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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主 要 指 标 符 合 预 期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22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396 万人，困

难人员就业 129 万人。我国就业形势保

持总体稳定，主要指标符合预期。专家

表示，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是就业改善的

关键所在。同时，就业优先政策深入实

施，各项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开展，就业服

务持续优化升级，稳就业积极因素不断

累积。

多措并举支持企业用工

企 业 是 吸 纳 就 业 主 渠 道 。 今 年 以

来，一揽子政策助推各类企业健康发展，

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从政策扶持情况看，前三季度，我国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

率、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

为企业减少成本 1419 亿元，支出就业补

助资金 809 亿元。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

接续推出民营企业服务月、百日千万招

聘等不间断就业活动，优化重点企业用

工服务保障。

突 出 支 持 民 营 企 业 和 中 小 微 企 业

是今年就业工作的一大亮点。从年初

关爱农民工的春风行动，到持续开展的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再到各类就业专项

行动，各地面向中小微企业为用人单位

和求职者搭建沟通桥梁。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招用

人才还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一些急需

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更是难求。为

此，9 月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业创业

扬帆计划正式“出海”。这是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

出的一项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举措。

扬 帆 计 划 专 门 将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纳入重点企业用工服务范围，探索建

立用工余缺调剂机制，促进供需匹配，

同时，梳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急需紧缺

职业（工种）信息，推广订单、定向、定岗

式 的 培 训 ，做 好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供 给

服务。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质

量效益高、带动就业能力强，应鼓励劳动

者创办创新型中小企业，激发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吸纳更多重点群体

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

司副司长宋鑫表示。

加大青年就业扶持力度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就业

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高校毕业生秋

招正在各地全面开展，2024 届高校毕业

生陆续进入就业市场，部分 2023 届离校

毕业生还没有落实工作。

“求职者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就业

市场信息、招聘单位不能获得真实及时

的应聘人员信息，这是过去妨碍我国青

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因素。”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代

盛表示。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敖 蓉

立足国情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能

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紧

迫任务。《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导意见》强调，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

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这为电力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目标。

改革极大促进了电力事业发展。

2002 年，我国正式开启电力市场化改

革，重组国有电力资产。改革破除了独

家办电的体制束缚，从根本上改变了指

令性计划体制和政企不分、厂网不分等

问题，形成了多家中央发电企业，以及众

多地方、外资、民营发电企业办电的多元

化竞争格局。改革极大增强了电力企业

活力，提高了电力供给能力，缓解了长期

困扰我国发展的电力短缺问题。

2015 年，面对市场交易机制缺失、

价格关系没有理顺、煤电矛盾突出、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存在困难

等问题，我国继续推进新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加快电力市场建设，有序放开煤

电上网电价和配售电业务。市场机制

发挥了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可再生能源

消纳和保障电力供应的作用。

改革需要持续深化。“双碳”目标要

求我们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但过程

不 会 一 帆 风 顺 。 2021 年 10 月 ，“ 市 场

煤”“计划电”的价格机制导致飙涨的煤

价无法有效传导至电力终端用户，部分

地区电力紧张。近年来，新能源大规模

发展，又出现过严重的“弃风”“弃光”问

题，这些现象都与电力生产消费体制机

制不合理密切相关。

电力体制改革是解决能源转型过

程 中 各 类 主 体 间 利 益 矛 盾 的 重 要 手

段。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已成为市场

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多年探索创新，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体制机制初步完善，但仍跟不上能源转

型变革的步伐。

谋未来，要健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

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能源低碳转型

进入爬坡过坎攻坚期。作为全球最大

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要在推进现

代化进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更好完成

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两

大任务，必须科学合理设计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路径，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

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逐步降低传统能

源比重。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意味着各要素

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将发生深

刻变革，机制创新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的必然要求。下一步，要以适应新型能

源体系、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导

向，深化电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加强

电力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加强电力交易品种间的衔接，完善

新能源和新兴经营主体参与电力市场

机制。

电力系统是连接能源生产和消费、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中心环节，也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与此同时，电力体

制改革涉及诸多难题，历史遗留问题较

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只有立足基本

国情，持续改革，稳步建立适应新型电

力系统的体制机制，方能为现代化建设

提供坚实的能源电力支撑。

□ 金观平

优良水体比例创二十年来最好水平四川筑牢长江黄河生态屏障本报成都 11 月 12 日讯（记者钟华林）近年来，

四川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制度机制

更加健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底线更加牢固、

发展方式加快转型。5 年来，全省优良水体比例从

88.5%提高到 99.5%，跃居全国第 2 位，创 20 年来最

好水平；细颗粒物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8.8%，重污染

天气减少 78%，生态环境质量发生历史性变化。

四川在全国率先探索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三线一单”编制，建立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体系，全省近三分之一的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率先出台首个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推进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将全省13万余家单位纳入排污

管理，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云贵川赤水

河流域保护立法成为全国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

四川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

势，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国家清

洁能源基地建设稳步推进。溪洛渡、向家坝、白鹤

滩、锦屏等一批大中型水电站相继建成。去年底，

全省水电装机达到 9749 万千瓦，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第一。全球最大水光互补项目——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的柯拉光伏电站并网发电，金沙江、雅

