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王河长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16要 闻２０25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二

聚焦核心目标 推动人社事业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 黄佳 通讯员 李

凯） 记者日前从周口市人社局了解
到，为冲刺“双过半”目标，全市人社
部门聚焦“两高四着力”，坚持“争先
进位促发展、真抓实干惠民生”理念，
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力围绕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 社会保障提标保发、
人才引育赋能产业、和谐劳动关系综
合治理等核心目标，推动全市人社事
业在“质”“量”“效”上实现新突破，为
增进民生福祉提供更强支撑。

今年以来，全市人社系统深入贯
彻落实 “四稳 ”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
“稳就业、保就业”，关注重点群体就
业，强化政策落实，优化就业服务，积
极开展“访企问需”企业用工保障服
务活动， 帮助企业应对外部经济压
力， 举办 “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第三届在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等活动，千方百计稳企稳岗稳就
业，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 截至目

前， 全市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2.87 万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6125 人，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597 人， 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008 万人，返
乡入乡创业 7680 人， 主要就业指标
均超序时进度，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就
业服务的“民生答卷”。

市人社局不断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积极推动社会保险经办服
务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实现
社保经办服务全覆盖。 同时，全市人
社系统高效推进“退休一件事”“社保
卡一件事”， 稳妥有序推进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改革， 社保基金 “人防、物
防、技防、制防”四位一体监督管理体
制更加完善，社保基金运行更加安全
规范， 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市人社局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
举措，加快补齐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
度短板。 ”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741.72 万人 ，超
额完成全年 740.6 万人的目标任务，
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 140.60 万人，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56.79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53.68
万人。

今年以来，全市人社部门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求，认真实施《周口市职业技能培
训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
抓好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两支

队伍建设， 为参加第八届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第三届全国
技能大赛努力准备。 截至 4 月底，全
市共培训各类职业技能人才 9.83 万

人，新增技能人才 7.26 万人，新增高
技能人才 1.87 万人， 各项指标均超
时序进度，为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 ，是党和国家关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两项重大战略 。 ”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
来 ，全市人社部门聚焦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的重点环节 、 重点对象 、重
点领域 ，通过畅通投诉渠道 ，加强
劳动仲裁和争议调处 ，有效化解纠
纷 ， 全面提升劳动关系治理效能 ，
举报投诉案件办结率 100%，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稳固

基础。 ②19

记录创建故事 共享文明成果

《文明创建奉献者说》专栏邀您参与互动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5 月 23

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 我市荣获 “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实现“首创首成”。 事实证
明， 创建文明城市不仅需要政府推
动， 更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
无私奉献。 大家都应争做创建文明
城市的倡导者、参与者和践行者。

为弘扬市民在文明创建中的奉

献精神， 进一步增强我市广大人民
群众的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激
励更多人加入常态化“创文”行列，
周口日报社即将推出 《文明创建奉
献者说》专栏邀您积极参与，您可致
电 13525798300（微信同号）与记者
互动。希望我们能够以更加生动、有
趣的方式， 多维度、 全方位展示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和精神文明建设

成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持续培根铸魂，进一步擦亮“道
德名城、魅力周口”文化标识，打造

文明程度更高、 市容市貌更美、社
会秩序更好、人民群众更幸福的美
好家园。

如果您曾参与创建， 或了解、
发现感人至深的先进人物、典型事
迹， 请把这些感人故事记录下来，
并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进行深
入挖掘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 ，把每
一次讲述变成展示城市文明成果

和城市进步的过程，把每一个故事
变成广大市民内心深处精神境界

的凝练提升和全社会再受教育的

过程 。 让我们把城市荣誉与群众
利益联系起来 、 与群众的所需所
盼融到一起 ， 精准把握精神文明
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 ，坚
持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统领 ， 贯通
推进文明培育 、文明实践 、文明创
建 ， 高效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 ，实现同建文明城市 、共
享城市文明的创建目标。 ②19

国鹄航空无人机生产项目
签约落户周口临港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 宋风 通讯员 靳
明月） 5 月 26日，国鹄航空科技（杭
州） 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口临港开发
区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计划在
周口临港开发区建设无人机生产基

地，开展无人机飞行运营业务。该企
业入驻后， 将为我市低空经济发展
带来新动能。

国鹄航空科技 （杭州 ）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航空科技领

域的综合性科技企业，拥有无人机
机翼折叠技术、 高精度制造技术、
新型材料技术， 以及智能算法、大
数据、云计算等核心技术。 凭借自
身领先的飞行器研发和制造能力，
企业布局低空领域，业务包括无人

