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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月2日电（记者陈炜伟
庞梦霞）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2日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传承
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从加快推进民
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等6个方面采取更多
务实举措，切实疏堵点、提信心、破壁垒、解
难题、抓落实，努力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大会2日在福建晋江召开。郑栅
洁在会上介绍，要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
法立法进程，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
障；健全完善多层次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努力倾听民企真实声音；加强民营经济发
展形势综合分析，不断健全民营经济形势
监测指标体系；完善面向民企的信息发布
平台，加强项目推介，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
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板项目
建设；大力总结推广典型做法和优秀案例，
加强互学互鉴；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服
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

2023年，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系列政策陆续出台。郑栅洁介绍，随着
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民营经济发展
总体上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本态
势。2023年1至11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同
比增长6.1%，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2023
年1至11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提出，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
经验”。郑栅洁表示，要下大力气筑牢法治保
障、优化发展环境、解决突出问题、营造良好
氛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民营经济工作水平。

此次大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
开。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了全
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展示了全国向民间
资本推介项目平台，并新推介200个向民
间资本重点推介的项目。6位民营企业家
代表发布《敢为天下先 爱拼才会赢 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倡议，全国各地民营
企业及商会、行业协会积极响应。

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
方面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6方面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姜琳）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日发布通知，宣布该
部门与中国残联共同举办的2024年就业
援助月专项活动在全国范围启动。活动要
求各地在1月份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及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各地将筛选归集
适合援助对象的岗位，组织系列线上线下
专场招聘活动，开展短信、微信等定向岗位
推送；同时发挥“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作
用，用好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等基层站点，
为援助对象提供“就在身边”就业服务。

活动还将开展对援助对象上门走访慰
问“送温暖”活动，各地将组织职业指导师
等专业力量，进行个性化职业指导，制定分
类援助计划；开展权益维护活动，保障援助
对象合法劳动权益；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
按规定兑现失业保险金等待遇，切实做好
援助对象兜底保障。

活动还将重点强化对甘肃、青海等地
震灾区的就业援助。上述负责人表示，两
部门将协调有关省份为受灾劳动者提供就
业帮助，支持灾区开发一批临时公益性岗
位，帮助受灾群众尽快就业。

两部门启动2024年
就业援助月活动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
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严
禁随意扩大范围，严禁强制学生参加，
严禁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严禁以课后
服务名义乱收费，严禁不符合条件的
机构和人员进校提供课后服务。新规
将于2024年春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中小

学因地制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
务，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欢迎，也暴
露出一些苗头性的问题。新年伊始，
随着课后服务新规发布，一些地区开
始部署落实。

课后服务“刷新”校园面貌
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

学的操场，俨然进入一个白色的童话
世界。日常的降雪和正在工作的造雪
机，堆出一个大大的雪山，孩子们玩滑
刺溜、打雪仗、堆雪人……记者实地感
受到冬日课后服务的特色和快乐。

这个东北校园的课后服务课程可
不是只有冰雪项目，而是系统覆盖了包
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32门课程，包
括攀岩、赛艇、非洲鼓、汉诺塔、四巧板、
折纸、中式面点等，深受孩子们喜爱。

记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走访
看到，一些学校在校园内设置了“开心
小农场”，孩子们化身“小菜农”忙碌地
挖土、收菜、剥叶。课后服务涵盖了创
意美术、音乐、器乐演奏、武术、乒乓
球、啦啦操和非遗等各种课程，与琅琅

书声相映成趣。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在

“双减”背景下做科学教育加法，课后服务
科技类课程聚焦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开
设无屏实物编程、机器人、无人机等课程，
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从“一班一特色”到“一生一案”，
除了各类特色课程满足孩子的兴趣爱
好外，多地学校利用课后服务对学有
余力的学生进行拓展提升、对学习困
难学生进行补缺补差，指导学生尽量
在校内完成作业。
“以前孩子放学早，双职工家庭接

送孩子真的很不方便，课后服务给广
大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便捷。”长沙学生
家长何女士说。

