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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政 府 新 闻 办 发 布 会

本报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副厅长李浓介绍，人社部门已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简化
办事流程，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全力稳就业保就业。

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稳就业关键是稳
市场主体。省人社厅顶格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有关政策。
如，将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费政
策的实施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
运输 5 个特困行业，扩大到因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
其他 17 个特困行业和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由

中高风险疫情县（市、区）的中小微参保企业，扩大到该地
区的大型参保企业以及全省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和公
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特困行业所有参保企业。补贴标准
为每名参保职工 500元。

在支持企业扩岗促就业方面，持续实施小微企业一
次性吸纳就业阶梯性奖补政策。对小微企业年度内新
吸纳各类劳动者 100 人以下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
每吸纳 1 人 1000 元给予补贴；新吸纳 100 人（含）以上且
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每吸纳 1 人 1500 元给予补贴。
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

失业保险的，按照每人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
补助。

人社部门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出台
诸多帮扶举措。如针对农民工群体，集中开展“春风行
动”，省市县组织招聘活动 1734 场，开展直播带岗 427

场。春节过后到 3 月、4 月，人社部门搭建省外企业和省
内乡镇直连对接的“云平台”，组织天津、杭州等外地企业
与部分乡镇求职者直接建立线上连接，159 家企业提供
3.2 万余就业岗位。同时，深化“点对点”服务，组织专车
522次，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和输出就业。 （何宝国）

本报讯 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6月 14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第三场新
闻发布会。我省适度超前布局一批有利于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能
源领域重大项目，夯实能源保供底盘，体现山西担当。

“今年，我省列入省级重点工程的能源领域项目 82项，
涉及煤矿、煤电、风光、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 9 大领域。”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翔介绍。我省在确保生产安全和生态
安全的前提下，对符合核增条件的煤矿“应核尽核、应增

尽增”。加快具备条件的停缓建煤矿复工建设。有序推
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适度布局先进产能项目。做好生产
调度和运力保障，坚决完成国家下达的电煤保供任务。

采取超常规措施，我省推进垣曲、浑源 2 个在建抽水
蓄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列入国家规划“十四五”的 10 个
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同时，重点推进国家第一批 200

万千瓦风光基地和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风光基地建设，
做好 5大风光发电基地规划布局、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省能源局副局长侯秉让介绍，我省按照“上大压小、

产能置换、淘汰落后、先立后破”思路，布局百万千瓦级先
进煤电机组。加快在建煤电项目建设进度，推进在役煤
电机组实施节能、供热、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同时，
加大电力外送通道规划布局和建设投资力度，全面提升
电力外送能力。

省自然资源厅新闻发言人张云龙表示，我省将着力
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积极有序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
等新能源，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清洁能源优化组合，提
升能源安全可靠供应能力。 （何宝国）

周一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中，居住在万柏林区红沟
靶场路的李贵宝悄悄起身出门，蹬着自行车一路西行，
去寻找沾着露珠、带有泥土气息的蔬菜瓜果。它们，隐
藏在西山脚下的早市之中。

自己种菜自己卖

跟随着李贵宝，记者沿着九院沙河快速路往西走
了约 20 分钟。“快到了。”李贵宝说。记者也觉得不远
了，因为路上的行人多起来，和两人相对而行的人手里
拎着茄子、豆角等蔬菜，已经开始往家走了。

来到桃杏小区西侧，李贵宝停下自行车，告诉记
者：“今天是桃杏村赶庙会的日子，比平常更热闹些。”
可不是吗？道路两边摆满摊位，顺着地势绵延而去。
挤进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记者跟着李贵宝转悠起来。
他的目标很明确——附近村民自己种的蔬菜。

