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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GUANDIAN聚焦 JUJIAO

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要尽心竭力为
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声音 SHENGYIN

连线 LIANXIAN

精准服务增强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报告说 BAOGAOSHUO

【报告摘录】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促进计划。

关键词

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
业家主观能动性，加快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步
伐，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发展更多优质
企业。

关键词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推进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和健康扶贫，加大对特殊贫困群体
帮扶力度。

关键词
这十件民生实事，是对全省人民的郑重承

诺，要说到做到，一诺千金，年底绩效对账，接
受人民检验。

关键词

活力

帮扶

承诺

建设

会客厅 HUIKETING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铁英
嘉宾：省扶贫办主任 李 军

省人大代表 杨敬忠 魏春柏

我省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有显著
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多。建议确定多
层次装备制造业品牌协同建设的政策导
向。运用企业品牌建设推进我省装备制
造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现
高质量发展，运用工业品牌建设推进一批
制造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发
展壮大。

辽阳代表团 张照曦

加强多层次装备
制造业品牌协同建设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着力促进就业创业，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推进健康辽宁建设，全力建设平安辽
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关切”，得
到代表们的高度认同：只有持续加大优质
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供
给，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

“今年，要着力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要说到做到，一诺千金，年底绩效对账，
接受人民检验。”政府工作报告对全省人
民作出郑重承诺，让代表们感受到人民政
府为人民的民生情怀。

宁可政府过苦日子，也要
让群众过好日子

“该保的支出一定保障好”“宁可政府
过苦日子，也要让群众过好日子”。2018
年，全省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达到
74%。各级政府牢记为民宗旨，不断压缩
一般性支出，以真金白银的投入，换来人
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去年，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
们狠抓各项民生工程的落实，财政支出用
于民生比重达到 75%。”高伟表示，2018 年
是朝阳市脱贫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一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朝阳
市精准施策，全年减贫人口 4.6万人，销号
贫困村250个，北票、凌源、建平、喀喇沁左
翼蒙古族自治县四县（市）脱贫摘帽。今
年，朝阳市将继续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

手，着力推动财力向民生集中、政策向民
生倾斜、服务向民生覆盖。加大财政投
入，完成朝阳县摘帽、97 个贫困村销号、4
万人脱贫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朝阳市和
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就业是民生之本。段君明认为，必须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把稳就业作为重要的
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他
介绍，今年我省将打造创业带动就业升级
版。全面落实创业场地补贴、求职创业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创业政策，支持大中
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技
术人员离岗创业。全力推进就业扶贫，实
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
扶专项行动。推进技能脱贫千校行动，为
就读技工学校的贫困家庭学生落实免学
费、助学金、生活补助等优惠政策。

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
增进百姓新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关注补齐
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
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办好十
件民生实事，这十件事每一件都关系群众
生产生活，每一件都关系群众利益福祉，每
一件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任务要求。

“十件民生实事着重向困难群体发出
了大礼包，织密织牢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的安全网，特别是在健康扶贫上有新
突破。”朴浩哲表示，近年来，医保的覆盖
面逐渐增加，支付的额度也逐渐增大，比
如现在 17 种抗癌靶向药已被纳入医保目
录，国家投入非常大。

今年，我省又明确提出对全省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扩大至21
种，为城乡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妇女
实行“两癌”免费检查，为60岁以上贫困白
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治疗等。作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朴浩哲表示，这些民生实
事对贫困户来说非常给力，特别是加强重
大疾病防控，对困难群众来说意义重大。
朴浩哲介绍，目前省肿瘤医院就承担妇女

“两癌”筛查任务，还通过派驻村第一书
记、派出医疗团队不定期义诊和捐赠药品
等措施，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办好这十件民生实事，有助于更牢
地兜住民生底线。”段君明表示，去年，我
省人社系统新建了 110 家扶贫车间，带动
2311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就近
就地就业；帮助 89.3万名贫困人员参加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 38.9万人代缴保费
4099.1 万元，进一步减轻了困难群众的生
活负担，让困难群众多一份保障。

