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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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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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林）我市日前开展“诚信立政 优化环境”主题宣
传活动，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由市、县（市、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管部
门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联合，以市县联动、突出主题、集中展示的方
式组织开展，包括政务诚信监测预警、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行业
领域信用监管、 征信知识普及等板块， 涵盖经营主体公共信用信息
（失信信息及不良信用记录）修复流程、“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招
投标及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放心消费，诚信经营、网络诚信建设、
“征信修复”乱象治理、纳税信用管理等具体内容，展示我市各行业领
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经验做法和创新亮点，并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宣传普及诚信文化知识。

通过此次主题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认知度和认同度， 不断凝聚全社会共促诚信文化建设的共识
和力量。 下一步， 安康市将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任
务，不断加强宣传力度、广度，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构建“知信、守
信、用信”良好社会氛围。

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 汉阴县中堰村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迎来了虾苗投
放季，养殖户们正抢抓时机投放虾苗，为今年龙虾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堰村投苗现场，虾苗虽然经历了“长途跋涉”，但是状态良好，一个个活
蹦乱跳，十分喜人。 养殖大户邱冠嘉通过搬运分拣、适应水温等步骤，严格按照养
殖标准，缓缓将虾苗放入荷塘内。

作为“千万工程”示范村的中堰村，境内水源充足，水质清澈，是水产养殖的理想
之地。 “今年我们计划分批次投放虾苗 240万尾，今天是第一批次，投放了 20万尾虾
苗。 现在虾苗身体长 5到 8厘米，大概两个月后就可以长到 100克到 150克之间，成
为商品虾上市销售。 ”望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虾苗，邱冠嘉笑得合不拢嘴。

得益于汉阴丰富优质的水资源条件，去年他在平梁镇试养的 30 亩澳洲淡水
龙虾取得了成功，产值达到了 100 余万元。 在销售市场获得一致好评后，他便有
了扩大养殖面积的想法， 今年他在城关镇中堰村流转了 100 亩水域面积开始规
模化养殖，除了投放澳洲淡水龙虾苗外，还投放了鱼苗，综合产值有望突破 1000
万元。

“汉阴水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也好，有啥困难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在这里发
展很安心……”良好的收益、广阔的市场前景，也激发了邱冠嘉的养殖热情。 下一
步，他还计划以虾为主题，将养殖基地朝农旅融合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集养殖、
销售、餐饮、乡村旅游于一体的产业致富路。

“我们打算以农旅融合的方式，让顾客在荷塘自己体验钓虾的乐趣，并提供
厨具让顾客可以现场烹饪，品尝享受到最新鲜的虾。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有新
增一些台湾的美食，还有咖啡，让顾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充分体验享受田园时
光的乐趣。 ”邱冠嘉干劲满满地说道。

据了解， 邱冠嘉所在的台资企业陕西远方诗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荣获中
国富硒产业研究院富硒虾官方 CMA 双认证（鲜活虾，熟食虾），为国内首家双认
证淡水龙虾企业，今年继续研发探索富硒鱼类 CMA 认证。

澳洲淡水龙虾只是汉阴发展生态渔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汉阴县抢抓长江
流域十年禁渔机遇，将生态渔业作为全县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引进澳洲淡水龙虾
等新品种，培育渔业产品加工主体，延伸渔业产业链条。 同时还将渔业发展与庭
院经济、光伏发展等产业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碎片化土地发展庭院
养殖业，进一步壮大渔业产业规模。

据统计，汉阴县渔业产业主要以传统池塘精养、大水面生态增养和陆基高位
鱼池养殖为主，养殖品种主要以青、草、鲢、鳙为主，搭配有小龙虾、匙吻鲟、鲈鱼、
中华鳖、南美白对虾等名特优品种，今年开始大力发展桃花鱼产业。 全县现共有
水产养殖面积 12420 亩，水产品产量 7245 吨，实现生态渔业产值 1.3 亿元；新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和改造提升 2900 亩；新增陆基圆桶高位养殖池 227 个（其中渔
光互补基地 150 个），养殖规模达 10358.5 立方米；完成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及尾
水处理项目 200 亩；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渔业生产工作站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投放鱼苗 10 余万尾；打造洞河水库大水面示范点 1 个；双乳镇双乳村小龙虾及
预制菜深加工基地正式投产，年水产品加工量达 1700 吨；中、省、市、县对汉阴鲤
鱼、草鱼、花鲢及水质四批次质量抽检合格率 100%；生态渔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到 3 亿元以上，成功创建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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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6 月 18 日，工作人员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内布展调试。
图二、图三、图四、周六：2024 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 6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天津举行。 据介绍，本届智博

