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位于苏州古

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尽显江

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2023 年 7 月 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考察调研。

街区入口处展厅的展板上，一幅刻

制于南宋年间的《平江图》，清晰展示着

古苏州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习近平

总书记走近前，仔细察看。

城门排列、街巷纵横、水道交错，千

百年时光宛若在这里定格一般，诉说着

江南文脉的深厚底蕴。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从春秋

伍子胥建阖闾大城至今，古城苏州走过

2500 多年。全长 1600 多米、占地约 116.5

公顷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共有世界文

化遗产 1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0 处，被

称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沿着街区的石板路，总书记走进古

街巷。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

了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

一架绣绷、一副眼镜、一枚钢针、一

缕丝线，深研刺绣技艺 40 多年的卢建英

心静如水地飞针走线，一幅“太平鸟”图

案栩栩如生。

“这样一个作品，要花费多长时间？”

总书记问。

“有的要一年。”卢建英说。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

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

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

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总书记感

慨道。

如今，这个绣娘世家有了第四代传

人。“妈妈常说，人有一股劲，绣出的东西

就有力量。”卢建英的女儿潘乃舒说。

千年古城，青砖黛瓦间，皆是历史传承。

当地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苏州有

昆曲、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

营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七项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江河边、大樟树下，一曲《苏州好

风光》，韵味悠长。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同

大家一起观看表演。

“住在这里很有福气，古色古香，到

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文

化。‘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可以

用在这里。”总书记同大家说。

留住古城的“形”，延续内在的“神”，

彰显民族的“魂”。

这次考察中，总书记深情嘱托：“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

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

传承好。”

“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总书记

的九个字为我们指明方向。传统文化与

新兴技术携手，是落实总书记要求的最

新探索。”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依东说，近

日，CIM+数字“孪生古城”平台正式上

线，突出古城保护原真性的同时，更能突

出城市更新的科学性。

站在平江路上远眺，北寺塔守护着老

城的天际线，“东方之门”开启了发展的新

空间，构成一幅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

历史感与未来感交织的新“姑苏繁华图”。

岁月流转，时移世易，平江路风华依

旧。遵循总书记的嘱托，这里正成为中

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生动现场，续写“人文

鼎盛、经济繁荣”的新篇章。

新华社南京6月16日电

“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新华社记者 蒋芳 叶昊鸣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22版版 ■联系电话：2823914 邮箱：tsldrbtg@126.com ■2025年 6月 17日 ■星期二

■版式设计：赵亮赵亮 责任编辑：赵亮赵亮

本社社址：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北路25号 总编室：2823914 广告公司：2823675 广告发布编号：13020020190002 发行部：2828383 邮发代号：17-5107 定价：全年528.00元 发行方式：自办、邮发 印刷：唐山新广电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社阿斯塔纳 6月 16日电 6 月 16

日，《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国 际 版）在 中 亚 五 国 主 流 媒 体 落 地 播

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贺信，对

节目播出表示热烈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节目《平“语”

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精

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

所引用的中国诗文典故，聚焦开放合作、

科技发展、生态环保、文化创新等主题，

以国际化视角和生动故事，向中亚受众

阐释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厚历史

文化根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节目即日起在哈萨克斯坦丝路电视

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塔

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土库曼

斯坦新闻网、乌兹别克斯坦青年电视台等

中亚五国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国际版）在中亚五国主流媒体播出

三北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也

是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的攻坚区、防沙治

沙的核心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

北地区荒漠化防治工作，提出打一场“三

北”工程攻坚战，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

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今年 6 月 17 日是第 31 个“世界防治

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深入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

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的一线，感受到决战沙海、绿染

北疆的蓬勃力量。

系统守护“几字弯”

夏日的乌兰布和沙漠骄阳似火，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

局长何文强钻进梭梭林中，感受着风的

力道。

“这一片是防风阻沙区，站在梭梭林

里感觉风速明显减慢了。这片区域正发

挥着阻止流沙侵蚀黄河的作用。”看着眼

前随风轻摆的梭梭苗，何文强感慨道，

“磴口治沙，不只关注沙，还研究风和水、

种好树和草。”

磴 口 县 位 于 黄 河“ 几 字 弯 ”的“ 弯

头”、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是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的前沿阵地，426.9 万亩沙海

占县域总面积的 77%。

沙海攻坚，磴口县构建起“一地一网

三区”的系统施治防沙治沙体系。何文

强解释道，“一地”是确保荒漠生态系统

原真性和完整性的自然保护地，“一网”