“五禁”让课后服务不偏离初衷
随着“双减”政策实施两年多来，

课后服务工作受到普遍欢迎。但与此
同时，有的地方和学校也出现了“走
偏”的苗头。比如把“课后”服务延伸
到午休、晚自习、周末甚至寒暑假，课
后服务的内容出现新的教学内容，导
致学生不得不参加，反而增加了学生
额外的学习时间，变相加重课业负
担。有些地方课后服务政策在小学落
实得不错，在中学却“变形”。

有些学校利用课后服务的“幌
子”，照顾关系户，把不符合资质的机
构引入学校，看似第三方收费，跟学校
无关，实则“搭车”收费，将午托、晚托
也涵盖在内。

部分教师和家长对政策认知存在
偏差，有教师认为课后服务的主要作
用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学科成绩，也有
不少家长理解课后服务就是课堂教学
的延伸，更看重巩固当天所学知识以
及作业辅导，而忽略课后活动的开展
以及兴趣的培养。

汇聚多方力量 完善管理机制
五个“严禁”出台后，多地教育主

管部门第一时间下发了文件，并在公
众号转发。一些学校已迅速展开“自
查”。大连市中山区第三十三中学校
长李代君说：“通知出台后，我校即刻
比照通知内容，着手五个‘严禁’要求
的自查。仅本学期来看，我校94.7%
的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困难减免率
5.9%，其中艺术、体育、心理、德育、劳
动每月课时占比35%。”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虽然课后
服务在全国中小学已经“百花齐放”，
但是要行稳致远，还需要参与课后服
务的老师和广大学生家长进一步统一
和深化对课后服务的认识，把开展课
后服务作为育人契机，建立新的教育
观、学习观、学生观。

多位教师和家长建议，要确保新
规有效执行，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
机制，包括教育部门定期检查、学校内
部自查以及鼓励社会监督等。对于违
规行为，应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王莹 谢樱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教育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五个“严禁”

课后服务如何更规范发展？

记者2024年1月2日从公安部获
悉，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不懈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全国
公安机关共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3055个；全国已有190万名在职民警
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6万人取得高
级执法资格。

各地公安机关持续提升执法办案
管理中心建设应用水平，打造集办案
区、案件管理区、涉案财物管理区以及
其他辅助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

场所，推行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服务
保障“一体化”运行，打造“安全、规范、
集约、智能、高效”的执法办案模式，带
动执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不断提升。

在深化执法主体能力建设方面，
公安部结合公安工作实际，组织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法制教育培训，不断提
高广大民警执法能力水平；组织开展
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
资格考试工作，以考促学，不断增强广
大民警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
一年来，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法律

制度对执法活动的重要引领、规范作
用，紧盯执法实践所需，不断完善公安
执法制度。公安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
印发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
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
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切实提升刑
事案件办理质效起到积极作用。公安
部还积极推动出台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管理暂行条例、关于依法惩处网络
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
件，为加强社会治理、依法打击突出违
法犯罪提供有力法制保障。

新华社记者 熊丰（新华社电）

全国公安机关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共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055个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了解到，受积石山
6.2级地震影响的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
县，通过原校复课、分流安置、板房安置等方
式，震区中小学371所学校、12.63万名学生
全部恢复线下教育教学。

据了解，本次地震主要影响青海省海东
市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三县共371所学
校12.63万名中小学生临时停课，经过有关部
门专业鉴定，当地全面开展校舍受灾排查，震
区学校内无人伤亡。

为确保震区教育教学秩序，青海省教育
厅指导海东市各级各类学校做好物资筹措、
人员调配、隐患摸排、条件保障等复学复课具
体工作，并盘点辖区未受地震影响的学校，尽
量做到教师队伍不变、教学计划不变、教学进
度不变。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张龙 解统强

（据新华社西宁1月2日电）
图为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官亭镇中心学校拍摄的板房教室（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青海震区中小学校全面实现线下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