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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吉林省盛世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已于2021年1月26日由白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设立，许
可证编号为20210804，特此公告。

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7日

公 告
吉林省铭远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白城分公司已由白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编号为吉
劳派分202108001，特此公告。

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7日

公 告
大安市众合域外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已于2021年2月7日由白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设立，许
可证编号为20210805，特此公告。

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7日

公 告
吉林无忧劳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1年3月8日由白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设立，许可证编
号为20210806，特此公告。

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17日

农业农村部：今年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20万以上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吉林省第一批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第八指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开展驻点指导。

指 导 组 进 驻 期 间 设 立 值 班 电 话 ：
0436-3551772；邮政信箱：吉林省白城市
A715。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
00，受理信电截止日期为6月15日。

指导组主要受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县
（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
司法行政机关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有关部门处理。

吉林省第一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第八指导组

2021年3月11日

为进一步畅通涉白城市政法队伍问题线
索举报渠道，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白城市委
政法委成立白城市政法举报中心，位于白城
市中兴西大路 2-2 号 （市委党校北门西
侧）。现向社会公布白城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线索举报电话和邮箱。

1.举报电话：0436-3366685
2.电子邮箱：bczfjbzx@163.com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3:

30-17:00
举报须知：
1.举报电话、邮箱受理白城市内涉法涉

诉信访事项、涉黑涉恶线索和政法干警违纪

违法问题的举报。如举报其他方面的问题，请
直接向有关部门反映。

2.举报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对所举报内
容的真实性负责。接受询问、配合调查时，应如
实提供情况和证据。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行为的，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
违纪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3.本举报电话、邮箱实行实名举报，将严
格依法为举报人保密。

4.为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限制恶意重
复举报和垃圾信息，提高运行效率，本举报电
话、邮箱不支持重复提交举报。

5.仅列举出举报案件名称，无实质举报
内容的，不予受理。

白城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线索举报渠道

吉林省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八指导组进驻白城市公告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黄垚 于文静）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15日表示，将提升创业
就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重点培育有资
金积累、技术专长、市场信息和经营头脑的返乡
入乡人员，今年要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20万
以上。

在15日召开的全国推动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就
业工作视频会上，刘焕鑫介绍说，由于疫情影响、
部分城市就业容量下降、随着乡村产业发展“家门
口”就业机会增多等原因，去年底，农民工总量和
外出农民工首次出现双项负增长。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业

就业面临着巨大机会。”刘焕鑫说，目前，我国
32%的农产品没有加工、33%的乡镇没有商品市
场，返乡入乡人员可以围绕生产、加工、流通、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创业就业。同时，可立
足特色产业、绿水青山等资源，借势电商、网络直
播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刘焕鑫表示，人是创业就业的核心要素。要推
动返乡入乡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农村妇女
等“四支队伍”创业就业，培育一批扎根乡村、创
办乡产、带动乡亲的创业就业主体。

“一方面要提升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
精准性，重点培育有资金积累、技术专长、市场信

息和经营头脑的返乡入乡人员，增强联农带农效
果，今年要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20万以上。”
他说，另一方面还要以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农村创
业创新带头人为重点，建立农村创业创新导师队
伍，探索“平台+导师+创客”服务模式，提供

“一带一”“一带多”“师带徒”指导。
刘焕鑫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强产业、育主

体、固脱贫、搭平台、优服务、落政策等措施，积
极扩大创业就业规模，不断提高创业就业质量，努
力实现“十四五”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开好局、起好
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
献力量。

3月15日，农民在贵州省榕江县车江坝区抢收菜薹，为春耕作准备。
连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车江坝区的农民们忙着移栽辣椒苗、修

整大棚设施、抢收菜薹，积极开展备耕春种活动。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3月15日，志愿者帮助茶农采摘春茶。
近日，随着气温的升高，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的万亩茶园进入采摘旺

季。为了解决茶农人手不足及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富春街道的党团员志愿者组成春茶“帮
帮团”，开展春季助农活动。志愿者们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上岗，帮助农户采摘茶叶并组成直播
团助力销售茶叶。