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对
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十件民生实事，是省政府对全省人民
的郑重承诺。代表们表示，要把实事办
好、把好事办实，必须“干”字当头，“实”字
为先、“效”字以求，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时刻将

群众冷暖挂在心头，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问题入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努
力做到干一件成一件。”荣金生表示，去年
丹东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造 17 个老旧
小区。小区路面平了、下水通了、路灯亮
了、环境美了，百姓心气顺了，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美好的生活召唤人们奋力前行。“偏
坡土岭变良田，楼亭街路换新颜。朝来
忙碌不见闲，夕去广场舞翩翩。”一首诗、
28 个字，形象地概括出义县七里河村的
大变化。毕存仁说，这两年，七里河村脱
贫之后不歇脚，致富路上迈大步，村里的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村民得到的实惠越
来越多。在合作社入股的村民和贫困
户，年终都能拿到分红；孟家屯 350 户村
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爱心桥修通了，再
也不用担心孩子们因汛期过不了河而耽
误上学。

如今的七里河村，千亩生态园、特色
养殖业等多元化产业为村民奔小康提供
了保障。建文化广场，组织文艺队外出演
出，也让七里河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
文明村”。

常怀为民之心，常谋利民之策，常做惠
民之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正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代表们表示，要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创造经得
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群众检验的实绩。

点滴暖民心 枝叶总关情
本报记者 赵 静 侯永锋 徐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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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层皮”的问
题是我省科技工作的头等大事。我们要
立足材料与制造、能源与环境等重点领
域，努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产业技术创
新支撑体系。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正处于
重要机遇期，转变认识是关键，我们要牢
牢抓住创新改革发展的“红利”，通过重大
功能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抓复合型
人才建设等多项举措，有效提升科技工作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大连代表团 王大南

加快破解科技与
经济“两层皮”问题

辽宁果业产业整体优势明显，但还要
提升辽宁优势水果品牌效应。我们应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合作组
织。同时，在企业与合作组织人才引进、
团队建设、品种研发与引进以及融资等方
面提供有力支持。

丹东代表团 马廷东

打造辽宁
优势果品品牌

包括锦州、朝阳、葫芦岛三市在内的
辽宁西部地区要在主动融入京津冀一体
化的产业发展上有所作为。建议建立辽
西三市联动协同机制，搭建产业对接平
台。明确三市各自定位，确保错位和特色
发展。联合制定三市承接产业的目录，建
立有关信息平台。引进并通过大型中介
组织，建设以大项目带动、配套企业跟进
的产业集群。

锦州代表团 李秀林

建立辽西三市
联动协同机制

本报记者 曲 宏 整理

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免费实施口腔窝沟
封闭。这样一件“小事”，被写入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成为我省重点办的十件民生实
事之一。

防儿童龋齿这件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小事”，如今被纳入民生实事，体现了党委、
政府不断满足群众新期待、创造群众新福祉
的民生情怀。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每年
集中力量办一批民生实事，以此作为政府
工作重心，力争补齐民生短板。在各级政
府“年初立军令状，年底交成绩单”的积极
作为中，从衣食住行到环境改善再到幸福
宜居，一项项民生承诺如期兑现，一个个困
难问题被解决，实实在在造福并温暖了千
家万户。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从今年代表、委
员热议的话题来看，一些新的民生期待亟
待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也不能不
振兴；入学率再创新高，但教育均等化依然
重任在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群众对生活有了
更高的追求。正视新矛盾，把握新期待，
需要重点解决当前民生领域“好不好”的
问题。在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上下
更大功夫，就是要求我们努力创造人民群
众新福祉。

创造新福祉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有的
放矢；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根据实际状况
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实干；要持之以恒、常
抓不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创造出更
美好的生活。

满足新期待
创造新福祉
张 健

1月18日，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集思广益，为辽宁振兴发展谏真言、献良策。 本报记者 万 重 徐丹伟 摄