机制造 、飞行运营 、操作员培训三
大板块。

按照协议约定， 国鹄航空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周口临港
开发区投资 4 亿元人民币， 建设无
人机生产基地， 开展无人机飞行运
营业务。

周口临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

志表示，国鹄航空科技（杭州）股份
有限公司无人机生产项目的签约

落户，将为周口临港开发区抢占低
空经济“新赛道”，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带来重要机遇。周口临港开发
区将全力支持企业落地扎根，全力
以赴服务企业，确保项目尽快投产
达效，助力企业长足发展。 ②19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 5 月 30 日， 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

队员入队仪式，回想起自己当年入队
时的情景：

“记得入队时心怦怦跳 ， 很激
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是一种荣
誉。 ”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
是突击队， 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
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
‘人生三部曲’”。

2020 年 7 月 23 日， 北京人民大
会堂，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 强调
“新时代，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团结、
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
事业接班人”。

亲自关心，亲自指导，亲自推动。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0 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
全社会要重视少先队工作。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和保障，为少先队
员健康成长和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

条件。 ”
2021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
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
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

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
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
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

在逐步形成。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2024 年 5 月 30 日， 在来自全国

56 个民族 400 多名少先队员的注视
下，一面曾“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在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冉冉升起。

鲜红的旗帜，希望的星河，闪耀
着亿万少年信仰的光芒。

“关心关爱少年儿童， 为少年儿
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春回大地，北京永定河畔绿意盎
然。

2025 年 4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
造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
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连续第 13 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从小就给它扶正了”“注意加强
体育锻炼”“我们共同给树苗浇水，实
际上也在为你们浇水”……一句句亲
切的叮咛，深情寄望一株株“小树苗”

早日成为栋梁之材。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事关亿

万家庭和谐幸福， 事关国家民族发
展大计。

“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
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
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
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

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
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
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
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字字千金”。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
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

2014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
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

“习爷爷来看我们了！ ”正在排练
迎春节目的孩子们纷纷围了上来。 总
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

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

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
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
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
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温暖。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
处不起眼的苔花”。

石柱县中益乡地处武陵山区，山
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 18 个
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9年 4 月，习
近平总书记辗转 3 个多小时，来到中
益乡小学。

“‘两不愁三保障’， 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再苦不能
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要保证贫
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
福快乐的童年。 ”

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
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

上世纪 80 年代， 习近平同志到
河北正定任职后不久，就对全县学校
危房进行了普查。在之后的一次实地
调研中， 发现还算富裕的北贾村，小
学校舍却很破败。

“就你们村的条件， 不应该把小
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
好好改善。 ”习近平同志责令村干部
限期维修，临走时强调，“要做到全村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
深牵挂于心。

2024 年 6月 18 日， 在青海省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
宁民族中学。

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 宿舍、教
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
况。看到宿舍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
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
都有热水吗”，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
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成立 30 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领导”；

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 40 周年之
际致贺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
“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 儿童权益的
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
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在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之际深
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
得更好， 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
播种新希望”。

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 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
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
伞”； 出台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为少年儿童构建
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
保障，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 美丽的
中国梦属于你们”

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

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仁姐弟俩，珍藏
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

2021年 7 月 21日， 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姐弟俩的家， 同大家围坐聊
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

“我长大以后要考大学， 然后成
为一名医生。”姐姐普巴拉姆说。弟弟
普布次仁则想成为一名运动员。

在总书记的殷切鼓励下，姐弟俩
勇敢地追梦、圆梦。

2023 年， 普巴拉姆考入林芝市
第一中学，向着她的“医生梦”稳步前
行。普布次仁则被西藏自治区体育运
动技术学校录取，朝着“职业运动员”
的目标迈进。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
2016 年 9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实验室。
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

生科普小卫星， 总书记十分高兴，叮
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
忘了通知我一下。 ”

三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
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

近平总书记报告。
“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

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
中这样勉励大家。

以梦为笔，少年绘就美好未来。
难忘同习爷爷在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的那次会面， 聋哑女孩王雅妮
铭记总书记“好好学习、学业有成”的
嘱托， 将青春绽放在特殊教育的三尺
讲台上，帮助更多残疾儿童实现梦想；

犹记得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

学读书时向习爷爷汇报参加网球比

赛的经历，热爱运动的米增昊牢记总
书记“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你最能发挥
的方面，争取做最好”的勉励，在大学
期间加入了网球校队，将这份热爱保
持至今；

