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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根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统一

部署，截至 4月 8日，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 15个巡视组完

成巡视进驻工作。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会前，各中央巡视

组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各中央巡视

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

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中央

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

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

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更加强化震慑作用，更

加突出标本兼治，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巡视整改和成果运

用，充分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督促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

中央第一轮巡视穿插安排常规巡视、“回头看”和机动巡

视，巡视对象包括 30家中管企业、5家金融单位和国家体育总

局。记者在巡视进驻动员会现场了解到，对中管企业开展常规

巡视，将聚焦党组坚持党对国有企业全面领导、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等情况，深入发现履职担当中的政治偏差，着力查找

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下转第 3版）

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完成进驻

新华社北京 4月 9日电 为配合在全

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联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

织部、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分

别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

研究论述摘编》等 3种学习材料，已正式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3种学习材料收录、摘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

等重要文献，其中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

学，多思多想、学深悟透，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

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等主题教育学习材料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早上 5 时，随着第一声吆喝响起，四面八

方赶来的摊贩支起档口，一片空地变成沸腾

的早市；傍晚时分，一辆辆私家车有序进场，

打开后备箱，撑起小桌椅，挂上耀眼灯带，方

寸之间的小摊有生计有热爱……

记者近日在湖南长沙走访发现，集市，这

种传统的交易场所也在推陈出新，正以热腾

腾的气息，见证当下的经济活力。

集市里不光有柴米油盐、针头线脑，还有

芯片等高精尖工业品；“赶集”可以在会议桌

上，也可以在电脑前。通过集市对接，打破供

需两端的信息“孤岛”。在长沙，原本为应对

疫情而设的产业链供需集市，如今有了新的

应用场景。企业互联、产业成“链”，不出园区

门，解了供需难，也能实现供采双赢。

早市里的烟火气

早上 5 时，长沙市雨花区万科魅力之城

附近的一片空地，在晨曦中“醒”来。满载蔬

菜水果的小车、肩挑手提的小贩涌进空地，搭

起篷布。几声吆喝过后，附近居民也紧随其

后，提着篮推着车鱼贯而入。

国新与妻子是最早赶来集市支摊的那拨

人。夫妻俩在浏阳租了地，养鸡卖。“我的鸡

喂的是谷子，这里有一批熟客。”国新告诉记

者。

原本空置的土地，被人租下后，经过报

批，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集市。摊贩们按日

或按月缴纳管理费，购得“日票”“月票”，就可

以在此摆摊。国新夫妻俩买的是“月票”，在

这个集市租了固定摊位，两三百元一个月。

这个集市只在日期逢二或者逢六时开

市，一般在中午时分慢慢散场。大多数摊贩

都跟国新夫妇一样，要到处“赶场”。“今天去

这个集市，明天去那个集市。有些老集市在

城郊。这个集市在小区旁边，开了三四年

了。”国新说。

年轻摊主小吉除了卖的辣椒比别人贵，

乍一看跟其他摊贩没有两样。

小吉并不是个“正经”摊贩，他是附近湖

南农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一口地道的长沙

话，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个 1996 年出生的地道

上海人。“我卖的不是菜，是自己的‘作业’。”

学蔬菜相关专业的他，早在本科期间，就走进

学校周边集市，开启了自己的卖菜之路。

（下转第 3版）

既有充满烟火气、文艺气的集市，又新增硬核的产业链供需集市

长 沙 “ 集 市 ” 之 变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近日，江苏省张家

港市发布“技能贷”，为技能人才量身定制金

融产品。拥有职业技能相关证书的技能人

才、创业者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只需提供身

份证、技能证书、收入证明等材料即可办理

“技能贷”，贷款利率 4.5%，期限最长为 3年。

据介绍，“技能贷”产品由张家港市人社

局与张家港农商行合作推出，旨在发挥金融

“杠杆”作用，促进技能人才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其中，技能人才用于日常消费的，贷款额

度最高至 30 万元；用于创业经营的，额度最

高至 200万元；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用于扩大经

营的，额度最高至 500万元。

近年来，张家港市人社局围绕高质量就

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加强技能人才培育，

发布全国首个企业技能发展科学评价体系，启

动了“技能张家港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高质量技能人才支撑。3年来，张家港累计投

入 3亿元用于技能人才工作，开展各类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 33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 4.3
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 11.9万人，技能人才总

量 31.32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

超过38%。

江苏张家港发布“技能贷”

为技能人才量身定制金融产品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有了这个

职工幸福之家，我们不用到处办卡健身，也

不用大老远跑到图书馆借书，在单位门口就

能享受一站式服务，便捷又暖心！”近日，吉

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政府社会事务科

职工李玥和同事在午休时间来到区总工会

职工综合服务分中心暨职工幸福之家打乒

乓球。作为这里的常客，她对工会“娘家人”

