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 陈旭）从今
年起，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退出历史舞台，未
来毕业生如何入职、迁户、转档？ 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 毕业生应加强与就业单
位或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沟通， 了解确认档案转
往单位或机构的信息，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关注
接收单位的通知信息，及时办理存档事宜。

北京市人社局介绍，取消报到证后，毕业院
校要按规定及时整理高校毕业生档案， 根据毕
业去向登记信息，明确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
等信息， 认真填写 《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
单》，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递档
案。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包含
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等个人学习材料以及其他
可供参考的材料。 毕业后，高校将学生档案转递
至就业单位，就业单位在学生档案基础上增加就
业经历等工作材料，这就形成了人事档案。

高校毕业生如果是到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
位就业，或按定向招生就业，应将档案转递至就
业单位或定向单位。 如果是到非公有制单位就
业、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可将档案转递至就业
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对于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可将档案转至户籍地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保管， 或按规定在高校保
留两年。

2023 年 5 月，人社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
取消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
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
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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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
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轻快的
儿歌声中，又是一年端午到。

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
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这
个节日里，五湖四海的人们划龙舟 、包粽
子、挂菖蒲、插艾蒿，或是参加古籍阅读、
文艺活动、旅游宿营……以传统或时尚的
方式，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涵养
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

缅怀：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55 岁
的李飞西在家门口支张板凳，抓一把泡好
的本地“三粒寸”糯米，包入新鲜箬叶，扯
一截五彩线，三缠两绕，一个牛角粽就做
好了。

相传 2300 年前，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
沉， 两岸百姓闻讯驾船赶来抢救打捞，把
粽子争相投往江中让鱼虾饱食，以免鱼虾
伤害屈原遗体。 几经演变，龙舟竞渡、吃粽
子、挂菖蒲、插艾蒿、系香囊成为人们纪念
屈原的重要方式。

尽管跨越千年，汨罗人民对屈原的感
情并不因时间推移而变淡 ， 反而越发浓
烈。 在汨罗人的口中，对屈原的称呼，不是
带着官方意味的“三闾大夫”“屈大夫”，而
是非常亲切的“屈老夫子”，乃至称呼家中
长辈的“屈爹爹”。

“我们小时候就听‘屈爹爹’的故事长
大， 现在也把他的故事讲给儿孙们听，希
望他们像‘屈爹爹’一样，热爱国家，正直
高尚，拼搏奋斗。 ”李飞西说。

一场龙舟赛在广东省汕头市海明公
园上演。 鼓声急促，桡手们齐齐挥桡划桨、
劈波斩浪，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 ，冲向
终点。 鼓声、口号声、划桨声，与岸上观众
的助威声交织在一起，一派热闹景象。

“无龙舟，不端午，龙舟是我童年最特
别的回忆。 ”专程返乡观赛的汕头籍赛艇
名将、2012 年伦敦奥运会银牌得主黄文仪

说，自己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龙舟手 ，赛龙
舟是一项仪式感满满、极具亲和力的文化
运动项目，需要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齐心
协力去拼搏。

从汨罗江到屈原故里秭归，从沿海到
内地， 端午文化犹如一根无形的丝线，把
人们聚拢在一起。

“端午文化很特殊， 让人在缅怀追思
中感受厚重， 也能在龙舟竞渡中体会激
昂，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爱国、恤民、正
直、求索等人文理念，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滋养。 ”在汨罗屈子祠工作生活 40 余年
的屈学专家刘石林说。

传承：在发展中永续家国情怀

这几天 ，湖北省图书馆正举办 “典籍
中的端午”文化活动，邀请读者一起阅读
与端午相关的馆藏典籍。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
南国兮……”湖北省图书馆馆长 、湖北省
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刘伟成带领读者共同
诵读屈原的《橘颂》。 “‘苏世独立，横而不
流兮’， 屈原表明志向， 要保持清白的节
操，永远忠于故土。 ”刘伟成说。

