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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记者李丹

青）记者今天从人社部获悉，日前，人社

部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

国 妇 联 、中 国 民 航 局 、国 铁 集 团 开 展

2024 年春风行动。此次行动以“春风送

岗促就业，精准服务助发展”为主题，于

1月下旬至 4月上旬持续开展，集中为有

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有用工需

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

活动期间，各地将集中开展“就业访

民情”“访企问需”，广泛宣传服务举措，

滚动发布活动安排，分群体宣传就业创

业政策。密集举办招聘活动，分类推出

“大而全”“专而精”“小而美”等多种形式

的招聘活动，实现周周有招聘、送岗到身

边。积极组织劳务对接，开展驻点招聘、

组团招工、劳务品牌对接，提供包车、专列

（包车厢）、包机等服务。大力支持返乡创

业，精选一批创业项目，挖掘一批返乡创

业园等空余场地资源，梳理一套政策、服

务、金融支持举措，向创业者精准推送。

同时，还将针对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

农民工、农村高校毕业生以及地震、洪涝、

冰冻等受灾群众推出系列暖心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春风行动连续

举办的第 20 年。今年春风行动中就业

机会更充足。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各地

加大力度稳增长促发展，许多重大工程

项目开工建设，将释放大量用工需求，活

动将积极服务对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

外出就业机会。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

和乡村全面振兴加速推进，县域和乡村

蕴含广阔就业空间，活动将充分挖掘乡

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中的

就业潜力，提供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

会。预计活动期间将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约 3000万个。

与此同时，活动载体更丰富。全国

1100 多个公共招聘网站一起发力，4700
多家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3200
多家零工市场协同联动，大量家门口就

业服务站点全程参与，组成线上线下立

体式招聘矩阵，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就在

身边”、可感可及的就业服务。

服务手段更多样。在举办各类招聘

活动基础上，还通过推出“人社局长”直

播带岗、开出“就业大篷车”送岗上门、双

向奔赴组团招工送工、组织劳务品牌专

项对接、对连续生产企业实施稳岗留工

举措等多种方式，帮助求职者和用人单

位更好实现供需对接。

目前，行动已经启动，各类招聘服务

活动正在陆续开展。广大求职者可登陆

中国网春风行动专题网页、人社部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查询招聘活动及岗位信息。

2024年春风行动将提供就业岗位约3000万个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和大家住在一起，还有村干部照顾我们，一点也不

怕。”聊起 1 月 24 日凌晨 4 时许的 5.7 级余震，10 岁的艾克

达·吐拉江已没有第一次经历地震时的害怕。余震来临时，

她和妹妹、母亲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亚曼苏柯尔克孜民族乡尤喀克亚曼苏村活动中心安置点，

村医、村干部、救援人员在第一时间安抚群众情绪。

新疆乌什 7.1 级地震发生以来，各方倾力支援，全力救

灾，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推进。不到 48小时，抗震救灾从应急

临时安置保障逐渐进入固定性过渡安置阶段。经过专家评

估，部分群众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走在震中附近的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迭里村一、二

小队的巷道里，可以看到，排列整齐的房屋外墙还留有五彩

的墙绘，尽管部分外墙有轻微裂缝，却无一间倒塌。

“村里这些房子，有些是村民用来养羊、养牛的，夏天偶

尔来住，冬天他们都住在盖好的安居房中。”阿合奇县库兰

萨日克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瑞雄介绍，这几年，政府都

会对村民的房屋进行评估，对于一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张贴

标识，禁止人员入住。

抗震、结实的居民房在地震来临时，守护了群众的生命

安全，为抢险救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四轮评估，阿合

奇县库兰萨日克乡有 797 套 B 级以上住房，即不存在安全

隐患的居民住房，有 191套房屋因出现裂缝等情况，正在等

待专家的再次评估。其中，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别迭里村

350户 1314人已撤离安置点，回到家中。

而在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临时安置点，1月 24日，全

疆各地公益组织的一支 10人红色志愿者服务队，正在有序

发放各类物资。

“物资的接收、规划、发放，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操作，群众

能第一时间拿到所需物资。”新疆蜡烛救援队秘书长何志涓说。

基层干部心中的“村情册”，帮助物资快速、高效、准确

地发放到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何志涓不仅是救援服务志愿者，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她在别迭里村走访入户、深入群众了解时发现，村民整体情

绪稳定，很快从地震灾害中恢复了平静。

物资发放需要人手，乌什县最大的安置点乌什县第四

中学，容纳了周围乡村 1000余名受灾群众。“全体教职工都报名参与到志愿服务之

中。”乌什县第四中心副校长吾提库尔·吾斯曼说，“100多名教职工到岗后，很快给

受灾群众开展了多项服务：物资配送、食堂服务、心理疏导……”