是农田防护林网，“三区”是封沙育草区、

防风阻沙区和光伏治沙区。

“磴口县背靠沙漠，面朝黄河，以前

治沙就看沙，种树就像撒胡椒面，来场大

风全吹走了。近年来，我们转变治沙思

路，充分发挥林、田、水的多重功能，系统

守护‘几字弯’。”何文强说，治理工作要

环环相扣，只有统筹兼顾才能“锁住”乌

兰布和沙漠东侵黄河的脚步。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

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时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总书记的指示坚定了我们系统化

治理的决心，也为磴口进一步因地制宜

加快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地带沙化土地治

理、打造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指

明了方向。”何文强说。

大地增绿后，磴口县湖泊和湿地的

环境越来越好，当地利用湖泊在冬春两

季黄河凌汛期间存留河水，增加了植树

造林的灌溉水源。在农田防护林网的保

护下，过去饱受风沙侵蚀的土地肥力得

以保存，如今转变为造林育苗地，又为造

林治沙提供苗木资源。

磴口县持续加强用系统观念、全局

眼光进行荒漠化防治的工作思路，从治

理一个“环境点”到系统治理整个“生态

面”，当地生态环境不断向好。据统计，

磴口县林草覆盖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期的 0.04%提高到目前的 39.1%，全县年

沙尘日数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3 天减少

到现在的 8天左右。

“湖泊、树林、农田、草地、沙漠本就

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我们

要继续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护水、造林、整田、育草、治沙全要素

管理，持续保持沙区生态环境‘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磴口县委书

记刘向阳说。

科尔沁沙地披绿装

在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四合城镇刘

家村，74 岁的侯贵仍然保留着每天巡山

的习惯。

侯贵自 2001 年起上山种树，先后在

2400 亩沙地上栽种 20 余万棵树木，如今

又开始进行林地改良工作。“这几年有些

树得病枯死了，林业专家说成片种植单

一树种会增加树木患病几率。”侯贵穿梭

在树林中，指着一排新栽的小树说，“这

里间隔种植了油松和元宝枫，都是耐旱

的长寿树种，不同树种交错种植能降低

病虫害的传播风险。”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

上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曾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

96%，一年 365 天有 240 天左右在刮风，漫

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

几十年前，林业人员经过精心选育，

将耐旱耐寒耐瘠薄的樟子松从寒温带南

移多个纬度栽种在了彰武县，成为科尔

沁沙地防风固沙的明星树种。今年，为

提高治沙林木的质量，彰武县实施了樟

子松嫁接红松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成活率已超过 90%，不久

就能移栽到科尔沁沙地治理一线。”辽宁

省森林经营研究所所长于洪亮介绍，红

松病虫害少、种子经济价值高，但不易在

沙地成活，嫁接可缩短红松生长周期、提

升结果速度，有利于形成可持续保护生

态环境的良性局面。

从种活树到种好树，彰武县的治沙

工作离不开科学支撑。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

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老一辈用科学的方式把沙地变绿，我们

这一辈更要用科学的方式，培育健康稳

定、功能完备的生态系统。”彰武县林业

和草原局局长陈书魁说。

近年来，彰武县创新实施以树挡沙、以

草固沙、以水含沙、以光锁沙“四大工程”，

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善的防风固沙体系。

在彰武县后新秋镇烧锅村，1700 亩

农田里挺立着一排排太阳能板，1.8 米高

的立柱下方，种植不久的黄豆、高粱长势

喜人，绿意连成一片。

“原来这里都是沙土地，天热的时候

秧苗都被烫死了。光伏发电板不仅能发

电，挡在作物头顶还成了遮阴棚，遮光降

温，减少水分蒸发。”烧锅村党支部书记

许延春说，以光锁沙工程让曾经愁人的

“沙窝窝”变成了“香饽饽”。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9% 提 升 到 30% 以

上，“三北”防护林带向科尔沁沙漠腹地

推进了 13 公里……在彰武人心中，扩绿

是治沙工程的根基，而尊重科学则是治

沙成功的关键。

塔漠锁边育新机

护林员艾力·麦麦提站上新疆和田

地区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的沙丘高

处俯瞰，绵延的玫瑰花带将金黄的沙丘

紧 紧 环 抱 ，给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戴 上 了

“项链”。

时间倒回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艾力·麦麦提和工友

们栽下最后一批玫瑰幼苗。自此，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 285 公里的“绿色缺口”

顺利合龙，全长 3046 公里的世界最长环

沙漠生态屏障正式形成。

“ 过 去 沙 子 埋 到 房 檐 ，现 在 风 过 无

沙，能闻着花香数星星。”艾力·麦麦提望

着不远处的绿洲感慨。这位在沙漠边缘

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人，见证了从“沙进人

退”到“人沙和谐”的逆袭——和田地区

41.2 万亩沙地被划分到 8277 户农家，曾

经寸草不生的沙包，如今成了肉苁蓉、玫

瑰花的家园。

“总书记强调，兴绿要‘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我们正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拓展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和田地区林草局副