砻江、大渡河中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

合开发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大美青海湖以东，坐落着一座年轻的地

级市——海东。2013年撤地设市，今已十载。

走进海东，满眼生机勃勃，一幅追求高质

量发展的画卷徐徐铺展：黄河清澈东流，祁连

山焕发神采，青海拉面走向八方，多民族在这

里和谐相处，高原农业方兴未艾，青绣精美令

人爱不释手⋯⋯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指出，要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

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202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青藏高原打造成

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海东正在打造“一

个高地”和建设“四地”的新征程上奋力前行。

一河碧水出高地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人

们印象中的黄河水往往伴着混浊的泥沙，而青

海的黄河却是一条蜿蜒东去又清澈见底的河。

黄河、湟水和大通河，穿行在 300 多平方

公里的海东大地。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黄河拐了个弯，于山间划出一道“清水

湾”。清水乡党委副书记韩桂香说：“我们全

县的垃圾都做到了收集处理，为了一泓清水，

不落一点垃圾。”风起处，碧波荡漾，与两岸赤

色山峦相映成趣。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

在治理”“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

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基准线”⋯⋯习近平总书记为沿黄各省区

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家战略就是海东的机遇，抓住机遇就

要在国家战略中找到与本地实际的结合点和

平衡点。青海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

孜别克·热苏力汗告诉记者：“海东是黄河上

游重要功能生态区。湟水河是黄河一级支

流，每年向黄河上游输送 44.76 亿立方米活水；海东依湟水河

而生存、发展，全市 75%的人口分布在湟水流域。我们要做

的，是在水与城相得益彰上拿高分。”

海东如何做到城水相宜、人水和谐？解题思路就是“中

西医结合”。

“西药”就是全域污水处理降解指标。

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的总控室大屏上，清晰显示着

城镇生活污水通过管道进入后，从预处理到深度处理再到紫

外消毒等多道工艺流程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时候的污水每

天约 3.3万吨，从指标上来说，已经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但为

了保证安全，还要再经过厂区后面尾水人工湿地的过滤，才能

流入湟水河。”乐都区污水处理厂厂长赵生君把污水处理厂比

喻为“西药”，衡量他们工作成效的是污水降解指标。

这些年，海东所辖两个城区、四个县，都建起污水处理厂。

乐都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管网，规划范围基本覆盖乐都主城

区与沿线村镇。海东的农膜回收率多年都是百分之百。

湿地涵养是“中药方剂”，主要负责调节机理。

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尾水，经过湿地调

节，才能排放到主河道。海东市乐都区区长付

强说，“生态的事情没有下不为例，我们必须用

最高标准保最底线的要求。这几年，湿地芦苇

丛生，菖蒲茂盛，睡莲渐成气候，所行之处皆风

景，看着美，心里也甜”。海东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祝凤甲介绍，全市6个县区都有湿地，湿地涵

养已经成为污水处理的“一道工序”。

让水上坡，树成林。

禹王峡是黄河流经青海省的最后一道峡

口。北岸山坡曾经是个“羊皮不粘草”的荒芜

地方，峡口村的马进才生在这儿、长在这儿，

心中很不是滋味。“总不能下面是满满的黄河

水，上面是秃秃的荒山坡，乡亲们连个阴凉都

挨不到。”他说。

马进才把自家承包地里铁锨把粗的山杏

移过来，1994 年在北坡种下第一棵树。提水

浇树要走 2 公里的崎岖山路，有时一天要来

回好几趟。到了冬天，怕羊啃了树皮，他又找

来旧衣服，扯成布条包在树干上。于是，一

棵、两棵，一片、一坡⋯⋯

再后来，黄河峡谷形成景区，引水管道架

到山上。一年一年，绿意不断延伸，倔小伙也

成了倔老头。今年 74 岁的马进才，给自己取

了个“禹闻天下”的微信名，为的是让更多人

知道禹王峡。

留住泥沙，才能流出清水。

统筹全流域治理，上中游的责任在保持

水土。护好“盆中的水”，就得管好“盛水的

盆”。化隆回族自治县“八分山、一分水、一分

川”，黄河流经县域境内 168 公里，减少入黄

泥沙量尤为关键。

“县里从 2020 年开始实施群科北山造林

绿化项目，灌木、沙柳固住了北山上的土，每

年能减少 2 万立方米淤泥排进黄河。”登上群

科山远眺，化隆县林业和草原站副站长李开

元说起这片绿，搂不住话匣子，“除了生态林，

还有经济林，那边川里是果树。政府工作人

员每年自发捐款买树苗，今年就买了 10 万

株，按照一亩 40 株果树算，也有 2500 亩了。”