与此同时，学校还将阅读室、活动室、心理健康室等功能性教室全部开放，丰富

了安置点群众的生活，并安排专业心理健康教师走进宿舍、走到受灾群众身边，疏

导他们的情绪，了解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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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俊宇）1 月 24 日，在

全国妇联、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支持下，国

投集团“关爱她”乡村女教师关爱项目启

动会在京举行。启动会上还举行了关爱

项目的签约仪式。

据介绍，“关爱她”乡村女教师关爱

项目由国投集团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

共同开展。国投集团将以慈善信托方

式，连续 10 年在 4 个定点帮扶县贵州省

罗甸县、平塘县和甘肃省宁县、合水县，1
个对口支援县福建省武平县以及福建省

龙岩地区，聚焦乡村小学女教师群体，帮

助其解决身心健康困扰，提升教学管理

水平，为女性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加公平

的职业发展机会。项目还将围绕“健康

关爱行动”“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权益保

障公益活动”三个主题开展，助力女教师

专业成长，关心女教师身心健康，提高其

职业荣誉感、获得感，让她们更加安心、

舒心、专心地从事教育工作。

在启动会上，全国妇联主要负责人

指出，乡村女教师担当着做儿童成长引

路人守护人筑梦人的重任，是建设教育

强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与中央企

业、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合作开展乡

村女教师关爱项目，将为壮大乡村人

才队伍、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新的帮扶样本。中国妇基会要与

公益伙伴们一道带着真心真情，加强

项目管理，总结推广项目经验，讲好公

益故事，确保各项活动妇女可感知，各

项工作效果可衡量。

记者了解到，国投集团始终把助力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

社会责任，着力推进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五大振兴，连续 6年获得中

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考核“好”的评

价。在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集团打造了产业基金、慈善信托、“关爱

她”公益项目、健康养老、数字科技“五

张名片”。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付刚

峰表示，国投集团发起设立“关爱她”慈

善信托，开展乡村女教师关爱公益项

目，将与合作单位统筹发挥各自的资

源、平台、专业优势，为女教师专业成

长、身心健康、权益保障提供支撑，助力

乡村教育事业发展。

“关爱她”乡村女教师关爱项目在京启动

春运渐近，洛阳铁路公安处邓州东站派出所对全体干警进行春运动员部署，
逐人签订春运安保决战承诺书，全体干警全力投入到春运安保工作中。 刘一 摄

护航春运

大红灯笼扮靓徽州古城（1月 25日
摄，无人机照片）。

春节临近，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州
古城挂起串串大红灯笼，洋溢着喜庆红
火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发（施亚磊 摄）

徽州古城灯笼红

（上接第 1版）

“盖新房，钢筋、水泥都要花钱，政府

可以补一点，主要还得去打工挣钱。”王学

良说，“现在国家政策好，社会环境也好，

去打工也不会被拖欠工资。”他盘算，自己

和妻子在东莞，一个月除去吃喝、房租可

以攒下 1万多元，一年有十来万元。在西

藏打工的儿子，一年要是再存上五六万

元，奋斗两年修房子的钱就够了。“我们打

算正月初七就回厂上班。”他说。

一排排板房整齐排列，和王学良家

“门对门”的是村民孔比代。

这天，正好赶上侄女来看望，孔比代

一早起来就炸油果子，摆了香喷喷的一

大盘，又炒了两个热菜端到炕桌上，和侄

女边吃边唠家常。

地震后，家里的房子摇摇欲坠。在

外面躲了一夜，第二天孔比代就扒开散

落的片砖碎瓦，把炊具找出来擦拭得干

干净净，开始烧火做饭。

孔比代家里两代 6口人，分配了 2间

板房，眼下自己忙着准备年货，丈夫蒋尕

东和儿子蒋文学都在联系着春节过后外

出打工的事情。她说：“地震后天旋地

转、有死有伤，但是，生活信念不能垮。”

“帐篷课堂”帮助受灾群众端稳饭碗

大河家镇陈家村也是地震受灾最严

重的区域之一。震后，各方救援力量有

力、有序、有效汇聚，千方百计保障基本

生活，为这里的受灾群众生活安置“托

底”。当地人社部门在这里办起了“帐篷

课堂”，免费为受灾群众开展电焊、家政、

护理等技能培训。

“掌握电焊技能，在本地打工每天最

少能挣 300 多元，一月能有上万元的收

入。”今年 38岁的马麻乃，是陈家村的受

灾群众。1 月 13 日培训班开课，马麻乃

和妻子索哈非车商量，双双报名参加，一

个学电焊，一个学家政。

“地震后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不能住

了，自家盖新房也要用钢筋混凝土，学会

了电焊手艺到哪里都用得上。”马麻乃这

样寻思着，对焊接钢筋特别用心。每天

下课后，他总是要练到很晚才走。

“经过 15 天的培训，通过理论讲解

和现场指导，学员掌握了基础知识、焊接

要领和安全技术后，我们就发结业证。”

