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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徐壮）记者28日从教育
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于2月至4月开
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

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以“抢抓春招关键期 全力攻坚
促就业”为主题，通过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万企
进校园”招聘活动、“24365 校园招聘服务”网络平台联通
共享、“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宏志助航”重点群体帮
扶行动等 5大行动任务，挖潜创新开拓更多市场化岗位，
抓住时机抓紧开展校园招聘，突出精准做实做细就业指导
帮扶，引导高校毕业生主动求职，加力加快推进就业工作
进程，为确保 2023 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就业局势稳定

奠定坚实基础。
通知要求，新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书记和

校（院）长走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2022届毕业
生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领导班子新开
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

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要重点关注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建立帮扶工作台账，
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工作。

通知还提出，建设部、省、校联通共享的线上招聘服务
体系，各地各高校就业网站与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严赋憬、于文静）农
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 28
日表示，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 2022年全流域长
江江豚科学考察，我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有所回升，超
过1200头，5年数量增加23.42%。

马毅在农业农村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2022年是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的第二年，各项保
护措施协同推进，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水生生
物多样性水平有所提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长江江豚数量有所回升。根据科学考察，长江江
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其中，长江干流约595头、鄱阳
湖约492头、洞庭湖约162头。

鱼类种类和资源量逐步提升。2022年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监测到鱼类 193 种，比 2020 年的 168 种增加了
25种。

区域代表物种资源恢复比较好。长江上游的特有

鱼类、中游的“四大家鱼”、下游的刀鱼数量都有明显的
增长。

部分物种分布区域明显扩大。长江刀鱼能够溯河
洄游到历史上最远的水域洞庭湖，长江江豚的活动范
围较大幅度增加。

马毅同时强调，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总体偏
低、珍稀物种濒危状况严峻、外来物种种类较多、水系
连通性和水生生物生境状况较差等方面现状尚未根本
性改善，仍需要坚定不移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统筹开
展系统性保护。

据了解，从 2021年 1月 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魏弘
毅）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
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君表示，第二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16日至19
日在天津市举办。

在当日举行的大赛新闻发布会上，
王晓君介绍，本届大赛主题确定为“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将设置世赛选拔项目
和国赛精选项目。其中，世赛选拔设 63
个竞赛项目，将选拔出第 47 届世界技能
大赛的参赛者；国赛精选设 46 个竞赛项
目，比上届增加一倍。

本届大赛以省（区、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为单位组团参赛，住建、交通、
机械、轻工等四个行业部门和协会组团
参加部分世赛选拔项目的比赛。凡是16
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中国大
陆公民，都可以按属地原则报名参赛。
据初步统计，本届大赛参赛选手超过
4000人，将显著多于上届。

大赛执委会副主任、天津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王栩冬表示，将强化组织统
筹、协同配合、责任落实，紧盯重点任务、
关键环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呈现一届智慧、绿色、
安全、特色的技能盛会。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水平最
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
事。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于2020年
12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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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赵文
君）记者2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全国
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 2022 年底，
我国国家标准达4.2万多项。

我国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国家标准更
加侧重基础通用，行业标准更加突出政府
履职，地方标准更加聚焦地方特色。截至
2022年底，备案行业标准 7.8万多项；地方
标准 6.2 万多项；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
4.9万多项；企业标准260多万项。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在会上
表示，要推动标准供给从政府主导向政
府、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贸易
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数量
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标准化发展由
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实施标准
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培育1000家标
准创新型企业，持续深入开展企业标准

“领跑者”和对标达标工作。在提升消费
品标准水平方面，持续推动重点领域主要
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接轨，研制家用电器、
家具、服装、羽绒制品等大宗消费品质量
分级标准，推进化妆品、运动器材、眼视光
等标准制定。持续推进保健食品等领域
食品质量标准制定，强化与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协调配套。

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当前我国政府
颁布的标准有18万多项，市场自主制定的
标准达到百万量级。近五年来，农业标准
化生产普及率超过 30%，农业标准数量已
近万项；重点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 90%；主要消
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95%。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韩佳诺）记者28日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2022年底，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就业率达 94.46%，较 2021 年底上升 2.54 个百分点。
易地搬迁脱贫人口2022年人均纯收入达13615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位置，统筹各项政策措
施推进 960 万易地搬迁脱贫群众后续扶持各项工作。根
据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监测系统调度的数据，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中有劳动力
503.91万人，其中475.98万人实现就业，就业率达94.46%，
较 2021 年底上升 2.54 个百分点，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基
本实现了1人以上就业目标。

据介绍，易地搬迁脱贫人口 2022 年人均纯收入达
13615元，增速远超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速。搬迁脱
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80%，高于全国脱贫人口工资
性收入占比。

各地围绕安置点累计建成各类配套产业项目 2.54万
个，农牧业产业基地或园区占建成配套产业项目的
46.26%。各地在安置点周边均配套了幼儿园、小学、初中
等义务教育基础设施。99.56%的有搬迁后扶任务的县为
安置点新配建了卫生室（站），其他县也将安置点纳入了当
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覆盖范围。

此外，大中型安置区已实现“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基层党组织和村（居）民自治组织、驻村（社区）工作队
全覆盖。22 个省份向 17342 个安置点派驻了第一书记和
驻村（社区）工作队，实现了“应派尽派”。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
脱贫成果专项行动。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推
动大型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小型农村安置点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为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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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宜
昌市江边，长江
江豚在水中嬉戏
（2021年5月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2022年9月23日，科考人员在湖北石首
水域进行观测工作。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