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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英）用
22条实打实的措施，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
供实打实的支持。6月 11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省人社厅、发改委、财政厅等部
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
创业的通知》，对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通知》提出，我省要全面实施企业吸

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直补快办”，助力企
业稳定扩大就业岗位。发挥经营性人力
资源机构作用，经其免费提供职业介绍服
务后实现就业 3个月以上（含 3个月）的脱
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根据工资流水
账单等证明材料给予经营性人力资源机
构一次性职业介绍补贴。加速落地吸纳
农民工就业数量较多、成效较好的项目，
尽快发挥带动农民工就业作用。

促进农民工外出就业
我省要持续开展农民工专场活动。

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春暖
农民工”服务活动，办好“民营企业服务
月”“金秋招聘月”等“10+N”公共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小型化、

特色化专场招聘，组织用工企业入乡村进
行招聘，为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即时快
招”服务。

支持各类人才返乡创业
优化返乡创业扶持体系。实施“豫商豫

才”返乡创业工程，支持以农民工、豫籍企业
家、大学生、退役军人、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
的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推进税费减免、场地
安排、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打包办”“提
速办”，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培育、孵化、加
速等创业扶持。发挥省级返乡创业专家服
务团作用，开展创业专家进乡村、进园区、进
企业服务活动。推动“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
业投资基金”扩大投资覆盖面，加大对初创
型小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开展返乡创业示范创建活动，每
年评审认定一批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示
范园区、示范项目，选树一批“返乡创业之
星”。举办全省“凤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
为参赛项目提供宣传展示、转化提升平台，
开展投贷融资、入驻园区等后续扶持。

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保障
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开展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

力。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为有意愿外

出农民工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安全知识

培训，大力开展新职业新业态培训，鼓励支

持获得技能等级证书，加快推进产训结合

行动，提升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符合条

件的按规定给予补贴。积极推进乡村建设

所需的农业农村本地人才技能培训，聚焦

全面保障稳粮扩油和“菜篮子”产品稳定供

给等五大重点领域，开展经营管理型、专业

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培育行

动，持续举办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

大赛。

此外，有关部门要收集适合大龄农

民工的就业岗位、零工信息，在农民工专

场招聘活动中持续发布。尊重大龄农民

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指导企业

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

位，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职业健

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 一刀切”清

退。大龄农民工有就业需求的，可以到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享受

免费公共就业服务。

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对

全省劳动保障监察举投投诉电话进行公
示，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全省各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及县（市）区均设立举报投
诉窗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
站及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开
通欠薪举报投诉专栏，实现“一点举报投
诉、全网联动受理”，方便劳动者尤其是农
民工及时维权。

实施脱贫人口就业帮扶行动
《通知》提出，我省要统筹用好现有各

类乡村公益性岗位，对“无法离乡、无业可

扶”且有就业意愿、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

脱贫人口实施安置，不得在现有规定外另

行设置年龄、残疾等不必要的限制条件。

充分考虑当地脱贫人口数量、就业困

难程度及收入水平、岗位职责内容，科学

设定岗位总量，合理确定岗位补贴标准，

指导用人单位按规定为在岗人员参加工

伤保险或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每次签订期限不
超过1年。

扶持农民工就业创业
河南出台暖心“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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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项目为王 一批绿色环保项目顺利签约

2022年以来，宇通研制了燃料电池客车和卡车系列化产品，30
多个车型批量生产；郑州重塑科技的燃料电池系统工厂即将投产；
亿华通、江苏氢能等项目正在建设。郑州重塑联合韵量科技等企业
正推进在郑建设氢能装备产业集群；正星科技在加氢机等领域行业
领先；森思达积极布局建设加氢站，拟建氢能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康
普锐斯将投资生产加氢装备。截至 2022年 11月底，累计推广各类
新能源车辆530辆，建成加氢站10座。

比亚迪新能源整车二期及30GWh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汽解放新
能源商用车基地、重塑科技（郑州）燃料电池产业化基地、超聚变服务
器生产制造基地、氢液化关键装备产业化基地等重大项目顺利签约。

在郑州市目前唯一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巩义市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余热回收系统、全油回收、光伏能源项目令人目不暇
接，谱写着绿色环保、节能增效的生动实践。