杨学元是甘肃康县联创职业培训学校的

负责人，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筹集了方便

面、矿泉水等物资赶往灾区参与救援。

后来，听说当地人社部门要开展技能培

训，他积极响应，组织培训教师来到陈家

村安置点，搭起帐篷，现场开课。

在相隔不远的一间板房内，挤满了

听课的妇女，每个人都带着小本，边听边

记，马麻乃妻子索哈非车就在其中。组

织授课的兰州新区金点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一面在这里授课，一面通过上海、兰

州等地的家政公司联系就业岗位。夫妻

俩商量好了，学好技能，就一起出门打

工，挣钱回乡盖“震不塌的新房子”。

“教技能、送岗位，让受灾群众端稳

饭碗，才能建设更美丽的新家园。”杨学

元说。

据了解，在当地人社部门的协调下，

如今有近 30 家职业培训机构来到积石

山的各个集中安置点，为灾区群众提供

免费技能培训。

从残垣断壁中“站起来”

地震发生后，从新疆昌吉匆匆赶回

梅坡村的马华英，曾一度悲观。他和父

亲二人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目标，就是打

工挣钱盖房子。2013 年，他们攒钱盖起

了 7 间房，2019 年攒钱盖了 9 间房，2023
年又花了几个月时间精心装修……

“我去年 10 月出门打工，才过了两

个多月，就发生了地震，新装修的房子全

被震‘酥’了，墙面裂开有巴掌宽，就像拦

腰扯出了一道大口子，家里一片狼藉，惨

不忍睹。”马华英回忆道。

后来，有两件事改变了马华英，让他

告别心理阴影，从残垣断壁中“站起来”

了。一件来自参与救援的工人兄弟，另

一件来自自己 12岁的女儿。

地震发生后，正在当地开展乡村振

兴建设项目作业任务的中铁二十一局

400 余名工人“火线转型”，昼夜不停作

业，在 48 小时内吊装搭建完成 500 间首

批安置板房，接通电路、铺设便道、新建

水房和公厕。那几天，积石山天寒地冻，

脚下的地面硬如岩石，看着工人们用冻

僵的双手，刨挖管线沟槽磨出了血泡，马

华英感叹道：“工人兄弟们患难与共，真

心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板房建好，受灾村民陆续搬入“新

家”，架起炉火，燃起炊烟。很快，中铁二

十一局又接到了维修27所校舍的新任务。

马华英的女儿马婷是梅坡保安族小

学六年级的学生，听说受损的校舍正

在维修，将在新学期开学前完工，心里

特别期待。马华英领着女儿去施工现

场看过几次，回来后感慨：“为了抢抓

春节前的有效工期，工人们从早上 8
点忙到晚上 10点，非常辛苦，让我们很

受触动。”

马婷学习成绩不错，每学期都能

得到几张鲜艳的奖状贴到家里的墙

上。以前，马华英忙着打工挣钱盖房

子，对这些不放在心上。地震后，看着

女儿在损毁的墙面上小心翼翼将一张

张奖状揭下来，马华英说，自己突然非

常感动。在残破的老屋中，他找到了

一个“幸存”的立柜，将女儿的奖状整

齐地收藏起来。

“孩子爱学习，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奖状。我现在的目标是，等盖好新房，

和女儿一起再把奖状贴满一面墙。”马

华英说。

（上接第 1版）发挥多元处理机制作用化

解集体劳动争议——李某等 48 人诉某

制造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工会积

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助力劳动者维

权——牛某等 14 人诉某餐饮公司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多部门协同化解欠薪

纠纷——肖某等 9 名农民工欠薪纠纷

案；“法院+工会”诉调对接促进矛盾纠

纷实质化解——颜某等 11 名农民工欠

薪纠纷案；发挥 12351 热线功能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某楼盘项目承建商欠

薪纠纷案。

据了解，此批案例主要有 4 方面特

点：一是加强部门联动，各部门综合运用

工会参与调解协商、行政执法、劳动争议

仲裁、司法等多种手段，妥善化解欠薪纠

纷，人民法院、人社部门、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机构、工会立足法定职能，探索打造

根治欠薪联动链。二是强化多措并举，

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确保欠薪纠纷及

时高效处理。人民法院不断完善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的快立、快审、快执绿色通

道，确保劳动者及时兑现胜诉权益。三

是立足根治欠薪“最前沿”，各部门把诉

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最高法会同人

社部、全总持续推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

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积极推动欠薪纠纷的诉源治理和多

元化解，通过诉源治理推动建立根治欠

薪长效机制。四是明晰裁审规则，发挥

典型案例引领示范作用，培养用人单位、

劳动者的自觉守法用法意识，引导当事

人形成合理诉讼预期、依法理性维权。

针对劳动者证据收集能力较弱、留存证

据意识不足等情况，明确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工资支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依法调取的证据可作为仲

