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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等部门4日
发布《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
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
版）》，增加乙二醇、尿素、钛
白粉、聚氯乙烯等 11个领
域，进一步扩大工业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范围。

关注<
伊朗正式成为

上合组织新成员
昨日下午，上合组织秘书处在北京举行伊

朗国旗升旗仪式，欢迎新成员加入。上合组织
正式成员国增至9个。

去年9月，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
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如今，
伊朗正式完成各项程序，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
员国。

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建立。2017年，
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印度、巴基斯坦成
为正式成员国。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
合大家庭”，充分彰显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 据央视新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4日
表示，1-5月，中国汽车整车
出口193.3万辆，同比增长
79.8%；整车出口金额同比
增长1.2倍。5月，中国汽车
整车出口43.8万辆，环比增
长3.2%，同比增长92.8%；整车
出口金额环比增长8.8%，同比
增长1.2倍。

7月3日至4日，第二届
中国IPv6创新发展大会在浙
江省金华市举办。会上首次
发布了《中国IPv6产业发展
报告（2023版）》。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5月，我国IPv6活
跃用户数达到7.63亿，用户
占比达到71.51%，用户规模
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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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乡村振兴在
行动”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全力推
动乡村人才振兴”有关情况。近年来，青岛市坚
持政策引领，突出引育创新，强化本土人才培育，
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支持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
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为推动全市乡村振兴提供
了坚强的人才支撑，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
献了青岛智慧和力量。

青岛市积极支持人才返乡入乡创业。符合
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者个人可申请最高60万元
的贷款，创办小微企业的最高可申请30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硬核”措施促乡村人才“引育留用”

青岛市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
向，努力打造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优势。

首先，坚持规划先行。青岛市制定了《青岛
市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
乡村人才振兴的目标、重点和路径，全面启动实
施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十大工程，积极助力青岛打
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其次，坚持政策引领。青岛市聚焦乡村人才
“引育留用”各环节，先后出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20条、支持人才投身乡村振兴15条等综合性政
策文件，制定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硬
核”措施，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第三，坚持分类推动。青岛市针对不同群体
发展需要，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分别出台优秀乡
镇农业技术人才激励办法、改革完善乡镇基层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和职称评聘制度的意
见、实施艰苦偏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意见等措
施，分领域推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走深走实。

据悉，近年来，青岛市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
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从教育培
训、人才管理使用和激励机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设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有技术、会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目前，全市
乡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41万人。

育才：培育职业农民17万余人

青岛市针对乡村振兴对人才的渴求，下好培
育“先手棋”，努力打造一支热爱乡村、扎根乡村
的人才队伍。

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中，青岛市连续
9年将高素质农民培育列入市办实事，推行“学
历＋技能＋创业”全方位培育模式，构建“高校＋
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多方参与的立体式、多元
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建成国家级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示范基地3处、市级培训示范基地26处，

认定田间学校160处，累计培育职业农民17万余
人、高素质农民1.94万人。

在实施技术技能人才培育计划中，青岛市积极
落实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创新开设乡村技能夜校，
积极推行“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有效提升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和就业本领，截至目前全市共完
成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14万人次。

在实施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计划中，青岛市
制定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百千
万”示范引领工程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
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达到4万余人，9
人获评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开展“乡
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出台《关于促进青年服务
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持续实施“村村都有好青
年”选培计划，累计培育乡村好青年1.3万余名。

聚才：扶持返乡入乡创业2万余人

青岛市着力优化创业扶持体系，打造乡村引
才聚才的载体平台，加大乡村人才定向培养力
度，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能。

青岛市积极支持人才返乡入乡创业。支持大
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返乡创业，对首次创办、
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创业实体，按照带动就业情况
给予最高3万元创业补贴。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
创业者个人可申请最高60万元的贷款，创办小微
企业的最高可申请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2018年以来，政策性扶持返乡入乡创业2万余人。

青岛市积极支持人才开展农业科技创新。
以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先行区为牵引，累计建成农
业院士专家工作站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
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22家、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11家，集聚重点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研发人
员达4700余人。

