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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负 增 效 红 河 行 动

科 普 知 识 心 中 记 ，防 灾 减 灾 莫 大 意

●通讯员 柏忠林 廖学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规范
管理力度，红河州全面加强创建
示范和评比表彰活动规范管理，
巩固清理优化成果，建立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圆满完成创建示范
和评比表彰活动清理优化工作，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强化清理优化要求。按照
“全面清理、分类施策、从严从
紧、总量控制”的原则，红河
州以务实举措全面清理优化
州、县 （市） 各级各类创建示
范和评比表彰活动，持续整治
形式主义，将清理要求传达到

各县（市）、各州级单位，明确
清理工作责任主体、范围、内
容，全面摸清底数，按要求完成
创建示范和评比表彰活动的清
理、统计、上报工作。截至目
前，州级以下创建示范活动全
部撤销，评比表彰活动优化后
每年设立15项。

强化管理监督机制。红河
州坚持基层自愿申报，严格审
核表彰方案，不得重复表彰、
层层表彰、变相表彰，严格落
实不下强制性目标任务、不分
配指标名额、不逐级配套开展

“三不”要求。结合清理暗访情
况，及时指导县 （市） 完善评

比表彰和创建示范管理监督机
制，加强动态管理。同时，在

“红河人才网”公开投诉监督举
报电话，常态化接受群众举报
和监督。

强化暗访结果纠治。红河
州抽调专项减负部门人员，分组
到县（市）、乡（镇、街道）、村（社
区）开展暗访检查，根据暗访检查
结果，对发现的少数苗头性违规
活动进行及时纠治。目前，已对
发 现 的 3 项 问 题 进 行 纠 治 ，
100%完成督促整改。

●仲音

今年上半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参保
人员1.08亿人次，减少资金垫付918.53亿元。贵州省
启动新一轮省内八大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生态
美带动百姓富。海南省完成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等
13个“一件事”改革上线，平均减环节约64%、减材
料约7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
好的日子。”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通过持续发展强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
通过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对于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在
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速跑赢GDP增速；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经济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全力改善民生的过程，就是
增加就业、扩大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在各地广泛开展，既
促进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也引导居民消费潜力持
续释放，对拉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增长起到催
化作用——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2.1 个百分点，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增长 33.1%。实践充分证
明，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手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高品质消费需要，能够更好释放内需潜力、激发产业升级活力，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高
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
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
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兜牢民生底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不仅“可办”
而且“易办”；各地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取得积极进展，促进
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更优质；完善财税政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
置税减免政策延长至2027年底，让消费者愿消费、得实惠……民生
清单，也是发展清单。全面把握发展和民生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的
关系，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良性循环、相得益彰，就
能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取得更大成效。

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才有意义；依靠人民的现代化，才有动
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贯彻《决定》部署，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定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磅礴
力量。 （转自《人民日报》2024年8月4日第一版）

●记者 陈永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经济
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

“压舱石”。蒙自市依托“建设
者之家”，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
进步，通过抓党建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构
建互嵌式社区环境，让各族群
众更好地融入城市，引导城市

“新主人”参与城市治理，将工
作对象变成工作力量，形成各
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的城市民族工作示范
样板，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党建+就业”服务
让就业更舒心

在蒙自市区的主要街道路
口，以前经常能看到拿着麻
绳、扛着铁锹的群众聚在一起
等着接活。“都是碰运气，价格
也不好谈，找个熟练工更是
难。”从事多年装修工作的陆闵
表示，现在通过“建设者之
家”能快速精准找到合适的务
工人员，方便又省心。从“马
路劳务市场”到“大数据精准
匹配”，蒙自市“建设者之家”

坚持党建引领，实现服务与治
理共赢、党建与民生共利的有
效结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提
速，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来到
蒙自谋求更好发展。为改善务
工者找工难、企业招工难、就
业创业无技能、务工人员权益
无保障等状况，蒙自市“建设
者之家”创新组建多部门参与
的“党建联盟”，推行“群众吹
哨、党员报到”工作模式，通
过“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协
商共治”解决基层热点难点问
题。同时，依托党建大联盟成
员单位，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
平台，组织外来务工群众共同
参与“我们的节日”、社区邻里
节、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晚会等
交流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找工
作 、 学 技 能 的 同 时 体 验 到

“家”一般的归属感，进一步增
进“五个认同”“四个与共”，
在潜移默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让党旗高高飘扬在
民族团结进步第一线。

来自元阳县的哈尼族务工
人员李正祥想找一份建筑工地
的工作，但由于语言交流不畅而
遇到了困难。“‘建设者之家’的

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和耐心，帮我
顺利找到了工作，让我感受到了
家一般的温暖。”李正祥说。