会以“智行天下 能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设置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智能
制造等 10 大主题展区，突出呈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顶尖技术产品和发展成果。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图五：2024 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天津）（6 月 18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 养养殖殖大大户户邱邱冠冠嘉嘉通通过过搬搬运运分分拣拣、、适适应应水水温温等等步步骤骤，，严严格格按按照照养养殖殖标标准准，，将将虾虾苗苗放放
入入荷荷塘塘里里。。

员员工工在在搬搬运运分分拣拣虾虾苗苗。。

2200 万万尾尾澳澳洲洲淡淡水水龙龙虾虾在在汉汉阴阴““定定居居””

澳澳洲洲淡淡水水龙龙虾虾虾虾苗苗。。�� 作作为为““千千万万工工程程””示示范范村村的的中中堰堰村村，，境境内内水水源源充充足足，，水水质质清清澈澈，，是是水水产产养养殖殖的的理理想想之之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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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张天兵）耕地保护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岚皋县全力推进土地流出整改，
激活“沉睡”的土地，撂荒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去年以
来，仅大道河、堰门两镇就找回“流失”耕地 2000 余亩。

6 月 18 日，走进大道河镇白果坪村，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田野的清香。 村干部和志愿者正在晾晒刚刚脱
粒完的小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些小麦是从
80 多亩撂荒地捡回来的，这些地荒废了好多年，整改
后收成还增加了。 ”村党支部书记李厚林介绍道。

白果坪村山地多平地少，耕作以人工为主，随着村
里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耕种农户持续减少，部分农田
闲置。 如今，村上采取“种植大户+村集体”的形式，通
过土地流转、作物种收、田地管护用工等，让撂荒地变
成增收的“希望田”。

去年，全县土地流出整改工作启动后，大道河镇制
定出镇领导班子包片包村， 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包
组包地块，一地块一策略的整改办法，深入田间地头实
地核查。同时，各村（居）委会利用屋场会、院子会，教育
引导村民珍惜土地，自觉整改、恢复耕种，发动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或委托他人进行复耕，号召党员干部、村支
两委成员、护林员等开展家庭所属撂荒地复耕，盘活土
地资源、坚守耕地红线。

另一方面， 镇上实施耕地流出整改恢复工作日排
名、周通报制度，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一年多来，该镇共计恢复耕地 632.68 亩，其中永久基
本农田 199.4 亩，一般耕地 438.28 亩。 承诺种植 143 个
图斑（地块）234.17 亩，在全县率先清零。

为了让有限的耕地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堰门
镇也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这几天，在长征村一片刚刚追过肥的耕地里，一场
雨后，300 亩黑玉米苗翠绿一片，长势喜人。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长征村党支部书记
单升全高兴地说：“村上把这块撂荒地流转过来， 翻耕
过后种上市场性价比更好的黑玉米， 丰收后可为村集
体经济带来 10 万元的收入。 ”

堰门镇境内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耕地资源十分有
限。面对土地撂荒的实际，镇委、镇政府强化政策宣传，
坚持挂图作战，指导各村“两委”班子清理杂草杂树、翻
耕平整，恢复土地属性，引导农户复耕复种，村集体进
行流转栽种，有序推进土地复垦复种。 随即，青春、隆
兴、团员等 7 个村，陆续把整改后的撂荒地全部复种上
了油菜，油菜收割后种上玉米大豆，仅此可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 15 万元以上。

据了解， 目前堰门镇耕地流出整改工作已全面完
成，共找回“流失”耕地 1500 亩，全部应种尽种，实现了
限时见青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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