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文
明成果的重要体现，湖北省图书馆希望以
此引导读者阅读典籍，从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许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参
与，让刘伟成非常振奋，“无论是‘深固难
徙，更壹志兮’的坚定不移，还是‘众人皆
醉我独醒’的玉洁冰清，亦或是‘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百折不挠，是
个人奋斗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源泉。 ”

“与许多传统节日一样， 端午节的出
发点是为在仲夏入暑时求吉辟邪，后来因
纪念伍子胥、曹娥，主题变得更丰富，但最
关键的是， 因为与屈原传说紧密联系，成
为凝聚中华民族 ‘根 ’与 ‘魂 ’的独特节
日。 ”刘石林说。

“现唱端午佳节日，万古传闻为屈原，

视死如归爱国魂， 九死不悔代代传……”
在江西省于都县莲花广场，客家古文传承
人肖秋林正襟危坐，手拉二胡 ，配着抑扬
顿挫的韵律，用客家方言讲述着屈原的故
事。 路过的游客纷纷驻足倾听。

“在于都这片红土地上， 像屈原那样
赤诚爱国并为此牺牲的人不计其数。 ”为
了写好此次端午唱词，年过七旬的肖秋林
连续半个月天天泡在当地文化馆和博物
馆，记下满满一大本笔记，将红军的革命
故事融入古文说唱中，希望借此机会把先
辈家国情怀的故事讲得精彩。

“我的太姥爷就是红军，前人的付出，
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 我要努力学习，长
大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认真听完肖
秋林的演唱，于都县胜利学校的学生萧子
勋眼圈泛红。

“端午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得到丰富 ，
结合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 文化特点，发
展出新的文化符号，更好地渗透到人们的
生产生活中，大家也在无形中延续民族情
感和家国情怀。 ”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邹伟
民说。

弘扬：在传播中坚定文化自信

连日来，“汨罗香囊制作技艺”非遗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十分忙碌。 她准
备设计一款“楚辞香囊”，为了确保绣花图
样符合《楚辞》中的描述，还专程前往汨罗
屈子祠，向屈学专家刘石林请教。

屈原在《楚辞》中写道 ：“扈江离与辟
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香囊在战国时代
已是一种饰物。 端午时节佩戴香囊，是我
们家乡的习俗。 ”戴芸伊说，奶奶制作的香
囊，充满传统韵味，散发沁人香气，是她对
儿时的美好回忆。

戴芸伊曾在法国留学，目睹法国香水
广受追捧，她思考“家乡的香囊更天然、更
韵味悠长，能不能有朝一日也像法国香水
一般走向全球”。 6 年前，她放弃在外发展
的机会，回乡创业，进村寻访香囊的古法

技艺，研发香囊文创产品 30 余项，赴各地
做市场推广。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她的香囊
走红，有的外国游客购买带回家乡，用以赠
送友人。

近年来，非遗、国潮、国风等传统文化，
深受年轻人喜爱和追崇， 国民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走
出去”，常有令世界惊艳的表现，增进了文
化交流。

江西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箩
巷，人潮涌动。 一家名为“万寿宫粽子非遗
馆”的古风小楼里，飘出阵阵粽叶清香，前
来打卡的游客排成长队。

为了做好拥有 130 余年历史的杨大娘
粽子，杨文军放弃了沿海的高薪工作，回乡
开发富含“国潮”元素的新产品。今年，他在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的粽子非遗博物
馆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展示体验区、热食粽
子现包现煮区、 非遗粽子文创礼盒和伴手
礼展销区组成， 生动展现鄱阳湖流域的农
耕稻作文化、 粽子历史文化和制粽非遗技
艺等。因为文化的加持，粽子从街头常见的
美食小吃，升级为一种可参观、可感受、可
品尝、可回味的丰富体验。

“既能品尝美味的粽子，还能感受深厚
的中华历史文化底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留学的涂思劼感慨。