以一首《国旗国旗真美丽》获得
习爷爷称赞的大凉山女孩吉好有果，
唱着歌走出了大山，登上了成都大运
会开幕式舞台，希望带领更多孩子看
到更大的世界；

……
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梦。
“我看到你们， 就想到了我们民

族的未来。 ”
2015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各
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
握手，合影留念。

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
的话温暖而有力———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 明天做
祖国的建设者，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
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

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
不变色。

2021年 6月 29日， 人民大会堂
金色大厅灯光璀璨。

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
得者颁授勋章， 以党内最高荣誉礼
赞功勋楷模。 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
者献上美丽的鲜花， 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

两天后，7 月 1 日， 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少先队
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
的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祝福，作出庄严
承诺。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
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新华社北
京 5 月 26 日电）

������5月 26日上午，扶沟县
练寺镇周老庄行政村党群
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顶烈
日、 冒酷暑帮助群众收麦。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
时期，我市广大党员干部自
发成立“三夏”志愿服务队，
深入各乡村为麦收提供后
勤保障，勇当“宣传员”“战
斗员”“安全员”，全力为“三
夏”生产保驾护航。

记者 金月全 摄

““志志愿愿红红””田田间间地地头头助助农农忙忙

我市多措并举
坚决打赢“三夏”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

科技赋能机收减损。 今年我市
小麦机收率预计在 99%以上， 全市
165 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84 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全员待
命。依托“河南农机云平台”，实现收
割机精准调度，动态监测作业轨迹，
确保“熟一块、收一块”。产粮大县广
泛开展机收减损“大比武”，通过田
间实操培训， 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1%以内。

绿色通道保畅通。 我市农业农
村、 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发放 4000余
张跨区作业证，高速公路开设农机运
输绿色通道， 对未携带证件的车辆
实行“容缺办理、免费放行”。全市国
省干线、 收费站设置 24 小时服务

站，提供维修服务、防疫物资等，确
保农机转运零阻碍。

夏粮收购政策托底。 为保障粮
农收益，我市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
预案，价格监测每日更新。 国有粮
企发挥主渠道作用，开展代收代储
业务，设立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
基金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推广预约
收购 、延长服务时间等举措 ，让农
户卖上“明白粮”“舒心粮”。

当前，周口市“三夏”指挥部已
启动 24 小时值班制度，市级专家指
导组分赴各县（市、区），会同农技人
员开展田间指导。 在这场与时间赛
跑的麦收战役中，政策保障、科技支
撑、 服务护航正共同筑牢粮食安全
防线。 ②19

“影响发展论”是利益固化的认知陷阱
□吴继峰

违规吃喝不只是简单的作
风问题，更是权力异化的外显，政
治生态污染的源头。 当觥筹交错
成为利益交换的媒介， 当宴请规
格变成权力寻租的标尺， 这种看
似“小节”的腐败行为，实则是侵
蚀政治根基的蚁穴。 唯有从政治
高度认清其危害，彻底破除“影响
发展论”的认知迷雾，才能守护权
力运行的澄明底色。

从“酒杯中的妥协”到“饭局
上的承诺”， 每一次违规吃喝都
在解构制度的刚性。 权力一旦与
私利勾连，必然滋生选择性执法
的灰色空间，形成“办事先赴宴”
的潜规则。 这种由舌尖蔓延开来
的权力变现，不仅会消解政策执
行效力， 更会引发群体性效仿，
最终动摇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
信任根基。

将作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
立， 实质是为特权思维披上合理
性外衣。 真正的发展动能源于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依法办事的
行政秩序， 而非酒桌上的利益勾
连。 当资源分配取决于宴席规格
而非政策质量， 当企业竞争力让
位于“接待能力”，这种畸形发展

模式必然导致市场机制扭曲、创
新动力衰竭。历史反复证明，依附
于权力寻租的“发展”不过是好看
的肥皂泡，破裂是其必然结局。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正是在通过压缩权力任性空
间， 倒逼治理方式向法治化、规
范化转型。 当公务活动摆脱人情
裹挟，干部才能聚焦主责主业；当
政商交往回归“亲清”本真，市场
才能真正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
作用。 这种制度性节约产生的不
是经济账面上的简单数字，而是
政治效能、社会效益、发展质量
的系统性提升。

管住嘴才能挺起胸。 纠治违
规吃喝考验着各级党委和政府
能否打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的潜规则，考验着党员干部能否
在糖衣炮弹面前守住政治底线、
法纪底线。 唯有以“寸步不让”的
决心斩断“舌尖上的腐败”，以“永
远在路上”的韧劲筑牢制度堤坝，
方能以好的作风服务发展、推动
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坚实的政治保障。 ②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