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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最终目的。

“财政再紧，用于民生事业的钱一

分不少；任务再重，该为群众办的事一

件不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着力增进群众福祉，在更大力度保障

和改善民生中不断提升幸福感”，“要集

中精力办好16件民生实事”，既是对民

之所盼的及时回应，也是用一项项民生

承诺为群众传递美好生活的新希望。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政府工作

报告在技能人才培训、高校毕业生就

业、农民工工资发放等方面充分考虑稳

就业需要，还强调要深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王建平表示，“通过加大政策

实施力度，人社部门有信心实现全年就

业目标。”

王建平介绍，今年的就业工作，人

社部门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始

终坚持把就业工作放在民生首位，围绕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2.8 万人的目标任

务，加大对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推动就业政

策、创业扶持政策精准落实，发挥创业

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努力让更多劳动者

端稳端好就业“饭碗”。二是强化就业

兜底帮扶，突出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扩

大就业见习规模，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

能力，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攻坚行动，做好“一对一”精准帮

扶。通过返乡创业、劳务品牌、技能培

训、劳务协作“四轮驱动”，促进农民工

和脱贫劳动力就业，脱贫劳动力务工总

体规模不少于上年。加强就业援助，全

年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2400人，零

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消零。三是健全人

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

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市内、省

外招聘一体推进，统筹开展“10+N”公

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推动公共就业

服务向乡镇街道延伸，不断向劳动者提

供高质量的公共就业服务。

教育关乎千家万户，也关系着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是教育系统一直以来的追求目

标和前进动力。”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

邓继杰说，今年，全市教育系统坚持以

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为

重点，将教育经费更多地向窗口学校、

重点项目、薄弱地区、关键环节倾斜，促

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优质发展。

在推动学前和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方面，

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新、改

（扩）建13所公办幼儿园，新认定8所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加强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在

85%以上。支持“1+X”集团化办园，纠

正“小学化”倾向，抓好幼小衔接，提高

保教保育质量。推进特殊教育融合发

展方面，加强融合资源中心办学条件、

队伍和内涵建设，新、改（扩）建3所县级

特殊教育学校，推动人口20万人以上的

县特殊教育全覆盖。在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方面，不断扩大公办义务

教育资源，组建100个紧密型、联合型、

协作型、贯通型等不同类型的教育共同

体，新增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位1500

个，改善114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

条件。在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

方面，支持建设一批特色高中，开展高

中学校与驻地高校贯通教育，协同开展

普通高中优势学科、大学先修课程、特

色课程建设，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

法路径。启动实施新一轮普通高中学

校标准化建设，切实满足“3+1+2”选课

走班的硬件配套要求。

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

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2023年中央、

省、市两会都对民政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这些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深

入贯彻省委和市委要求指明了方向，理

清了思路。”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进文说，“市民政局将深入践行‘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今年重点实施

党建引领工程、困难群众暖心工程、幸

福养老建设工程、‘和美社区’建设工

程、社会组织培育工程、殡葬设施建设

工程、未成年人关爱工程七大工程，通

过调整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标准，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落实好省、市政府

民生实事，新建8个城镇社区幸福养老

提速工程和25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推动市、县两级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全部建成组网，打造‘互联网+社区养

老服务’品牌；高标准开展‘和美社区’

建设，积极构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争

创‘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打造具

有晋中特色的关爱保护工作品牌；加快

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县级殡仪馆11月底

前要具备运营条件，同时推进公益性公

墓（骨灰堂）建设等，不断健全老年人、

残疾人、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织牢民生兜

底保障网，使社会保障顺应群众对高品

质生活的期待。”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市中医

院院长杨润始终关心关注的话题。“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中医药强市战

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基

层中医馆服务能力’，更加坚定了我们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传承创新发展中

医药的信心和决心。”杨润表示，今年，

市中医院将以“中医显特色，西医上水

平的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医教研

协同发展方向，继续加强医院内涵建

设，持续推进中医特色工作：一是加快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市

中医院区域中医带头作用，继续加强市

中医医疗集团工作，高标准推进“国医

堂”项目，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

展。二是加强中医药服务网络信息化

建设，加快推进中药制剂中心、博士工

作站和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医

院在城市中心位置抢救危急重症患者

的作用。三是充分发挥省、市级名中医

的优势，总结、优化优势病种，筛选或重

新制定协定处方，力争形成院内制剂，

促进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四是成立药

检室，提升药品自检能力，满足临床长

远需求；扩建中药房，设立精品中药房，

满足不同患者对中药品质的需求；提升

中药专业人员鉴定能力，保证中药饮片

质量，积极配合临床科室，发掘中医药

特色疗法，突显中医药特色优势。五是

加强中医重点专科、中医经典病房的建

设，中医诊疗模式创新、临床科研能力

的提升。实施中医药康复能力提升工

程，构建大康复治疗模式，着力建设市

级区域中医康复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特色优势，开展

中医体检一条龙服务。

使命在肩，唯有实干。让我们踏着

春的节拍，沿着既定目标，躬耕不辍，孜

孜前行，走过春华秋实，实现岁物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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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教育优质发展

②满足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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