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放着几把小葱、几堆儿小白
菜，还散落着十几个水萝卜，一名老大娘“坐镇”其间。
李贵宝一手拿起一把小葱，一手扒拉扒拉挂在葱须上的
泥土。“你看看，土还有点潮，一看就是刚从地里拔出来
的。”老大娘说，这都是早上出门前摘的菜。递给老大娘
一元钱，拎着一把小葱，李贵宝开始憧憬小葱拌豆腐的
美味。这家买两根黄瓜，那家挑几个西红柿……李贵宝
也不多买。“够一两顿饭吃就行，就是图着个新鲜。”

退休工人刘大妈告诉记者，附近的村民、也有矿上
的退休工人或家属利用自家的院落或者山坡空地，种
植蔬菜瓜果，家里吃不完就在早市出售。“新鲜，不上化
肥，比超市、集贸市场买的有味、好吃。”她顺手掰下半
根黄瓜递到记者鼻子跟前，“闻闻这味道。”

光吃不买没障碍

在早市里一边走一边逛，一些和记者一样初来乍
到的新人还得适应这里的风格。

一位陪着妈妈的少女站在摊位前，看着樱桃堆在
一起，退去了超市、水果店里包装盒的精致保鲜膜。可
以直接下手吗？或许她还在犹豫。摊主的大嗓门已经
响起来：“闺女，看啥看，光看顶啥用？动手抓上吃啊，
不吃咋知道好不好，不好吃就给‘饿’（我）扔下。”一通
西山土话，把周围人都逗乐了。

“头一茬的杏儿，树顶上摘下来的。”记者在一个摊
位前刚停下脚步，摊主夫妇就开腔了。见记者不搭茬，
摊主抓起两个杏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递过来，“可
好吃了。”看这架势，不吃还真不行。摊主“夫人”双手

一搓，张嘴一吹，塑料袋鼓起来，就等着给你装货。
这里没有小姐姐、帅哥，只有闺女、后生，这里没有

精致的外包装和花哨的促销用语，只有直截了当的好
不好、买不买。

冲着这样亲切的称呼，冲着这般爽快的性格，尝几
个不买也不要紧。

可是，味道真心不错。“来 10元的。”

西山矿区变化快

“好东西，就是现在不好买了。”已经从西山矿区搬
到西中环附近居住的张泰兴，刚刚赶过来。他说，以前
附近的村子里地多，还有勤快人在河滩、山坡开出地
来。春天夏天的时候，茄子、豆角、毛桃、葡萄等当季蔬
菜瓜果现采现卖，好吃不贵。

张泰兴带着记者穿过几条街道，从九院沙河走到虎
峪河。他指着一栋栋高层住宅楼说，前些年这里都是三
层、五层高的红砖盖的楼房，是官地矿等煤矿的职工住
宅。老旧楼房拆除后，建起高层住宅。张泰兴不时指着
楼房、绿地告诉记者，这里曾经都有自发形成的早市或
集贸市场。随着矿区的发展和附近村庄的改造，有的早
市依靠村庄的会、集延续下来，有的早市已经消失了。

跨过虎峪河，来到西矿街，地铁站正在施工。紧挨
着地铁站，有一栋两三层楼高的建筑，靠近楼顶的墙体
上挂着“河涝湾综合市场”的大字。但对于张泰兴这样
的老住户来说，还是习惯把这里叫作早市。以前，这里
就是一片空地，有人卖菜就成了早市。慢慢发展起来，
地方也越来越大，便修建起了综合市场。饭店、药店、
家具店、孕婴商店等都集中到这里，成为周边居民购物
的好去处。走进这个已经不是早市的“早市”，蔬菜区、
肉类区等区域分类清晰。经营户说：“搬进来，不管下
雨下雪，天气再坏也能出摊。”

新家与河涝湾综合市场一路之隔，刘晓林告诉记
者，“还有更高级的，离这里两站地的街北，盖起了购物
广场，以前的临街商铺大多是违建，现在都拆了。”回想
住那里时，骑车都行不通的路，现在不仅成了双车道，还
设置了停车位，变得快认不得了。 记者 何宝国 文/摄