杭州市富阳区拔山村是浙江省的著名茶村，以种植龙井茶系为主，2020年拔山村茶叶销
售额突破1亿元。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北京有序恢复文化旅游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张漫子）记者从北京
市文旅局获悉，北京有序恢复文化旅游活动，继续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按75%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名胜古
迹和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KTV、网吧等网络场
所。宾馆酒店取消春节期间75%的限流措施。

北京相关部门将落实各项常态化精准防控措施，做好
文化娱乐场所接待服务，实行限量管理、强化分时预约、推
行无接触购票、实现错峰服务，推进预约管理常态化。对公
园、景区附近区域以及网红打卡地、风景秀丽的河道、沟域、
道边等游人可能聚集的非旅游景区，加强现场疫情防控、秩
序管控和疏导服务，防止乱停车、野外烧烤、乱扔垃圾和扎
堆聚集等。

在跨省旅游、出入境游方面，北京将有序开展国内团
队旅游业务，组织和接待入境回国人员旅游或为其提供

“机票+酒店”业务服务应符合和遵守本市入境医学观察
和健康监测规定。北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不恢复
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不开展赴中高风
险地区的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不接待14天
内来自或去过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
酒店”业务。

北京不接受14天内来自或去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
人员入住酒店和乡村民宿或进入景区游览。同时，低风险
地区进京人员入住酒店和乡村民宿需“健康宝”未见异常
状态。

河北遵化：太极文化扮靓校园
新华社石家庄3月15日电（记者杨帆

巩志宏）扣脚转身、插步上捧、翻掌后捋
……日前在河北省遵化市第一实验小学羽毛
球馆，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100名体育教
师在太极拳教练张劲芳带领下，认真学习十
八式姚式太极拳分解动作。

张劲芳今年45岁，是姚式太极拳第三
代传人、姚馥春内家拳法研究会会长。“姚
式太极讲究纯柔自然、以静制动、以柔克
刚、以顺避害，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愉悦心
情、磨砺精神，还有利于孩子们身心健
康。”张劲芳说。

形成于民国初期的姚式太极拳，是武术名
家姚馥春在研练形意、八卦等多家拳械功夫基
础上创编的一套太极拳套路，曾流传到美国、
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2019年被
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推动非遗文化从“活起来”到“火起
来”，今年作为姚式太极拳发源地的河北省
遵化市，在全市开展太极拳进校园活动，以
体育课和大课间体育活动为抓手，激发全市

师生对“姚式太极拳”的学习兴趣。
遵化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刘国余说：“过去

学校大课间主要是做体操，最近孩子们开始学
习太极拳，感受到太极拳精妙的技法，也体会到
了礼让、谦恭，这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学太极拳
基础动作容易，但学深悟透就需要持之以恒。”

“习练太极拳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锻
炼意志、提高我的注意力。”该校五年级学
生孙越说，3年前因为身体瘦弱，在爸妈鼓
励下学习了太极拳，这次和同学们听说要开
设太极拳特色体育课程，都非常高兴。

“我们鼓励孩子习练太极拳，希望通过
学习这项运动，增强他们的健身意识，更养
成做事不急不躁的习惯和良好的生活规律，
提升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孙越的家长
卢凤娟说。

遵化市教育局副局长申瑞扶介绍，此次
太极进校园活动从3月8日开始到4月10日
结束，分为教师培训阶段、全员学习阶段、
检查验收阶段3个阶段，期间还将举办校级
和市级太极拳展演评比活动。

3月15日，在日兰高铁山东嘉祥县段，中铁一局的工作人员进行铺轨作业。
日兰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通道，完全建成后，将与京沪高

铁、青连铁路、郑徐客专等国家干线铁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解决鲁南、鲁西南地区群众
快速出行问题。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上接一版） 储备、管理等工作，保证事前有准
备，遇事不慌乱。