局长骆爱科说。

在骆爱科的办公室里，一张地图上

密密麻麻标记了 8277 个红点，每个红点

都是一处农户承包的沙地。

“我们将国有未利用沙地划给村集

体，每户承包 30 亩到 50 亩，确权到户，收

益归己。”骆爱科说，得益于自治区出台

的资金保障、生态用水等政策激励，全区

上下掀起了治沙热潮。

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

不断深入，新疆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

兴、新能源项目等有机融合。这一举措

不仅巩固锁边合龙成果，还促进沙产业

发展，确保治沙工作可持续进行。

奥依托格拉克乡塔吾哈孜村农民艾

则孜·买提肉孜从事肉苁蓉种植已有 15

年，他带领合作社成员在种植红柳、梭梭等

固沙植物的同时接种肉苁蓉，至今已发展

到950亩，实现治沙和产业发展两不误。

在他的带动下，塔吾哈孜村有 30%

的农户都在种植肉苁蓉。塔吾哈孜村村

委会去年又开垦了 150 亩沙地，用于发展

村集体经济。

全民参与防沙治沙，已在于田县与

沙漠接壤的 5 个乡镇中成为共识。如今

于田县肉苁蓉年产量达 4万吨，占全国产

量的 85%；肉苁蓉、玫瑰花相关合作社 40

余家，带动就业一万余人。

“现在沙产业和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在一起。”于田县肉苁蓉协会会长买吐如

则·买吐送说，沙漠不仅变绿了，还生出

了金，锁边防护带越种越宽，沙产业发展

也越来越火，实现了绿富同兴。

【记者后记】实施“三北”工程是国

家 重 大 战 略 。 2021 年 至 2030 年 是“ 三

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

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

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

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两年来，“三北”工程攻坚战迈出坚

实 步 伐 。 聚 焦 打 好 三 大 标 志 性 战 役 ，

2024 年完成治理面积超 380 万公顷。虽

然三北地区已经筑起一道绵延万里的绿

色长城，这里依然是生态脆弱地区，防沙

治沙还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锦 绣 北 疆 绿 更 浓
—“三北”工程攻坚战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张丽娜 魏婧宇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电（记者张晓

洁、潘洁）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5 月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平稳

运行，生产需求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优

向新。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5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8.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3.2和 2.8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长加快。5 月份，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2%，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2%、8.9%、8.4%，分别快于服务业生产

指数 5、2.7、2.2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明显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继

续 扩 大 。 5 月 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41326 亿元，同比增长 6.4%，比上月加快

1.3 个百分点。1 至 5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191947 亿元，同比增长

3.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7.7%。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5 月份，货物

进出口总额 38098 亿元，同比增长 2.7%。

其中，出口增长 6.3%；进口下降 2.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低

位运行。5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 0.1%，环比

下降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

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5 月份，随着政策组合效

应持续释放，稳经济促发展效果显现，国

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 16 日举行的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下阶段，要把扩大内

需、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着力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6 月 16 日，轮船停泊在河北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作业（无人机照片）。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国家统计局 6 月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平稳

运行，生产需求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优

向新。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中央宣传

部、公安部 16 日联合启动“全民反诈在行

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

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切实营

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

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主题是“反诈

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责”。根据活

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的“五进”

活动，着力构建立足社区、覆盖全社会的

反诈宣传体系。为增强反诈宣传针对性，

公安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

《全民反诈公开课》普法宣传节目，通过剖

析真实案例，全面普及反诈领域相关知

识，揭批最新电诈犯罪手法，切实提升广

大群众防范意识和反诈能力水平。其间，

公安部刑侦局将会同国家反诈中心发布

《2025 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

组织第三届全国反诈短视频大赛，针对易

受骗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防范宣传；会同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

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

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同时，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

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

提高宣传精度，持续掀起全民反诈、全社

会反诈的新热潮。

全国公安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认真贯彻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

“四专两合力”思路，统筹推进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深入开展“断

卡”“断流”“拔钉”“斩链”等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推广引流、转

账洗钱、技术开发、组织偷渡等非法服务

的涉诈黑灰产犯罪团伙，2024 年共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9.4 万起，抓获了一大

