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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最新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已达47.4%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自然资源部通知要求

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
批准时直接配置计划指标

6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示，2019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7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247
万人，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第三产业成吸纳就业主渠道

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我国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312万人、
1314万人、1351万人、1361万人和1352
万人，连续5年突破1300万人。2019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保持在低
位水平。

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同时，就业
结构持续优化。《公报》显示，到2019年
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5.1%，第二产
业就业人员占27.5%，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占47.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就业占
比从2015年的42.4%上升到2019年的
47.4%，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渠道。

2019年，全国共帮助5.1万户零就
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选派3.1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
服务。到2019年末，全国累计帮扶1213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贫困人员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公报》显示，2019 年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合计 5913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40 亿元，增长 3.6%；基金支出合计
54492亿元，比上年增加5285亿元，增
长10.7%。

在养老保险方面，2019年末全国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超过9.6亿人。其
中，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为 4348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586万人；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5326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74
万人。

从基金收支情况看，2019年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总收入57026亿元，基金总
支出52342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存62873亿元。其中，2019年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2919
亿元，基金支出49228亿元，年末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4623亿
元。同时，2019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3.5%，基金
调剂规模为6303亿元，保障了当期养老
金的按时足额支付。

《公报》还显示，2019年全国有9.6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
到2548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
存17985亿元。

2019年全国共为2529.4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1278.7万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等贫困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费近42亿元，为2885.5万贫困老人发
放养老保险待遇，6693.6万贫困人员从
中受益。全国5978万符合条件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
现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去年追发工资待遇超79亿元

《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企业劳动
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2019年共查处
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11.2万件；通过
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为83.1万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79.5亿元。

在人才培养方面，2019年全国共组
织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877.1万人次，
主要涉及培训企业职工646.9万人次，培
训农民工741.4万人次，培训贫困劳动力
259.7万人次，培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35.5万人次，培训高校应届毕业生99
万人次。年末全国累计共有3234.4万人
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

截至2019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卡持
卡人数为13.05亿人，覆盖所有地市和
93.2%的人口。电子社保卡在所有地市共
297个APP等渠道开通申领服务，累计
签发9092.5万张，形成社会保障卡线上
线下“一卡通”服务。

本报北京6月4日讯 记者祝君壁
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在4
日召开的决胜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
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为了实现“让贫困人
口不住危房”的目标，经过各地各方的不
懈努力，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取
得决定性进展。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稳
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是
脱贫攻坚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倪虹
介绍，截至5月底，除四川省凉山州还有
7户未竣工以外，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任务已经全面完成；2019年
底“回头看”排查发现的10.05万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已经全部开
工，竣工率达99.7%。

倪虹介绍，各地对脱贫攻坚大排查、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发现的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
问题，都进行了认真整改。可以说，全面
完成住房安全扫尾工程任务、打赢贫困
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攻坚战胜利在望。

尽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取
得决定性进展，倪虹表示，要清醒地认识
到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
住建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部署开展核
验工作，就是要查缺补漏，对贫困户住房
安全有保障成果进行再确认再检验，确
保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倪虹说。

据了解，我国现有2341.5万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分布在25个省（区）、290个
市（州）、2300个县（市、区）、2.96万个乡
镇、42.5万个行政村。

据倪虹介绍，住建部和国务院扶贫
办已于5月28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开展
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工
作作了具体部署，并联合搭建了脱贫攻
坚住房安全有保障信息平台，开发了核
验手机APP，核验工作将在2020年6月
30日前完成。倪虹表示，各地要坚持按
照“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三
种分类，逐村逐户、不留死角地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情况进行核
验，确保核验过程真实，核验结果准确，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前期开展核验工作试点的云南省镇
雄县是52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
有11.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陕西省丹
凤县和青海省大通县是已经摘帽的贫困
县，共有3.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河北
省故城县是非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也有0.45万户。“这4个县都只用了一周
时间就完成了核验工作。”倪虹认为，4个
县成功完成核验工作的关键在于坚持