4 年来，杨文军结合线上线下优势，让
年营业额从以前的 10 余万元跃升到上千
万元。 他说：“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仅仅是吃
粽子、划龙舟，背后的文化意蕴深厚，越来
越多年轻人选择‘国潮’，是对传统文化充
满自信的表达。 ”

“端午文化在传承优良传统风俗的基
础上，通过注入适宜的当代元素，更加贴近
生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彭雷霆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推动端午习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能更有力地提升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群体
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记者 陈俊 周楠 余春生 阮周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传承人文力量 涵养家国情怀
———多地群众端午节庆扫描

新华社记者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是基于当事人申
请， 由法定专门机构居中给出调解意见或
作出仲裁裁决的重要法律制度。 为更好发
挥仲裁机构作用、为农民工“护薪”，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开展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的通
知》。

这一行动如何开展？ 怎样确保农民工
工资争议案件快调速裁？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
问。

问题一：为何要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
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

答：这一行动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劳
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的重要举措。 近年
来，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快速增长，劳动人
事争议也相应增加。 个别地区仲裁机构在
办理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时程序仍不够优
化、办理时间偏长，争议办理质效难以适应
及时维护农民工权益要求。

2019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
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
提出，“对简单小额案件实行速裁制，有条

件的地区可设置专门速裁庭”。部分地区建
立了一批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 但从全
国来看，速裁庭尚未普遍建立、速裁工作机
制仍不完善。 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
建设专项行动， 就是要推动各地进一步优
化办案程序、健全速裁工作机制，助力根治
欠薪工作取得新成效。

问题二：行动如何开展，提出了哪些方
面的具体要求？

答： 通知要求各地调配资源组建速裁
庭（或速裁团队），并建立健全符合农民工
工资争议案件办理特点的快立快调快审快
结工作机制， 做到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优
先受理、快调速裁，依法及时有效维护农民
工劳动报酬权益。 具体可以概括为四个要
求：

要求各地在仲裁机构内部统筹协调设
立速裁庭，负责办理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
其中， 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较多的地区要
普遍建成速裁庭。 暂不具备设立速裁庭条
件的， 可先行组建人员相对固定的速裁团
队。

要求速裁庭在办理过程中积极引导调
解结案， 调解不成的也要严格适用简易处
理、 终局裁决、 先行裁决和先予执行等规

定，稳慎办理重大集体争议案件，缩短办案
时限。

要求速裁庭健全速裁机制， 对符合条
件的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实行容缺受理，
围绕案件关键信息开展庭审， 并给出调解
意见或作出仲裁裁决。

要求速裁庭强化协同办案， 可邀请工
会、企业代表组织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涉
案企业主管部门、专业律师等参与办案，同
时做好与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人民法院、司
法部门和工会组织的工作衔接。

问题三： 通知部署了哪些便利农民工
维权的措施？ 如何确保相关举措得到贯彻
落实？

答： 在充分吸收各地提升农民工工资
争议案件办理质效、开辟维权“绿色通道”
经验的基础上， 通知提出四方面加强服务
的措施。

一是明确对农民工工资争议可以实行
容缺受理。 农民工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格式
不规范、内容不完整或材料不齐备的，立案
工作人员要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并
指导农民工申请人进行修改完善。 对于经
初步审查符合受理条件且农民工申请人书
面承诺予以补正的，即使材料不齐备，仲裁

委员会也可以先行受理， 由农民工在受理
后补齐材料，以方便农民工快速维权。

二是要求对农民工申请人提起的含有
工资等多个请求的争议案件， 速裁庭要积
极协调， 促成当事人先对工资请求达成协
议，先行出具仲裁调解书。加大农民工工资
争议的调解工作力度， 根据案件事实提出
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 帮助农民工合理维
权。

三是明确农民工有法律援助需求的，
可以要求速裁庭工作人员对接司法部门、
工会组织，以尽快获得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鼓励速裁庭通过在线庭审办理农
民工工资争议案件， 并探索更多类型的庭
审方式， 以方便农民工异地维权、 快速维
权。