蒙自市“建设者之家”以
服务各族群众为宗旨，打通就
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
众能安其职、乐其业、劳有得。
截至目前，蒙自已建成城乡“‘建
设者之家’就业小站”11所，登记
用工企业4390家，扶持创业799
户，发放贷款10967.8万元。同
时，推广应用“蒙自就业”微信小
程序，村级建立“就业服务”微信
群，登记务工人员信息7790条，
为近8万人次提供岗位信息，有
力有效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的
就业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蒙自市“建设者之家”结合地
方产业发展、企业生产需求和
劳动力就业意愿，引入13家培
训机构，邀请技能巧手长期入
驻“建设者之家”，开展技能培
训，定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
通过培训和比赛，增强劳动者
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各
族流动人口从乡村走进城市、
融入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开
展民族刺绣、过桥米线制作、
育婴、电商等技能培训138期，

培训5190余人次。
蒙自市“建设者之家”负

责人杨琦说：“我们坚持把管理
寓于服务之中，就业群体需求
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以扎
实有效的作为让他们感受到浓
浓的真情暖意。”

“党建+志愿”服务
让就业更暖心

“‘建设者之家’刚建成
时，群众缺乏了解，主动到这
里寻求帮助的不多。”杨琦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与
入驻单位工作队志愿者、青云
社区“大党委”的党员志愿者
多方联动，在蒙自零工多的街
道，推介“建设者之家”开展
的业务，积极引导务工者回归
阵地，不断规范劳务市场。

环卫工老张工作期间都要
来“建设者之家”喝水、休
息，在他心里，这里和家一样
温馨。每天中午，数百名劳作
的工人都会来这里看电视、聊
家常。 下转第二版

●记者 周星岑 李娅蓉 文/图

本报讯 连日来，我州多地
暴雨不断，“菜篮子”能否供得
上？拎得稳？8月2日，记者对我
州部分蔬菜市场进行实地探访。

“都是新鲜的蔬菜，早上刚
进的货。”在蒙自起龙农副产品
交易中心，主营青菜、西红
柿、小葱等蔬菜的摊主李艳松
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李
艳松告诉记者，她家的蔬菜大
部分从周边乡镇购进，涨幅不
大，都在5角钱、1元左右，其
中小葱涨价多一点，1斤涨了3

元到4元左右。
“老板，青菜怎么卖？“每

斤1.5元。”走进蒙自兴隆生鲜
驿站蔬菜专区，薄荷、小白菜、香
芹、西红柿等新鲜蔬菜琳琅满
目。“感觉比之前贵了一点，但下
雨天可以理解，蔬菜的品质还不
错，种类也充足。”正在选购蔬菜
的市民杨海英说。

雨中，蒙自最大的“菜
篮子”——观音桥批发市场
繁忙如昔，只见货车有序进
出，新鲜蔬菜一箱箱卸下，又
一件件运走，商户穿梭其中，
人声鼎沸。 下转第二版

●云南日报评论员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省委十一届六
次全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结合云南实际对
我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改革作出安排部署，为统筹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
革、加快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云南科教资源并不少，而且
有特色，为什么创新能力却不
强，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明显？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不
顺畅，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结合
不紧密。围绕创新驱动深化改
革，我们要紧密结合教育科技和
人才工作的实际，深入实施科教
兴滇、人才强滇战略，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
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作用，提升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也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
重要基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我们要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深化体
教融合改革，优化区域教育资源
配置，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和学校
管理，优化教育“组团式”帮
扶，完善“省管校用”“省管县
用”机制，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区域教育中心，大力推进教育数
字化，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赋
能等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助力云南学习型社会建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
争力，是国家强盛之基。深化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我们要进一步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
设，强化创新资源和力量整合，
高水平建设稀贵金属、特色植物
提取、种子种业、疫苗等云南实
验室，建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
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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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攀枝花乡采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公司+传承基地+绣娘”模式，成立以绣娘为成员的民族刺绣农民专业
合作社，制作出服饰、荷包、抱枕、钱包、工艺品等深受游客喜爱的300多种刺绣产品。目前，全乡有刺绣从业人员
1100多人。图为绣娘在工作。 通讯员 张洪科 摄影报道

红河州“三强化”清理优化创建示范和评比表彰活动

党建聚力促就业 勇往“职”前暖心帮
——蒙自市“建设者之家”暖心护航城市“新主人”纪实

降雨频繁 我州“菜篮子”量足价稳

深入实施科教兴滇人才强滇战略
——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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