“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脱贫攻坚机制。“4
县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乡镇党委书记亲自安排，村支书和驻
村第一书记亲自入户核验，形成‘三级书
记抓核验’的工作态势。”

倪虹表示，下一步各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要与同级扶贫部门携起手来，
调动各方力量，创新工作方法，加强信息
共享，形成工作合力，通过核验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确保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
障目标任务不折不扣落实。要坚持入户
核验、“以核促改”，建立贫困人口住房安
全动态监测机制，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人口住房安全的长效机制，促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2019年底“回头看”排查发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竣工率达99.7%

“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取得决定性进展

6月4日，河南省滑县白马坡10万余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机声隆隆，大型联

合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省已收获小麦6900万亩，日投入联

合收割机10.3万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尚明达摄影报道

河南已收获
6900万亩小麦

本报北京6月4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透露，
随着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初显成
效，4月份我国服务出口1612.9亿元，同
比增长3.5%，扭转了疫情发生以来单月
出口连续下降的局面。

4月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57.4

亿元，增长54.9%；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
口9.8亿元，增长28.9%；电信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出口382.2亿元，增长28.5%；
运输出口312.3亿元，增长23.3%；保险
服务出口30.2亿元，增长20.3%。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 15144.3 亿元，同比下降 13.2%。其
中，出口6055.3亿元，降幅收窄至2.2%；

进口9088.9亿元，下降19.2%。4月份，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616.6亿元，下降
20.1%。同时，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
4月份，我国服务进口2003.2亿元，下降
32.5%；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72.3%至
390.3 亿元，减少 1019.2 亿元。前 4个
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40%至
3033.6亿元，减少2023.7亿元。

此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继
续提高。4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704.3亿元，增长3.8%，占服务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达到47.1%，提升10.8个百
分点。前4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
口6373.7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2.1%，提升7.9个百
分点。

截至6月1日，零售各业态限额以上
企业复工率超过95％，商务部确定的11
条改造提升试点步行街店铺开业率达到
了94.5％，客流量和营业额分别恢复到
去年同期的80.3％和81.6％。5月下旬，
重点监测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5月中
旬增长4.8%。

4月份同比增长3.5%

我国服务出口结束单月连续下降

本报北京6月4日讯 记者黄
晓芳报道：自然资源部4日表示，将
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纳入重点
保障的项目用地，在批准用地时将
直接配置计划指标。同时，将继续
安排每个贫困县计划指标600亩，
专项用于脱贫攻坚，不得挪用。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关于
2020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
显示，这些重点项目包括纳入国家
重大项目清单的项目用地，以及纳
入省级人民政府重大项目清单的单
独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
施、产业项目用地。其中，国家批准
农用地转用项目，用地审批时直接
配置计划指标。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将
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
划的依据。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
走。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计划指
标跟着项目走，切实保障有效投资
用地需求。

同时，对纳入重点保障的项目

用地，在用地批准时配置计划指
标。对未纳入重点保障的项目用
地，以当年处置存量土地规模作为
核定计划指标的依据，加大存量盘
活力度。

据悉，未纳入重点保障的项目
用地，配置计划指标与处置存量土
地挂钩。其中对2017年底前批准
的批而未供土地，按处置完成量的
50%核算计划指标；对2018年以来
批准的批而未供土地，按处置完成
量的30%核算；对纳入本年度处置
任务的闲置土地，按处置完成量的
50%核算。

这位负责人表示，用地指标将
和项目直接挂钩，各地审批批次用
地时要明确具体项目，防止产生新
的批而未供土地。

同时，今年我国还将继续安排
每个贫困县计划指标600亩，专项
用于脱贫攻坚，不得挪用。深度贫
困地区计划指标不足的，可预支使
用，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优先
保障。