的服务赞不绝口。

南关区总工会职工幸福之家是长春市总

工会创新打造职工服务载体的一个缩影。该

中心建筑面积 1400平方米，设置生活救助、技

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指导、法律服务、文体

活动等服务项目，职工书屋、阅览室、书法室、

棋牌室、乒乓球室等学习活动场地一应俱全，

成为周边职工群众的一站式学习、生活、娱乐

场所。

定期走访企业、举办招聘会、组织读书分

享会……南关区总工会职工幸福之家通过系

列活动提高了工会在企业和职工群众中的吸

引力，幸福乡工会会员数从 2021 年 3 月 29 日

的 676 人增长到 2023 年 3 月底的 3169 人，两

年增长了 368%。

类似这样的职工之家，将工会服务送到

了职工触手可及的地方。据介绍，去年，长

春市总持续推动乡镇（街）“会站家”一体化

建设，全市 220 个乡镇（街）工会全部达到规

范化建设标准。同时，以“县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为契机，全市创建培育十大创新工

作项目，推动形成了“一县一特色、一区一品

牌”的工作格局。去年，长春市总工会共有 8
项工作受到国家和省级表彰，社会组织建

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等多项工作在全总层

面交流经验。

（下转第 3版）

长春市总创新打造职工服务载体

提质升级让服务触手可及

本报讯 （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赵

民）前不久，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世界最大的整体环轧钢环在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伊莱特

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诞生。该整

体环轧钢环直径达 15.673 米、周长近

50 米、重 155 吨。这件用于我国四代

核电机组上的巨型锻件，可承载核电

机组堆容器 7000 吨的重量，安装到位

后可 60年不用更换。

10 年前，伊莱特还是一家名不见

经传的小公司。如今，这家企业已经

成长为中国高端装备关键锻件的主要

制造商之一。该公司工会主席高绍敏

说，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有一支高

技能人才队伍。

地处济南东部的章丘区，工业门

类齐全，是济南市的主要工业基地。

近年来，章丘区总工会聚焦济南“东

强”战略，围绕壮大职工队伍、提升职

工素质，多举措精准发力，持续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章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高成玉介绍，针对新兴产业发展，

区总因企施策、多措并举，广泛开展传

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大培训、

大比武、大提升”技能竞赛行动，通过

举办全区电工、钳工、车工等传统竞赛

项目以及具有行业特色及部门特点的

区域性劳动技能竞赛，锻造了一支有

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

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

在推进“产改”的过程中，当地不

少企业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职工提升学

历。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出资

组织 33名职工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习，现已全部毕业。对具备一技之

长的技工，公司出资推荐到上海交大

MBA、工业设计师等培训班。组织青

工 200余人次参加机械制图、钳工工艺和专利知识等培训班，

通过综合素质考核，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

深化“产改”使企业和职工都尝到了甜头。如今，章丘全

区拥有济南市级以上专精特新、瞪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39家，有 12家企业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区总选树“章丘

工匠”100名，先后有 20人荣获济南创新能手称号、5人获得创

新成果奖、32人荣获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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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 9日电 （记者刘静）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一季度，国铁集团积极

作为，充分发挥铁路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有效带动作用，全国

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35.5亿元、同比增长 6.6%，现代化铁

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十四五”

规划纲要 102 项重大工程涉铁项目为重点，突出联网、补网、

强链，高标准推进铁路建设。

一季度，国铁集团在全力完成建设投资和实物工作量上下

功夫，贵阳至南宁高铁、福州至厦门（漳州）高铁、广州至汕头高

铁完成正线铺轨，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高铁等一批重点在建项

目控制性工程实现突破。同时，加快推进漳州至汕头高铁、黄

桶至百色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会同地方政府、社会

企业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等集疏运体系建设。一季度，梅州松

棚铁路物流基地、湛江西铁路物流基地 2个物流基地和天津港

南疆矿石铁路专用线等 22条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加大出疆入藏、沿江

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通道项目实施力度，不

断增强铁路网的通达性和覆盖面，积极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35.5亿元

2003 年 6 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从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
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
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以“千万工程”为抓
手，浙江久久为功，扎实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2003年至2010年，“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示范引领，综合整治村庄环境，推动乡村
更加整洁有序；2011 年至 2020 年，“千村精
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推动乡村更加美丽
宜居；2021年至今，“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
代升级，形成“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
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生动局面。

20年来，“千万工程”深刻改变了浙江乡
村面貌，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引领浙江山乡
巨变。“千万工程”也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扎实基础。

图为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城老
城传统风貌区。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千万工程”推动山乡巨变

4月9日，工人在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逃军山村
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工作。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
业进农村，带动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业。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乡村工厂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