青岛市大力实施乡村人才定向培养。持续
推进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累计遴选462
名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一线工作。持续扩大乡村
公费农科生、师范生、医科生等定向培养招生规
模，累计完成公费师范生、医学生和农科生定向
培养计划1433人。

用才：选派科技特派员1088名

青岛市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打破地
域、归属等条条框框限制，广招天下英才，助力乡
村振兴。

为了不断扩大专家服务，青岛市积极实施“专
家服务基层——导航青岛”行动，集成产品推介、需
求征集、成果发布、项目对接等功能，广泛开展下乡
支教、支农扶农、社区义诊等活动，累计推动2100
余名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带动就业1.6万余人次，实
现增收9亿余元，成功帮助9000多户贫困户脱贫。

为了积极开展科技服务，青岛市全面推行科
技特派员制度，共组织选派科技特派员1088名，组
建黑猪养殖、崂山茶、蓝莓和花生种殖等12个科技
特派员服务团，组成30多支区域乡村振兴推广团
队，共解决技术难题2000余个，落地项目30多个，
转化科研成果200余项，培训农民和农业科技人
员5万余人次，示范推广农作物种植面积2万亩。

为了推进实施法律服务，青岛市在全省率先
探索镇街、社区和服务单位“三方签约”模式，为
2065个村（社区）选聘法律顾问1341名。

为了创新开展撮合服务，青岛市推动建立人
才供需匹配机制，在莱西市开展省级“寻找乡村
振兴合伙人”试点，面向全国征集“乡村振兴合伙
人”434人。

留才：947人获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青岛市坚持将乡村人才开发摆在人才工作的
优先位置，将尊重重视乡村人才落实到具体工作
措施上，不断提高乡村人才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让乡村人才在发展上有奔头。青岛市建立
职业农民发展通道，设立“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
审，全市累计947人获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创
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和“职称直评”职称制
度，4566名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获评中高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建立县以下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
升制度，打破基层人才发展的“天花板”，畅通职
业发展通道，全市共晋升职员779人。

让乡村人才在奖励上有盼头。青岛市坚持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定期开展青岛拔
尖人才、乡村振兴英才、优秀乡镇农业技术人
才、最美基层农技员、乡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等
寻访评选活动，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对获评人
员给予奖励，极大激发了乡村人才干事创业内
生动力。

让乡村人才在待遇上有甜头。青岛市鼓励
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将专业技术人才在
基层服务的经历、贡献和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重
要指标。支持推动“田秀才”“土专家”入编人才
序列，在申报涉农项目、平台建设、人才奖励评定
中予以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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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蓝天白云
山东绘“作战图”

近日，《山东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
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印发实施，《山
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
案》）也重新作了修订。7月4日，山东省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行动方
案》和《应急预案》进行解读。

《行动方案》包括1个总文件和3个具体行
动方案。总文件明确了开展攻坚行动的总体
要求、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3个具体行动方
案分别细化了攻坚目标和任务措施。

其中，《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行动方案》明
确，到2025年，全省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控制在0.9%以内。主要措施是坚持以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结构优化升级等源头减排为抓
手，以工业污染深度治理、面源污染监管提升
等末端防治为支撑，以重污染天气过程应对和
联合执法等为补充，确保“十四五”末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

青岛市积极支持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创办小微企最高可贷300万元

上半年青岛新增市场主体14.3万户

新登记市场主体
143216户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全市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汇报》

实有市场主体
2094461户

截至6月底 4.52%

同比增长
5.92%

新排名前五行业：

批发和零售业 51964户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0001户
住宿和餐饮业 13109户
建筑业 10745户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696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326户
同比增长6.54%

企业企业5530655306户户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1..6868%%个体工商户

87584户
同比增长8.79%

新登记市场主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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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建成国家级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示范基地3处、市级培训
示范基地26处，认定田间学校
160处，累计培育职业农民17万
余人、高素质农民1.94万人。 >>>A>>>A66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