主持人：今年是我省打好脱贫攻坚
战的“决胜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
力冲刺、决战决胜，做到全面小康路上不
落一人一户，我们如何完成这个硬指标？

李军：2018 年，省委、省政府坚持将
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全面完成了 15.43 万人脱贫、
519 个贫困村销号、6 个省级贫困县摘帽
的年度脱贫任务，实现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良好开局。今年，要高质
量完成 13.02 万贫困人口脱贫、128 个贫
困村销号、5 个省级贫困县摘帽任务，实
现决战决胜，必须坚持标准，精准施策，
全 面 落 实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基 本 方
略。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总要
求，坚持“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
开展建档立卡和脱贫质量大普查、大排
查、大督查，建立省扶贫办“一月一调
度”、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一季度一调
度”工作机制，排查“应纳未纳”和脱贫不
稳固人口，综合施策、叠加式扶持，确保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杨敬忠：要坚持问题导向，优化方法
路径，重点在产业扶贫、危房改造、医疗
扶贫、教育扶贫、基础设施、贫困劳动力

就业等领域下功夫、见实效。2019 年彰
武县作为省级贫困县要脱贫摘帽，确保
5182名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8个贫困
村全部销号。通过选优配强县、乡、村三
级扶贫专职干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
化问责问效，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扶贫
干部队伍。对标扶贫标准、对表时间节
点、对照质量要求，将各种扶贫措施细化
到村、落实到户、精准到人，着力发展好贫
困村集体经济，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致富，
决不让一个贫困村、一个贫困户掉队。

主持人：2018 年，我省落实“五个一
批”精准帮扶，确保每个贫困户至少享受
两项以上的扶贫措施，在产业扶贫、危房
翻建改造、医疗扶贫、教育扶贫、低保兜
底等方面落点精准、措施有力。今年还
将在哪些重点难点实现新突破？

李军：今年，我省将组织实施《辽宁
省促进产业扶贫提质增效实施方案》《辽
宁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就业扶贫实

施方案》和《辽宁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
疗保障实施方案》，推进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和健康扶贫。通过积极培育致富带
头人、发展集体经济、提高贫困群众技
能，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实现稳
定脱贫。高度重视解决贫困户毕业子女
就业问题，通过安排企事业岗位、设立公
益性岗位、联系社会救助岗位，实现“就业
一人、脱贫一户”。落实健康扶贫政策，更
加关注解决贫困户大病后日常用药负担
重的问题，通过“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补充保险”的精准救助模式，切实
减轻贫困户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魏春柏：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动
引领作用，根据村集体实际情况和贫困
户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对贫困户增
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产业，做好产业
扶贫这篇大文章。可以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成立土地合作社，构
建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引进资金、做实项
目，把贫困户纳入经济组织管理范畴，提
高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参与的组织化程
度，让贫困群众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增收
和发展。

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一户

“着力促进就业创业,不仅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也是招才引智，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基础工程。”陈绍宏说，今年我省
将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提供精准就业创业服务，促进更多的高校毕
业生留辽回辽来辽就业创业。

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与宣传，把学生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纳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依托校企联盟，建立一批有特色
的实习实训基地和就业见习基地；完善创业
担保贷款政策，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服务。这些实打实的措施将进一步
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门槛，增强毕业生的就
业创业能力。

开展系列招聘活动，与辽宁省生源较多
的省份开展深度对接，深入高校举办“高校毕
业生留辽回辽来辽专场招聘会”，结合“百校
千企”“走进江苏、走进高校”等高校毕业生专
项引才招聘工作，多渠道助力辽宁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今年还将持续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通过建立健全帮
扶台账、组织招聘会、开发公益性岗位、设
立就业援助热线等方式，扎实开展一对一
帮扶。”陈绍宏说，在持续做好服务工作的
同时，将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
化建设，开发省级平台手机客户端，逐步实
现毕业生网上办理各项业务，创造良好的
毕业生就业创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