裁证据使用规则，并明晰建设领域欠薪

清偿责任主体。

值得关注的是，各部门积极应对数

字经济下新型工作方式，规范新型报酬

支付方式，明确用人单位变更工资支付

方式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确立线上加

班费认定规则，保障劳动者及时足额获

得劳动报酬。

（案例详见工人日报客户端）

最高法、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上接第 1版）

“受益匪浅”

“参加‘轨道上的京津冀’职工职业

技能竞赛的经历，我终生难忘。这次大

赛给了我进一步学习无损检测技术的平

台和提升自我的机会。”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务段天津探伤车间

数据工区工长陈澈，在“轨道上的京津

冀”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中夺得了

第一名。

陈澈感慨，技能竞赛让自己和工

友们受益匪浅，“现在我之所以很快就

能探伤分析检查出故障，就是因为参

加了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

训，激发了学技术、练技能、提素质的

热情，让我的技能水平有了一个质的

提升。”

“对获得竞赛中各工种决赛第 1 名

的选手，符合推荐条件的，由选手所在

省（市）优先推荐劳动奖章评选。同时，

按照各省（市）对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核

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关规定，由选

手所在省（市）总工会报请当地人社部

门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李刚

告诉记者。

据悉，今后两年将开展“创新京津

冀”劳动和技能竞赛、“美丽京津冀”劳动

和技能竞赛。“创新京津冀”主要聚焦产

业转型升级和布局优化、科技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美丽

京津冀”主要围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治

污减排、水资源保护、生态文化建设等开

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搭建区域竞赛体系

“轨道上的京津冀”“创新京津冀”

“美丽京津冀”三项劳动和技能竞赛，分

别依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三地国网电力公司工会、三地生态环

境局工会具体实施。

经三地工会协商，创新奖励政策，

建立共同奖励机制，把竞赛奖励标准定

为国赛之下、省（市）赛以上，协调各地

人社部门对符合条件的选手核发相应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劳动竞赛按照考

核要素及评价指标开展考核评比评优，

对先进单位、先进集体颁发荣誉证书和

奖牌；对先进个人给予现金奖励，奖励

经费由先进个人所在省（市）总工会承

担。对获得各工种决赛第 1 名的选手，

符合推荐条件的，由选手所在单位优先

推荐劳动奖章评选。同时，按照各省

（市）对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核发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相关规定，由选手所在省

（市）总工会报请当地人社部门核发相应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地总工会充分发挥引领性竞赛的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区域各行各业广泛

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形成以“全国引领

性劳动和技能竞赛项目”为龙头、“省级

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项目”为主体、

“市县级竞赛、行业竞赛、企业竞赛为基

础”的多层级、多行业、多工种、广覆盖的

竞赛体系。

其中，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每

年由市总和市人社局联合主办，“十四

五”期间共开展 122个竞赛项目，直接参

赛职工近 20 万人。为了给广大职工搭

建更高水平的平台和展示技艺的舞台，

2023 年的竞赛从市级二类赛提升为市

级一类赛，对符合条件的选手，由市职业

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核发相应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实践证明，共同激励机制对激发三

地职工学技术、比技能、创一流的热情，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激励广大职工在推动京津冀协同新

发展中建功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

刚说。

助力三地协同发展 带动职工技能提升

本报昆明 1月 25日电（记者赵黎

浩）记者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1·22”
山体滑坡灾害处置指挥部 25 日 22 时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5日 20时 04
分，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搜救出来，

44 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全部遇难，

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镇雄县县长杨绪春介绍，本次灾害

共 紧 急 避 险 转 移 安 置 群 众 223 户 918
人。镇雄县已确定过渡安置措施，正在

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将确保受灾群

众得到妥善安置、重建家园。

其中，对遇难者家庭，由政府统一过

渡安置到县城安置小区，过渡安置期限

暂定 6个月；其余家庭，可选择安置小区

等进行集中过渡安置，也可自行选择在

受影响区域外投亲靠友、租房等方式过

渡安置，政府给予租房补助，补助期限暂

定 6个月。并对过渡安置的群众给予生

活补助。选择安置小区的，房屋内的床

上用品、厨具、桌椅、衣柜等基本生活必

需品由县政府统一提供。

据介绍，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全

力做好监测预警工作，根据崩塌区及周

边山体变化情况，增设监测设备，实时掌

握山体变化情况，确保做到第一时间预

警；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组织专家持

续对崩塌区及周边山体开展隐患排查，

科学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和警示

标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做好保

障工作，做好过渡期临时安置及灾后重

建规划选址、用地保障等服务工作。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灾害
救 援 工 作 基 本 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