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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周绍瑜）7月20日，2023年世界运河大
会研讨会在桂林市兴安县举办，与会专家学者齐聚在美丽
的灵渠之畔，共同探讨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助力打造桂林
世界级旅游城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市委书
记、桂林市申办世界运河大会指挥部指挥长周家斌出席会
议并讲话。
　　周家斌指出，广西山水秀丽雄奇、民族风情独特、文
化多姿多彩，沿海、沿江、沿边，地跨珠江、长江、西南
诸河三大流域，河流众多、水系发达，运河建设历史悠
久，运河数量居全国前列，有灵渠、古桂柳运河、潭蓬运
河三大古运河，还有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规划中的湘桂
运河。桂林是享誉世界的山水旅游名城和首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桂林依水而生，因水而兴。一条举世闻名的漓江
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条沟通南北的灵渠向
我们展现了人类的智慧结晶。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灵渠保护提升工作，桂林市把灵渠保护提升作
为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重要内容，制定实施《桂林市
灵渠保护条例》，完成《灵渠保护规划》编制，挂牌成
立灵渠博物院，全面加强灵渠的水利、军事、交通等历
史功能价值研究，深入开展灵渠保护修缮、文化展陈、
补水复航、环境整治等工作，全力打造灵渠生态旅游
带，推动“旅游+水利”“旅游+农业”融合发展，灵
渠成功入选世界灌溉遗产，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
动千年古运河走进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周家斌说，这次研讨会将聚焦灵渠的独特技术、历
史价值、保护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必将为
我们进一步加强灵渠保护提升、申办世界运河大会、打
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希望与会的
各位领导专家畅所欲言、答疑解惑，提出真知灼见，我
们将认真做好收集整理，作为工作的重要参考。希望大

家积极参与广西和桂林的建设发展，与我们共绘美好蓝
图、共创美好未来。
　　本次研讨会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举办，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灵渠运河的独特性”这一主题进行充分研
讨，持续推动灵渠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水利遗产申报工
作，加强灵渠的“一带一路”连接等历史功能价值研
究，让灵渠这一千年古运河焕发新活力，成为向世界展
示桂林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青云、珠
江航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雍清赠，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总
工程师陈津维，自治区水利厅河长办专职副主任谭德
伦，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谢日万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工水力学
研究所所长胡亚安，市领导赵奇玲、王昕，以及有关专
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2023年世界运河大会研讨会
在桂林举办

周家斌出席并讲话

　　就业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的权益、关系到每一个家
庭的幸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5 . 3%，比一季度低0 . 2个百分点，但青
年失业率仍处于高位。
　　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下半年就业如何稳？怎样
推动高校毕业生快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
司负责人20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但青年群体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

　　问：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下一步将从哪几方
面稳就业？
　　答：今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有力有效举措，推
动经济和就业回升向好。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同比增加24
万人，失业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截至6月末，脱贫人口
务工规模3259万人，超过3000万人的全年目标。就业形
势有所改善，保持基本稳定。
　　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
内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不牢，一些经营主体困难较多，部
分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还面临较大的就
业压力。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帮助重点群体就业，仍是
下一步亟需切实办好的一件大事。
　　一是强化岗位挖掘，加力落实好优化调整的稳就业
政策，持续推行“直补快办”模式，加大对吸纳就业能
力强的行业企业扩岗支持，加快释放政策红利。
　　二是强化创业创新，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创业担保
贷款和贴息政策，强化场地支持、创业培训、资源对接
等服务。
　　三是强化供需匹配，接续开展好金秋招聘月等活
动，开辟行业企业专场，引导各方参与，加强零工市场
规范化建设。
　　四是强化青年支持，积极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稳
定政策性岗位招录，加快事业单位招聘和“三支一扶”
等基层项目招聘；持续推进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加强困
难毕业生就业帮扶；深入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
　　五是强化兜底帮扶，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
稳定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加强失业人员和
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待遇，保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各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为稳就业提供重要支撑

　　问：近段时间，一系列稳就业举措相继出台，目前
实施情况怎么样？
　　答：今年以来，立足外部环境变化和就业形势需
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综合评估前期
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实施效果，及时优化调整稳就业政
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各项稳就业政策举措持续显效。1至5月份，全国失
业保险基金稳就业支出547亿元，降低企业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减负717亿元，发放就业补助资金429亿
元。一季度末，创业担保贷款余额2929亿元，同比增长
16 . 5%。
　　就业服务不断提质增效。1至5月份，公共就业服务
活动接续开展，累计提供岗位信息5700多万个。重点企
业用工服务进一步优化，为4 . 4万家重点企业解决用工
需求87 . 2万人。
　　下一步，人社部门将坚决扛起稳就业政治责任，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落实落细稳就业政策，不断释放政策
红利，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促进供需匹配，加强困难群
体就业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始终把促进青年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突出位置

　　问：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措施帮助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快就业、择好业？
　　答：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离校季，还有一
些毕业生没有落实工作。为此，人社部门于7

月至12月启动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
动，聚焦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千方百计
促进他们就业创业。
　　公布一批指南。统筹各地人社部门运用各种渠道，
集中发布线上线下求助途径、各类招聘平台、服务机构
目录和政策服务清单。目前，人社部门的高校毕业生求
职登记小程序已全面开放，有就业需求的毕业生都可以
来登记求职。
　　开展两类帮扶。人社部门建立完善实名帮扶台账，
一方面针对登记失业青年和2023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开
展实名服务，另一方面针对未就业困难毕业生及长期失
业青年组织结对帮扶。
　　提供三项服务。精准识别政策支持对象，分类推
送、集中兑现基层就业、企业吸纳、自主创业、灵活就
业、培训见习等各类补贴。高频举办面向毕业生等青年
的招聘活动，做到周周有招聘、时时有岗位。大力开展
新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能培训，鼓励企
业对新招用的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开展学徒制培训，助
推尽快实现就业。
　　做好三重保障。推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家
门口”就业服务站，提供便捷可及的服务保障。整治虚
假招聘、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规范企业招聘行为，强
化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激发青
年就业创业热情，尽早实现就业。
　　人社部门将始终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摆在突出位置，竭尽全力支持青年到各行各业施展才
华、建功立业。       　　据新华社

下半年就业如何稳？怎样推动高校毕业生快就业？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谈当前就业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