本报北京6月4日讯 记者崔
国强报道：中国民用航空局4日发
布《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表示，自2020年 6月8日起，以入
境航班落地后旅客核酸检测结果为
依据，对航班实施熔断和奖励措施。

在奖励措施上，航空公司同一
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的，
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
围内增加每周1班，最多达到每周
2班。

在熔断措施上，航空公司同一
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
该公司该航线运行1周；达到10个
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4周。

“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
航线。“熔断”期结束后，航空公司方
可恢复每周1班航班计划。

民航局表示，在风险可控并具
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下，可适度

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航班
增幅。

《通知》表示，已列入民航局3
月12日官网发布的“国际航班信息
发布（第 5 期）”（以下简称“第 5
期”）航班计划的中外航空公司可以
上述航班计划为基准，继续按照以
下原则执行自/至中国的国际客运
航班：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
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条
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
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
线只能保留1条，每周运营班次不
得超过1班。上述航线航班可在本
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调整境内外
航点。

自2020年6月8日起，所有未
列入“第5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
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
（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
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
航班。

我国从6月8日起对入境航班

实施熔断和奖励措施

“蓝天2020”行动再获战果

两百余吨“洋垃圾”被退运

本版编辑 温宝臣 董庆森 杜 铭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6月4
日凌晨，在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
监管下，204.3吨不合格固体废物
从浙江嘉兴乍浦港启运驶往宁波港
退运出境。

这是“蓝天2020”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杭州海关检出的第二批环保
项目不合格进口废纸。

据了解，该批废纸是浙江嘉兴
某企业自美国申报进口的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旧瓦楞纸箱”，共20
标箱204.3吨。

经杭州海关集中审像中心、嘉

兴海关查验确认，发现其一般夹杂
物含量达2.06%，超过《进口可用
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
标准——废纸或纸板》规定的该类
夹杂物不超过0.5%的限值，属环保
项目检验不合格。对此，海关依法
对废纸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
作退运处理。

今年以来，杭州海关扎实开展
“蓝天2020”专项行动，对进境“洋
垃圾”保持高压态势，让“洋垃圾”无
处遁形。截至目前，累计退运不合
格进口废纸2批34标箱376吨。

超四成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

获得接续融资支持
本报讯 记者陆敏日前从银保

监会获悉：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等
五部委日前联合出台了对中小微企
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相关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目前，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
息延期规模已达 1.3 万亿元。自
2020年1月25日至5月15日，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1.28万亿元
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金实行延期
安排，涉及贷款户数75万户，共计
157.8万笔。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已对559.9亿元到期贷款利息实

行延期安排，涉及贷款户数57.9万
户，对应贷款余额3.44万亿元。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已有超过40%的中小微企业到
期贷款得到各种形式的接续融资支
持。为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银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还贷后再给
予融资等多种方式，对中小微企业
提供了1.9万亿元的再融资支持，
加上前述已实行临时性延期还本安
排的到期贷款，中小微企业已有超
过四成的到期贷款本金享受了接续
融资支持。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实习生胡鑫
宇 4日从兰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9年兰州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到296天，同比增加39天；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保持连续7年下降态势，空
气质量连年持续改善。今年前5个月，
兰州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31天，同比
增加5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6.2%。

兰州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重点
建设的重工业城市之一,工业污染源、生
活污染源排放量大,加之不利于大气污
染物扩散的地形条件,曾经成为我国乃
至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近年来兰州市强力治污，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据介绍，兰州市在大气环境连年持
续改善的同时，黄河兰州段地表水水质
标准达标率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
达标率都达到100%。

“现在所有污染源都纳入了监管，有
人发现，有人管理，有人治理，实现了污
染源治理的目标。另外，兰州在实行量
化考核和网格式管理的同时，还引入了
包括卫星遥感和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
段，实现了机防为主，人防为辅，行政、执
法和管理成本都大幅降低。”兰州市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武卫红说。

兰州空气质量

连续7年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