本报讯 6月 14日，省人社厅就做好 2022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作出安排。
今年我省职称评审改革内容包括五个方

面，分别是完善职称评价标准、改进基层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改革卫生系列职称评
审工作、优化职称评审委员会布局、进一步做
好高级职称认定工作。

职称评价标准方面，以品德、能力、业绩
为导向，加快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
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各系列（专业）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要修订完善评价标准，条件成
熟的经省人社厅审核后统一印发。各市、各
行业主管部门、自主评审单位要根据国家各
系列（专业）基本标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实际，细化完善中、
初级评价标准，并围绕本地本行业产业发展
需求适时调整增设新的专业。

要完善基层中小学教师“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职称制度。结合我省基层中小学的特
点和教育教学实际，由省教育厅负责研究制
定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价标准，鼓励
和吸引优秀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

新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
准，由省卫健委负责制定。新标准要突出实
践能力业绩导向，重点评价业务工作的数量
和质量，把能看病、会看病、看好病作为临床
医务人员职称评价的主要内容，鼓励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扎根防病治病一线，逐步建立完
善符合卫生健康行业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的
评价体系。

优化职称评审委员会布局，将设在省工
信厅的山西省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设在
省人社厅的山西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
和设在省农业农村厅的高级经济师农业经济
专业评审委员会优化整合，由省人社厅负责
组建山西省经济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围绕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重大战略部署和产业
布局，将工程系列机械、电子、新材料等专业
高级工程师评审权限，下放至太原、忻州两
市，并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职业的发展需
要适时增设新的专业。

从省外、中直驻晋单位流动或军队转业
安置到省属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原评审取得的高级职
称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认定；从
省外、中直驻晋单位流动或军队转业安置到市属单位工作的
专业技术人员，原评审取得的高级职称由各市人社局负责认
定。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属地原则由各
级人社部门负责认定。 （李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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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4 日，省司法厅发布消息，今年 10 月份
起，全省范围内将实现公证和不动产登记业务协同办理。
也就是说，需同时办理公证和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群众，只跑
一次即可拿到“一书一证”。

近日，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公
证+不动产登记”业务协同办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公证机构
与不动产登记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服务流程、
加强信息技术支撑，实现公证和不动产登记业务协同办理，
即“一次申请、一套材料、内部联办、结果共享”，需同时办理
公证和不动产登记的群众由“多窗口跑”变为“最多跑一次”。

《通知》要求，从今年 10 月份起，因办理不动产买卖、互
换、继承、接受遗赠、赠与、析产等登记业务，或对各类不动
产登记业务办理自然人之间委托代理时，群众需对办理事
项进行公证的，可以在公证机构申请公证的同时，同步提交
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由公证机构向不动产登记机构代为
提交申请信息。群众只跑一次，即可拿到“一书（公证书）一
证（不动产权证）”。

同时，公证机构受理协办业务时，应当一次性收齐公证
和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验证申请人身份，对申请人进行询
问，按要求制作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询问笔录等。通过精
简、再造、整合审批服务流程，使群众办证更加简便、快捷。

《通知》指出，公证机构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积极推
动跨部门信息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查询、传输、办理、核验等
功能，并要求有条件的公证机构对接使用省自然资源厅“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中介端开展线上业务协同办理，最大限
度地便民利企。 （辛 欣、李 倩）

今年 10月份起公证+不动产登记

全省将实现协同办理

本报讯 6 月 14 日消息，山西交控集团旗下晋中高速分
公司昔阳路产维护站，通过运用含砂网裂贴养护工艺，有效解
决了桥梁伸缩缝混凝土病害顽疾。

高速公路桥梁伸缩缝病害处治是道路日常养护的难题。
公司养护人员前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总结病
害原因后确定：重型货车通行量增大、融雪剂腐蚀混凝土、冬
季雪水渗入砼结构孔隙致使雪水结冰体积膨胀形成局部张力
等情况，是造成桥梁伸缩缝结构破损的主要原因。