批违法犯罪嫌疑人，其中诈骗集团幕后

“金主”、头目和骨干 570 余名，狠狠打击

了诈骗分子嚣张气焰。

各地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强化

综合治理，堵塞监管漏洞，全力挤压涉诈违

法犯罪活动空间。工信部扎实推进电信和

互联网业务治理，推动企业落实反诈责任，

组织开展多批次执法检查，推动反诈工作

迈上新台阶。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推进

“资金链”治理，形成部门联动、行业联防、

系统联网治理体系。2024年以来，国家反

诈中心全力推进预警劝阻和技术反制工

作，累计下发资金预警指令 183.8 万条，会

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 46.9 亿次、短信

33.7亿条，处置涉案域名网址 1181万个，紧

急拦截涉案资金3151亿元。各地公安机关

累计见面劝阻 477.8万人次，形成了齐抓共

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有力维护了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 宣 部 公 安 部 联 合 部 署 在 全 国
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上 接 第 一 版）并 开 始 在 舞 台 上 崭 露 头

角。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副校长杨耀武

表示，学校在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

了《滦州皮影校本教材》，按年级编排分

册，每周安排一节皮影课程，感兴趣的学

生自发组建了皮影演唱、皮影操纵、皮影

雕刻等社团。

除了皮影戏进校园，唐山打造了中国

首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为主题的无动

力亲子乐园——唐山皮影主题乐园，该乐

园自2018年开园，人气持续高涨，备受游客

欢迎。在这里，游客们看皮影戏，体验皮影

人制作和操纵，在皮影趣玩街邂逅皮影兔

一家人，参与皮影戏主题互动游戏……

皮影主题乐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出博物馆、走出舞台，与儿童游乐完美融

合。不仅如此，曾经登上央视春晚的舞蹈

《俏夕阳》，将皮影艺术和现代舞蹈相结

合，舞者们用肢体语言精准还原了皮影戏

中人物的机械感与韵律感，至今让许多观

众印象深刻。

在王丽华的工作室，聚拢了一些皮影

雕刻爱好者，其中不乏年轻人，“只有抓住

年轻群体，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深

度挖掘皮影艺术，古老的皮影才能行稳致

远。”王丽华积极发挥“老艺人”传帮带作

用，让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活化石”生生

不息地传承下去。

古韵皮影绽放新光彩

（上接第一版）同时，组建技术维修服务队

5 支，指导机手、农户完成联合收割机、拖

拉机等农机设备的检修保养，让农业机具

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作业。

该县统筹调配“三夏”期间农机、农资

资源，在本县现有 630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

基础上，引进江苏、安徽、山东等地 900 余

台外来收割机，目前已陆续到位。在高速

口、入境口等 5 个入口设立“三夏”跨区作

业接待服务站，为外来机手提供保障服

务。同时，开通 24 小时“三夏”小麦机收

热线，实时响应机手、农户诉求，快速协

调、解决麦收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建立

“农资保供企业名单”，加强化肥、种子等

主要农资调运储备和市场监管，确保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

为应对“三夏”时节多变天气，该县强

化风险应对措施。农业部门与气象部门

建立会商机制，实时跟踪小麦收获进度，

精准发布气象预警。针对可能出现的连

阴雨、机具短缺、湿粮晾晒等问题，制定应

急预案。提前联系域外履带收割机 90 余

台、移动烘干机 30 余台，做好应急收获、

烘干准备，组织各乡镇摸排上报应急晾晒

场所，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玉米适时播种。

玉田50余万亩小麦全面开镰

新华社重庆 6月 16日电（记者冯家

顺）中央社会工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16

日在重庆举行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

现场推进会，强调要加强关爱凝聚，多措

并举推动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

基层治理、融入城市生活。

据了解，友好场景建设即在住宅小

区、商场、医院、楼宇、园区等场所，为新就

业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上提供便利和服务，

帮助解决进门、停车、用餐、技能提升等急

难愁盼问题。

中央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推

进友好场景建设是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

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的必然要求，是更好

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也

是创新基层治理的有效抓手，要以新担当

新作为既抓好管理又搞好服务，为新就业

群体工作生活营造和谐社会环境。要加

强党建引领，加快推进“两个覆盖”，将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新就业群体

服务管理的强大动力。坚持分类施策，积

极探索数智赋能，因地制宜完善社区、园

区、楼宇、商圈、学校、医院、站区等不同场

景服务网络。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加快发展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等，开展快递员、网约配送

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试点，加快解决新就业群体住房困难，让

新就业群体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

业；营造和谐从业环境，配合有关部门为

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进入住宅小区配送提

供便利。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实地了解了九龙

坡区民主村社区、渝中区时代天街商圈等

友好场景建设情况，围绕推进友好场景建

设、加强关爱服务等开展研讨。

两部门：

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