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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
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作出一系列新部
署。其中“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
制”的要求，在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
矛盾并存的背景下如何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
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
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
下一步将按照《决定》部署，以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为抓手，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
动力，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
少，但劳动力总量依然庞大，就业总量
压力持续存在。同时，劳动力结构发生
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新

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布局
建设，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
求。技能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供需不匹
配、“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情况
并存，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

“必须始终坚持就业优先，使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王晓萍表示，要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
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
动，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
主渠道作用。同时积极构建就业友好
型发展方式，厚植良好的就业生态。

《决定》强调，“着力解决结构性就
业矛盾”。破题关键，是完善技能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

“我们将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
业，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强化
供需对接。创新培养方式，充分发挥企
业培养使用的主体作用。畅通技能人
才发展通道，逐步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

平，广泛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营造
良好氛围。”王晓萍说。

针对重点群体就业，王晓萍表示，
将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作为重中
之重，拓宽就业空间，畅通成长路径，强
化服务和就业观念引导。坚持农民工
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特别是
要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
入。强化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等
兜底安置。

按照《决定》提出，“完善就业公共
服务体系”，一系列改革举措也在部署
推进、加快落实。

建设和用好全国统一的就业公共
服务平台，推行“大数据+铁脚板”服务
模式；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制度，
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完
善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
权益保障制度，畅通维权渠道……相关
部门多管齐下优化服务，营造更为公平

的就业环境。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就业形

势保持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
低于去年同期水平。1至 6月，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20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项系
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中国劳
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表
示，要进一步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把促
进就业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
责，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就业工
作体系。

“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宝，着力解
决好外部环境变化、人口结构调整等给
就业领域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塑
造就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进一步
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系统谋划行动
规划，切实解决就业发展中的重点、难
点和堵点问题。”莫荣说。

新华社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日
前公布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4年 10
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旨在保障国家
对军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
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加强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新修订的《条例》共6
章64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军人抚
恤优待基本原则。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待遇

与贡献匹配、精神与物质并重、关爱
与服务结合的原则。健全抚恤优待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保
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防和
军队建设需要相适应。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适应国防和
军队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明确抚恤
优待对象范围和抚恤优待内容。明
确管理体制，规定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其他有关机关、军队有关部门
的抚恤优待工作职责。明确中央和
地方财政责任。完善评定烈士、发放
残疾抚恤金等工作的军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加大服务
保障力度。规定抚恤优待对象享受社
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抚恤优
待待遇。通过向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
的遗属增发抚恤金，邀请抚恤优待对象
参加重大庆典活动等措施增强荣誉激
励。建立关爱帮扶机制，加大对特殊困
难抚恤优待对象的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明确一次性抚恤金
的发放程序，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
权益。细化残疾等级评定的程序，增
加补办评定残疾等级的情形。

新华社电 13日 8时 40分许，94
岁高龄的清水英男时隔 79年后重返
哈尔滨，在他曾服役的第七三一部队
旧址指认侵华日军罪行。

侵华日军“731部队”是一支秘密
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策划、组织和实
施细菌战的大本营。1945年 3月，清
水英男作为少年兵应征入伍，8月 14
日，他随战败部队逃离回国。

按照计划，清水英男来到“731部
队”本部大楼旧址的部队长办公室、标
本陈列室，以及冻伤实验室旧址等指
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

清水英男回忆，当年在“731 部
队”总部的标本室里，他曾看见各种各
样被解剖的人体器官浸泡在装有福尔
马林的瓶子里，还奉命捡过被当做实
验对象的俘虏尸骨。

新华社电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原队员、94岁的清水英男一行
13日来到位于哈尔滨的731部队罪
证陈列馆、731部队旧址指认731部
队罪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日表
示，中方赞赏清水英男揭露和直面
历史真相的勇气，日方应认真倾听

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并深
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林剑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
国际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
的细菌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
体试验，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罪行。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铁
证如山，不容否认和抵赖。

“日方应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
呼声，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
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以史为鉴，消除
遗毒，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林剑说。

新华社电 记者 13日从科技部获
悉，为推动“创新积分制”提质扩面、规
范实施，科技部近日印发《“创新积分
制”工作指引（全国试行版）》，“创新积
分制”从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扩展到全国
试行，助力更多“硬科技”“好苗子”企业
脱颖而出。

作为一种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
“创新积分制”依据创新积分对企业进
行创新能力量化评价，打通财税政策、
科技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支持企
业创新的直接通道，精准引导技术、资
金、人才、数据、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向
科技型企业有效集聚。

科技部自 2020年起在国家高新区
以试点形式探索建立“创新积分制”。
截至 2023 年底，试点高新区已达 133
家，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实践表明，

“创新积分制”在引导金融资源、促进精
准施策等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成为推
动科技金融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

此次发布的工作指引主要包括指
标权重、数据规范、应用场景等内容，为
全国范围内的“创新积分制”实施提供
统一指导和规范。

科学、客观的创新积分评价指标
及权重是确保积分制实施成效的关键
与核心内容之一。根据指引，创新积
分核心指标共涵盖技术创新指标、成
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3类一级指标及
18个二级指标。在指标权重设置上，
以突出对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注重对
企业成长经营能力考察为导向，同时
划分了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企业不
同阶段，确定了 3 类一级指标及 18 个
二级指标的权重赋值，并将根据实践情
况持续优化。

指引还提出了应用建议，如：地方
政府可以通过“创新积分制”增强数字
化治理能力、精准施策能力和现代化服
务能力；银行类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创新
积分作为独立的风险研判与增信授信
的依据；创业投资机构和资本市场可以
将企业创新积分作为参考，加大对优秀
积分企业股权投资与上市融资的支持
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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