明泰铝业的生产车间内，废弃的铝制门窗、易拉罐经过分类后
进入生产线，经过熔炼、提纯等工序，变身更高级的铝制板材，用于
生产汽车内饰、电子产品配件。这种再生铝每吨生产能耗仅相当于
电解铝的 3%~5%，可节约标准煤 3.4吨，节水 14立方米，减少固体
废物排放 20吨，碳排量仅为 0.5吨，约为电解铝的 5.8%。熔炼工序
产生的高温废气，则被一旁的大型余热回收系统回收再利用，回收
油品质和同类新轧制油相同，可直接回用于生产。该公司旗下多家
子公司建成光伏发电厂，装机总容量达27兆瓦，产生绿色电力2900
万度，相当于节约8700吨标准煤，减少2万吨碳排放。

节能技术装备从“跟跑并跑”转向“创新主导”

据郑州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正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郑州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了
具体可行、有操作性的低碳化发展路径和政策。积极培育绿色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申报绿
色工厂，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申报绿色工业园区，超聚变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等2家企业申报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河南省超亚医药器
械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申报第四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部分
优秀企业推荐至工信部申报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企业。

节能技术装备从“跟跑并跑”转向“创新主导”。郑煤机高端大
采高采煤机和薄煤层采煤机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宇通客车、海
马、上汽乘用车等整车企业带动比克电池、深澜动力等关键零部件
企业集群化发展。宇通新能源客车氢燃料电池车氢耗、低温启动等
关键指标及整车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研制的“长续航高环境适
应性燃料电池公交车”被评为国家重点科技成果。

2023年，郑州市大力实施换道领跑战略，加大对鸿富锦、比亚
迪、超聚变等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加
快推进兴港产业园、龙芯中科、新型存储器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航空港区、经开区、高新区 3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氢燃料
电池产业园建设。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示范
城市群建设，确保全年推广各类氢燃料电池汽车 690辆以上。深化

“亩均论英雄”改革，对各行业落后产能摸排建账，督导检查，确保落
后产能淘汰出清。

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

节能环保装备
产业向“绿”而行

（上接一版）主会场现场，一群活泼可爱的“唐宫小姐姐”翩翩起
舞，拉开序幕。随后上演群口相声《我为你点赞》、歌曲情景剧《用脚
步丈量》、歌曲联唱《相亲相爱一家人》等精彩节目。现场还设置了
展示互动区，邀请社区合伙人、社区社会组织等共治力量，提供书法
绘画、非遗体验、优惠好物等服务项目以及“原点在线”宣传展位、

“有事找支部”便民利民服务通道，让居民真正享受社区发展治理带
来的“红利”，共享社区治理建设成果。分会场现场，街道、社区通过
游园会、运动会、民俗体验等系列活动，更好地引导群众互动交流，
增进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系。

本次活动为邻里街坊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大平台，极大提升了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中原区将持续开展“近邻微
网一家亲”活动，逐步树立互相关怀的理念，形成文明和谐的新型邻里
关系，提升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互帮互助和美相处
“邻居节”温情启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 通讯员 王钊 文/图）国风焕
新韵,华服“郑”青春。6月 10日，
由团市委主办的“商都风雅·青
春华章”郑州大学生华服文化节
在星河里唐宫夜宴文化主题街
区开幕。

活动现场，来自河南中医药
大学、河南工程学院、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郑州
西亚斯学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等十余所高校的大学生身着华

服、惊艳亮相，带来《小城谣》《醉
了千古爱》《礼仪之邦》等节目，将
华服服饰、古典舞、传统礼仪等传
统文化融合展示，呈现了一场唯
美的传统文化盛宴，让在场的市
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服饰独有的文
化魅力。

华服展示后，来自中原工学
院的孔令奇教授，以“经纬华夏
千古霓裳”为主题，开展了一堂精
彩绝伦的华服知识讲座，为青年
学生们普及传统华服装束艺术和
传统礼仪知识，带领学生们领略
中国传统华服礼仪魅力。

除此之外，现场还特别邀请
了 12位非遗传承人，为现场青年
展示优秀传统技艺，唤醒千年记
忆。既有黄河澄泥瓷文创、古法
斫琴、传统编结制作、合香制香、
黑陶烧制等传统技艺，也有剪纸、
烙画、糖人、皮影等传统记忆，一
勾一画、一绕一点，匠心独运、温
润华美，让青年亲身感受跨越千
年的“指尖”情怀。

“今天的活动让我学到了很
多知识，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我们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当代青年
更应该大力弘扬。”郑州财经学院

2021级学生宋兰表示。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开展

青春与记忆华服巡游打卡、华服
之美地铁秀和华服作品展等大学
生华服节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
青年大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
热情，丰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
培育创意动能，释放创业活力，展
现新时代郑州大学生奋发有为的
精神面貌，为郑州创建青年发展
友好型标杆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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