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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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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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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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如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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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来自云南西双版
纳的最新消息： 曾经北上南归引
起 全 球 瞩 目 的 野 象 明 星 “ 短
鼻家族”， 回归老家以来状态良
好 ， 3年 之 间 增 添 了 4头 新 生
小 象 ， 种群健康繁衍 ， 生活悠
然惬意。

2021年， “短鼻家族” 野象
以一场罕见的北上南归之旅， 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被称为野象
界 “最靓的仔”。

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
中心主任王斌介绍 ， “短鼻家
族” 回到老家后健康状况良好，
种群不断扩大。 象宝宝们逐渐长
大， 跟着家族成员学习觅食、 洗
沙浴等技能。

目前， “短鼻家族” 一分为
二， 13头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勐养片区活动 ， 7头与
“然然家族” 的28头野象一起在
景洪市大渡岗乡活动。 北上途中
离群的小公象被送回老家后， 与
其他象群交流频繁， 活动在热带
雨林深处。

在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
村， 记者近日见到了跟 “然然家
族” 一起活动的 “短鼻家族” 成
员。

8月7日傍晚， 在森林中吃饱
喝足的象群穿越一片茶地， 直奔
一个大水塘。 小象率先滑进水塘

里， 在水里翻滚嬉戏， 接着几头
母象依次下水洗澡 ， 确定安全
后， 几头负责警戒的公象最后进
入水塘里……

8日傍晚， 象群转移到中老
铁路旁的一个山坡上。 山坡上草
木繁盛， 中间有一个小泥潭， 野
象们纷纷挤到泥潭里玩耍、 泡泥
巴浴。 中老铁路上的列车不时呼
啸而过， 一些野象站在山坡上注
视着列车飞驰 ， 似乎感到很好
奇。

亚洲象监测员彭金福密切关
注着这群野象， 不时升起无人机
搜寻象群踪迹， 在微信群向周边
村寨的村民发出预警。 “野象在
哪儿 ， 我就跟到哪儿 ！” 他说 ，
通过监测预警， 能为村民下地干
活和出行提供安全信息， 防范人
象冲突。

“以 ‘短鼻家族’ 为代表，
频繁添丁、 分家合群等充分说明
象 群 之 间 交 流 频 繁 ， 健 康 繁
衍 。 ” 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
心主任陈飞说， 象群不断壮大和
分 家 ， 成 为 我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
成果。

图为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景洪市大渡岗乡， “然然
家族” 和 “短鼻家族” 野象在水
塘洗澡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电 突破1000亿件 ！
比2023年提前71天！ “小包裹 ”
跑出 “加速度”。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
量已突破1000亿件。 这意味全国
人均收到快递71.43个，每一秒钟
有5144件快递、每一天有4.4亿件
快递在神州大地上流动着。

快递物流是反映经济活力的
“风向标”， 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
表”。

“小包裹”跑起来，既有量的
增长，更有质的提升。数据显示，
快递业最高日业务量超5.8亿件，
月均业务量超130亿件，月均业务
收入超10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小包裹” 走得更快了。
新疆喀什的樱桃、 浙江金华

的葡萄、 广东阳江的菠萝蜜、 宁
夏中卫的硒砂瓜……入夏以来，
全国各地的时令水果， 不少实现
“隔日达”。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

“小包裹” 优化包装， 加大冷链
运输， 推动原产地与消费市场高
效衔接， 让更多农特产品更新鲜
地走进千家万户。

更快的背后， 是我国物流网
络越来越密了。

快递业着力构建 “枢纽+通
道+网络” 的现代寄递服务网络
体系。 目前， 我国快递网点基本
实现乡镇全覆盖， 建制村快递服
务覆盖率超 95% 。 截至 2023年
底， 全国拥有快递服务营业网点
23.4万处 ， 快递服务网路22.8万
条， 打通万千串联城乡、 抵达阡
陌的 “毛细血管”。