技术攻关小组根据桥梁伸缩缝结构特性，开展技术尝试
和创新实践，研究提出采用含砂网裂贴快速修复法解决桥梁
伸缩缝病害。含砂网裂贴快速修复法，是通过把龟裂、酥松的
混凝土凿除清理干净后，使用防裂砂浆找平，利用预热贴合
面，使含砂网裂贴能够充分与路面贴合，再用橡胶锤砸实。该
修补法具有施工工艺简便、操作运用性强，经济成本低廉，通
行恢复快等特点，为道路养护降本增效奠定了基础。（马向敏）

本报讯 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日前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显示，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简称中

煤保险山西分公司）存在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决定对其责令改正，处 11万元罚款。

经查，2019 年 8 月至 12 月，中煤保险山西分公司通过虚
列“业务及管理费—宣传活动费”“业务及管理费—其他印刷
费”套取两笔费用，涉及金额 138667 元。上述费用未实际用
于宣传活动及支付印刷费用，而是用于相关保险项目的推动、
承保理赔及查勘定损。主持工作的中煤保险山西分公司副总
经理赵青刚，以及中煤保险山西分公司农险部经理助理兼岚
县支公司经理王佳，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案件现
已审理终结。

山西银保监局根据相关保险法的规定，决定对中煤保险
山西分公司责令改正，处 11 万元罚款；决定对赵青刚、王佳分
别给予警告，并各处 2万元罚款。 （李 静）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不断助力企业纾
困解难，到 5月底，已帮助新兴企业节约电费支出 7.55亿元。

该公司严格落实山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实施
方案》，积极推动 14 个标志性、引领性新兴产业集群共 442 家
企业参与电力交易，帮助新兴企业节约电费支出 7.55 亿元。
同时，依托“网上国网”App，该公司为企业恢复性用电提供灵
活快捷服务，到 5 月底，已及时为 372 家企业调整基本电费计
收方式，为 7085 家企业变更用电业务，减轻企业基本电费负
担 1510 万元。针对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问题，依托用
电大数据、“电 e金服”还向电力客户融资贷款 2.35亿元。

此外，山西电力还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欠费不停供”，允许其在
6个月内补缴电费，期间免收滞纳金。 （梁 丹）

本报讯 记者 6月 14日从山西财经大学获悉，在教育部
近日公布的 2021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名单中，该校经济统计学等 6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能源经济等 8 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截至目前，山西财经大学共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2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6个。

近年来，山西财经大学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学科
引领、优化资源配置，全面统筹学校的专业内涵建设工作，
学校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占到全部招生专业的 40%，学生覆盖率达 50%

以上；全校 75%的专业成功获批国家级或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实现二级学院全覆盖，本科专业内涵建设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山西财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一流专业
建设点在人才培养中的示范作用，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突
出专业特色，全方位持续推进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尹 哲）

本报讯 6 月 14 日山西省粮食和储备局消息，今年预
计全省小麦收购量同比增加 4.4%。

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已收获小麦 364.9

万亩，占应收获面积的 44.8%。尽管去年遭受严重秋汛影
响，冬小麦晚播比例大，但由于加强了田间管理，促进了小麦
赶队升级。从近日收打和典型调查情况看，和上年相比，亩
穗数持平，穗粒数略增，千粒重增加，夏粮将是一个丰收年。

省粮食和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预计小麦商品
量 26.1 亿斤，同比增加 3.7%；预计小麦收购量 20.1 亿斤，同
比增加 4.4%。目前，全省粮食收购人力、物力、资金、运力
等各项收购准备工作均已就绪。省粮食和储备局利用“便
民晋粮”App等线上平台，推广预约收购、上门服务等，不断
优化收购流程。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经联合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
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等部门单位，对今年夏粮
收购作出了具体安排。 （何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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