严格防控举措，“控好面、抓好点”。抓好工作部

署。召开2021年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
议，传达落实市委会议精神和相关工作要求。就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生产提出要求。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通知》，对教学工作
管理、学生在校时间、学生手机管理、学生学籍管理
和控辍保学工作做出具体要求，规范全市基础教育
健康发展。讲好“开学第一课”。组织全市各中小学精
心准备“开学第一课”，通过观看视频短片、朗诵诗歌
等形式，生动展现疫情防控成果和校园安全警示，引
导青少年学习正确的防疫知识，远离危险，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强化督导检查。在教育系统自查自纠的
基础上，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带队，市教育局相关领导、
教育专班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就市区中小学校春季
开学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市教育局统筹疫情防控与校园安全

全力实现春季平安开学顺利复课

（上接一版） 任命孙刚为联合党总支书记。上任
后，孙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村“两委”班子成员
统一思想，共同研究解决群众难题，共同交流心得
体会，同时组织老党员茶话会，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积极壮大村级后备力量，将年轻有为的致富能
手吸纳进来，还将村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带领其
他村民致富。

2020年初，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孙刚放弃假期，立刻投身抗疫一线，第一时间组织
党员成立突击队，设立检查点，对来往车辆、人员

进行登记和体温测量，还自己出资购买御寒衣物和
采暖设备，在缺乏防护物资时，又个人出资购买酒
精和口罩分发给检查点工作人员，为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竭尽所能 做贫困群众贴心人
有事儿就找孙书记，成了3个村老百姓的共同

默契。三段村村民代永福患上肺癌，急需手术费
用，孙刚得知情况立马将5万元钱送了过去。得知
有两名贫困学生辍学在家，孙刚立即决定与两家结

成帮扶对子，给两人每人每年5000元，并承诺会
一直资助到她们大学毕业。村民赵国林是身有残疾
的重度贫困户，且妻儿智力不健全，孙刚拿出
8500元，为其购买10只基础母羊，经过3年时间
的饲养，赵家的羊已发展到30多只。听说村民孟
祥军想盖大棚种瓜却没有本钱，孙刚拿出8000元
资助；得知香瓜销路不好后，又积极联系帮助销
售。拿出1.1万元为贫困户购买鸭雏，拿出2万元
为贫困户购买土豆栽子……孙刚惦记着村里的每
个贫困户。自2016年起，每年近3万元的工作报
酬，他全部在年底购买米面油送给村里贫困户
……孙刚就是这样，在帮扶群众和改善群众生活
上，从未停歇。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胸怀与担当，
孙刚兑现了回报家乡父老的铮铮誓言。

心系群众勇担当 为民服务践使命

山间云雾缭绕，碧水涟漪轻泛，春日的桂林分
外美丽。不少游客或游走于青山叠嶂之间，或乘竹
筏摇曳漓江之上。“桂林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游
客也越来越多，山水是桂林的一张独特名片。”桂
林市民丁超锋说。

漓江生态曾因河段两岸污水直排遭受挑战。近
年来，桂林加强漓江重点流域环境治理和保护，推
进漓江截污工程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漓江水质
不断好转。如今江水清澈，观光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广西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紧抓生态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治理，走出了一条具有壮乡特色
的绿色发展之路。

南宁市那考河曾是一条“臭水沟”，水质多为
劣五类。南宁市实施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截污
改造，那考河变为绿树环绕、风景秀丽的湿地公
园。记者在公园看到，河水清澈，各类花卉和水生
植物繁茂，吸引不少市民到此休闲、打卡。

“广西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空
气、地表水、近岸海域水质等生态环境持续变
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赖春苗说，

2020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7.7%，52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为100%。

“山清水秀生态美”是广西的金字招牌，如今
生态优势正逐渐释放“绿色红利”。自治区林业
局副局长陆志星说，广西大力实施生态护林员选
聘续聘工作，截至2020年底，广西选聘续聘生态
护林员6.3万人，带动超过2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脱贫。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与旅游公
司合作，将稻田打造成旅游景区，村民过上了“扛
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的新生活。“现
在靠山吃山，村民走上致富路。”村党支部书记余
琼通说，大寨村已有210多户村民开设民宿，仅靠
景区分红，平均每户每年分红近3万元。

“广西将继续推进绿色发展，发挥生态优势，
推动农业、旅游、康养、文化等与生态融合发展，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赖春苗说。

（新华社南宁3月16日电）

守护绿水青山的“幸福”密码
——广西生态治理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黄庆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