更快的背后， 是我国快递企
业不断创新。

数据显示， 国内快递专用货
机达188架， 快递服务汽车27万
辆。 “小包裹” 插上数字化和智
能化触角， 助力物流配送的 “最
后一公里”。

通过二维码选购物资， 10分
钟左右， 无人机就能将物资投放

在指定地点， 快递 “从天而降”
在一些城市已成为现实。

无人快递车已经上路， 在收
转运派等环节， 大幅度缩减末端
派送时长。 “寄” “递” 之间，
人们向 “快递自由” 更进一步。

“小包裹” 增速， 藏着 “大
经济”。

链接千城百业、 联系千家万
户、 连通线上线下， “小包裹”
折射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
性。 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十年稳
居世界第一。 2023年， 中国人均
快件使用量93.7件， 快递支撑网
络零售额13万亿元。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寄递网
络建设， 围绕城市群建设优化寄
递枢纽布局， 持续推进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 完善国际寄递服
务网络。 持续深化产业协同， 推
动服务链条与先进制造业相融
合， 让快递 “小包裹” 推动经济
“大发展”。

新华社电 在全球气候变化
背景下， 长江源持续暖湿化将带
来冰川萎缩、 水沙增加等多重挑
战， 需加大研究和应对力度。 这
是近日记者跟随2024江源综合科
学考察队在长江源头区域实地调
查时了解到的。

长江源区位于全球气候变化
的敏感区 ， 与长江流域整体相
比 ， 长江源区气候变化更加显
著 。 《青海省水资源公报 》 显
示， 过去5年长江源地区年平均
自产水资源量达到261.7亿立方
米， 较1956至2016年多年平均值
偏多40%以上。 在给下游带来丰
富水资源的同时， 暖湿化带来的
挑战不容忽视。

冰川被称为 “固态水库 ”，
研究显示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
消融退缩状态。 长江源区是全球
水资源最为丰富区域之一， 拥有
大量冰川资源。

记者近期与科考队一同来到
长江源区的冬克玛底冰川脚下，
水自高处向下倾泻 ， 似千军万
马， 不停地撞击着碎石， 发出巨
大的轰隆声。 科考队员从一侧向

冰川攀爬时， 发现去年冰川下完
好的冰湖， 今年已发生溃决， 因
此不得不重新从另一侧爬上冰
川。

“这是上去之前没有想到的
情况。” 长江科学院水利部岩土
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工程师范
越告诉记者， 气候变暖导致江源
地区冰川加速退缩， 近年来格拉
丹东雪山主峰冰川、 冬克玛底冰
川等长江源区的标志性冰川都有
逐步萎缩的趋势。

除冰川融水外， 长江上游极
端降水发生频次和强度也在增
加。

监测显示， 今年7月1日至7
月 22日 ， 长 江 源 区 降 水 较 常
年同期偏多53.5%， 为近10年同
期最多。 7月下旬， 记者与科考
队 驱 车 行 驶 在 江 源 腹 地 ， 猝
不 及 防的暴风骤雨让人无法看
清 前 路 ， 车 辆 在 无 人 区 里 风
雨 飘 摇 ， 随时有陷入沼泽的危
险。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
长周银军和同事关注到， 长江源
区河流沿岸一些道路桥梁受到不

同程度破坏， 部分河段出现河岸
垮塌或崩蚀。

“与中下游普通河流相比，
高原河流比降大， 相同粒径泥沙
沉降速度更慢， 冲刷能力更强。”
周银军认为， 基础设施等受损与
水沙量增加、 极端降水的关系亟
待进一步研究， 掌握气候变化下
江源河流的水文过程变化规律及
机制， 有助于科学判断未来水沙
量变化和灾害风险。

长江流域气象中心高级工程
师秦鹏程介绍， 未来长江源区暖
湿化趋势仍将持续， 预计21世纪
末， 在中等排放情景下， 长江源
区平均气温较当前仍将升高2至4
摄氏度， 降水量可能增加10%至
30%。

科考队专家表示， 近年来通
过长江大保护和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 长江源区的生物多样性等
显著提升。 长期来看， 应基于全
球气候变化大背景， 进一步加大
对 长 江 源 区 暖 湿 化 的 关 注 和
研 究 力度 ， 深入研究江源生态
演变规律， 夯实长江保护的科研
基础。

更快突破1000亿件！中国“小包裹”实现新跨越

长江源暖湿化带来多重挑战

野象明星“短鼻家族”最新动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