故情景，来自
兰州水运集团、兰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兰州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和部
分民间救助团体的人员模拟事故情
景完成应急处置流程。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