通知要求各级人社部门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加快推进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定期调度各地速裁
庭建设进展情况， 落实对农民工工资争议
案件的办案指导职责， 指导各地做好速裁
庭建设并及时总结、宣传好的经验和做法，
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确保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优先受理、快调速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负责人谈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日前，一场雷雨结束了连日的高温天
气。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渡口驿乡二
屯村农机手孙圣旺、杨守海开始抢墒进行
夏种。

今年在支援河南抢收小麦后 ， 孙圣
旺、杨守海 6 月 10 日前后回到夏津县继续
忙活。 “从早上七八点，要一直抢收到凌晨
一点， 得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把麦子收回
家。 ”孙圣旺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 20
日，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山
东、 陕西、 山西等 9 省已收获冬小麦 3.01
亿亩，收获进度达 99%，黄淮海地区大规模
机收基本结束。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今年 “三
夏” 期间， 全国 60 多万台联合收割机、80
多万名农机手、6100 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
务队抢天夺时奋战在麦收一线，机械化收
获占比超过 99%。

“今年山西夏粮丰收基础总体较好 ，

得益于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 ， 播种面积
稳中有增，适期适墒播种比例高 ，麦田苗
全苗壮，雨水基本适宜，主要病虫草害监
测和防控到位，危害总体偏轻发生 。 ”山
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王圆
荣说。

压实责任，稳住面积。 今年中央财政
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实施小麦“一喷
三防”全覆盖，春季田管关键时期向实际种
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100 亿元。 各地严
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冬小麦面
积稳中有增。 同时，南方地区千方百计挖
掘冬闲田潜力，受旱地区全力抗旱保播，确
保油菜扩种任务落实落地。

精准指导，提高单产。 今年农业农村
部首次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分区域制定提单产综合方案，分作
物印发技术指导意见。 开展小麦绿色高产
高效行动，推动精细播种、枯黄弱苗追肥等
关键措施落实。

多措并举力争 “虫口夺粮 ”“龙口夺
粮”。 今年中央和各级财政累计安排 52 亿
元支持病虫防控和小麦“一喷三防”，农业
农村系统共派出农技人员 77 万人次进村
入户指导，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小麦条锈
病 、 赤霉病危害面积分别比上年减少
25.3%、15.6%。同时，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
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合制定抗灾保丰收预
案，会同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部门建立
“三夏”生产工作协调机制。

据了解，针对局地“烂场雨”的紧急情
况，各主产区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伍，
帮助小散偏地块和有困难的农户进行抢收
抢种作业。 河南、陕西、河北等省财政下拨
38.79 亿元支持小麦抢收抢烘。河南全省投
入联合收割机 21.6 万多台争分夺秒抢收
小麦， 高峰期日收 1543 万亩， 比常年多
200 万亩。

机器穿梭田间，插下一株株秧苗。 6 月
19 日下午，大雨刚停，安徽省滁州市天长

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平东林
和农事服务团队就在田间忙碌。 今年他们
托管了约 9200 亩水稻，受夏收时降雨天气
影响，夏种压茬推进有所延缓。 “‘三夏’时
节，就是一个‘抢’。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抢
种。 ”平东林说。

据 6 月 20 日农情调度，全国已夏播粮
食 72.3%。 夏玉米已播 90.1%，夏大豆已播
76.9%，中稻已播栽 80.2%。 河南、陕西夏播
基本结束，安徽、山东近九成，河北过八成，
江苏过七成。

“很多地方基本是上午收小麦、下午种
玉米。目前夏播进度已经快于上年同期，做
到了适墒适期播种。”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
负责人说， 前期因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夏收
进度，导致初期夏播进度偏慢，但各地加强
农机调度抢收快收，加之土壤墒情好，夏收
夏播稳步推进。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推进“三夏”生产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于文静 魏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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