监测显示，黄河干流出境大河家断面、大通河出境峡塘

断面均为Ⅰ类水质，水质状况优。黄河支流清水河入黄口、

街子河入黄口、巴燕河入黄口、则塘均为Ⅱ类水质，水质状况

优。湟水河出省断面边墙村为Ⅲ类水质，水质状况良好。一

河清水缓缓流出青海省，奔流东去。

一道青山佑绿川

如何治水，决定了海东的未来；怎样护山，关系着海东的

长远。

巍巍祁连，阻住莽莽沙漠东进，守护着河湟谷地绿洲。曾

几何时，祁连山因众多资本挺进深林开矿、建水电站，近 10 万

淘金大军在河谷挖沙，变得千疮百孔。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大南说：“治山要下决心攻坚克难，从实际出发，走一条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促进的路。” （下转第十版）

下图 黄河流经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境内航拍图。

（资料图片）

奋发海东

本报调研组

最可靠的主心骨，最可爱的人民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 玥

一 天 之 内 ，横 跨 两 省 市 ，七 处 考

察点。

冒着严寒，早出晚归，马不停蹄。

从农村、社区，到校园、商铺，从田

间地头，到河坝大堤，中午就在车上短

暂休息⋯⋯为了更多地了解灾后恢复

重建情况，为了更多地同受灾群众面对

面交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关注着灾情，

指导着救灾工作，心里一直惦念着受灾

地区和受灾群众。我当时就说，灾后恢

复重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

看看。”

“特别是到了冬天，老百姓能不能

安全温暖过冬？还有什么生活困难？”

11 月 10 日，立冬后第二天。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门头

沟区、保定涿州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 如 约 ”而 至 ，正 因“ 时 时 放 心

不 下 ”。

依然记得，2014 年云南鲁甸地震。

5 个月后，大寒节气前一天，总书记一路

颠簸来到震中峡谷。

依然记得，2020 年安徽汛情严重。

1 个月后，顶着似火骄阳，亲临八百里巢

湖大堤。

依然记得，2021 年山西罕见暴雨。

3 个月后，农历小年刚过，沿着蜿蜒山

路，冒雪来到汾河两岸。

风雨袭来，谁是最可靠的主心骨？

谁是真的英雄？

此次考察期间，在妙峰山民族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一堂孩子们的主题

班会。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心中“最

可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叔叔，早

出晚归的救援叔叔，忙得脚不沾地的村

干部，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

救灾的现实，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大思

政课”。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的党。危

难之际，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

部，都会为人民冲在第一线。”

“特别是一旦有灾情，有两个最突

出：一个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一个就

是红旗下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举一动，践

行承诺。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话——

水峪嘴村村民李盟的家，重新装修

了，收拾一新，她对总书记说：“家里老

人说，要是早年间遭了这样的灾，就得

去逃荒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永济秀园小区居民董彩英家，屋

里温度稳稳达标了，她告诉总书记：“总

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党好！”

万全庄村村民付俊正在重盖房屋，

见到总书记，他露出了笑容：“党的政策

好，赶上这个好时代了，要不然就盖不

起来了。”

总 书 记 心 中 ，人 民 才 是 真 正 的

英雄。

到唐山，称赞“英雄的城市”“英雄

的人民”；到武汉，深情地说“武汉必将

再 一 次 被 载 入 英 雄 史 册 ”。 对 人 民 ，

总书记一直由衷赞美。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

十分感慨：“每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

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倍增前行

信心。”

地震、洪水、干旱⋯⋯中华民族与

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年，饱经忧患、备

尝艰辛，不仅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在

灾难中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我们这个

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董彩英告诉总书记，当时房子进

水，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害怕的。楼上邻

居一次次敲门问平安，忙前忙后帮着搬

东西，并让她住在他们家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在灾害

面前，我们的人民群众，无比坚强。而

且在抗灾救灾的过程中，大家同舟共

济、相互帮助。”

在妙峰山民族学校，在白沟河畔的

大堤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慰问了

参与防汛抗洪救灾的各方面代表。

“迷彩绿”“火焰蓝”“救援红”⋯⋯

哪里有需要就驰援哪里，哪里最危急就

战斗在哪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支援的队伍数不胜

数了，已经分不清是哪个组织的，哪个

方面的，哪里来的。”总书记说。

“困难不足畏，决心比铁坚。”这是在

门头沟采访期间，干部群众说的一句话。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这是涿州城区街道上醒目的标语。

房屋进水了，重新装修；倒塌了，原

地重建；店铺被淹了，迅速恢复营业；农

作物淹了，抢抓农时补种⋯⋯

在永济秀园小区门口的药店、超市

里，当总书记问店主“还有什么困难”，

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有信心，未来肯

定会越来越好”。

离开万全庄村时，热情的乡亲们簇

拥到道路两旁，围拢在总书记身边，高

声向总书记问好。人群中，有白发苍苍

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少年，还有仍在

怀中的幼儿。

面对乡亲们，总书记这样形容自己

这一天下来的感受：

“我从大家的表情看到了希望。我

们灾后的生活比以前还会更好。希望乡

亲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勤劳

双手，加快恢复重建、推进乡村振兴。”

洪水已经退去，英雄之气在这片土

地上激荡升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