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忻州古城以晋北民俗文化、佛教文化、晋商文化为代表，是
忻州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是今人品味忻州历史文化精神的佳地。

忻州古称秀容，秉承着“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修复
后的古城重新焕发了生机，复现了明清时期忻州古城商贸繁盛、
休闲安逸的社会生活画卷。

徘徊于街巷中，历史文化氤氲在古城的每个角落，各种文化
瑰宝让人流连忘返，现代化的旅游业态让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里不仅
是千百年来文化传承的象征，也是今日忻州文化旅游的名片，更是人们不可错过
的最美古城。 雪 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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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铁路部门消息，即日起至 3 月 12 日 24 时止，太
原站、太原南站对乘坐进京列车的旅客实行“专区候车、二
次验证、二次安检、进京旅客核酸检测证明查验”工作。在
此期间，需要乘坐火车进京的旅客，要留出充足的时间前来
候车。

随着元宵节结束，各大院校陆续开学，太原站、太原南站
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为确保旅客平安出行，太原站和太原
南站进一步强化实名制验证，加强了验证和检票口岗位力
量，严格安检查危制度，对进站旅客坚持进行一人不漏、一
件不漏 100%的全覆盖式检查，切实做到“逢包必检、逢液必
查、逢疑必问”。

此外，前往北京的旅客还需要携带近 7日内医院提供的
本人核酸检测证明，通过进京候车专区二次查验后方可候
乘。“二次安检”期间，进京候车专区不可中转换乘，旅客需
出站后再次进行安检进站乘车。

太原南站工作人员提醒各位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出行时
除禁止携带《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的公告》中所
列的枪支、弹药、警械、管制刀具、放射物品、易燃易爆、腐蚀
品、毒害品、氧化剂、强磁物品等危险品、违禁品外，消毒酒
精、酒精喷雾剂等也不允许携带进站上车。 来源：太原晚报

注意！ 乘坐进京列车旅客将二次安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
力增效。”这是自2019年以来，
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三次提及“就
业优先”。

连续三年，“就业”位居政府
工作报告“优先级”。

回望2020年，在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下，面对稳就业的压
力，中国交出的这份就业“成绩
单”难能可贵：城镇新增就业
118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降到5.2%。

2020年，就业为何稳得住；
2021年，稳就业政策又将如何
落到实处？多位代表委员和业
内专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
时表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是我国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的重要基础；“就业优先”政策的
全面发力，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夯实民生之本
“就业优先”擦亮幸福底色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
千家万户。

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
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
策层面。从“全面发力”，到“全
面强化”，再到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的“继续强化、聚力增
效”，不仅实施力度逐步增强，而
且更加注重效果和质量。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是保
障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高文
书表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
宏观政策层面，意味着就业政策
成为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
驾齐驱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且
在宏观政策工具箱中处于优先
位置，将就业目标进一步上升到
宏观调控的高度，可以实现民生
保障与经济稳定的多赢格局。

就业稳则收入稳，收入稳则

民生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
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
和林也指出，就业与经济增长关
系紧密，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
先稳就业。同时，就业与民生也
关系紧密，要想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就必须保障居民收
入，稳定就业。

如何强化落实“就业优先”
政策？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
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鲍春雷表示，
首先，要积极扩大就业机会，把
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
的政策依据，加快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积极支持新形态就业和多
渠道灵活就业，扩大就业容量，
提升就业质量；其次，要加强政
策服务支持力度，建立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体系；同时，要着力
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积极推动
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此外，还要强化重点群体就
业帮扶，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完善困难人员就业帮扶
政策，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帮
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和可
持续就业。

宏观政策精准发力
经济回稳托住就业大盘

2020年，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11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8%，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降到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这些数字，勾勒出2020
年中国就业殊为不易的成绩。

“我国就业能够保持稳定
甚至好于预期，来源于我国经
济的稳定增长和有力的就业促
进、就业保障工作。”高文书表
示，宏观政策综合发力，经济的
持续增长，为就业稳定提供了
根本保证。

稳就业既是稳经济、稳社
会，也是稳民生、稳人心。
2020年，聚焦一个“稳”字，我

国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让老百
姓把“饭碗”端得更牢。

“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
积极增加新的就业，牢牢守住就
业基本盘。”鲍春雷指出，2020
年就业总体形势能逐季好转，好
于预期，离不开我国出台的一系
列积极就业政策，如实施“缓减
免返补”等援企稳岗政策，创新
就业服务方式，支持新就业形态
和灵活就业发展，组织农民工

“点对点复工”，加强技能培训
等，都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就业。
同时，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也切实兜牢了就业保障底线。

此外，盘和林也向人民网记
者表示，2020年，虽然存在国际
贸易渠道受阻等不利因素，但我
国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完整
的制造业产业链，这让社会生产
保持在了一个合理的区间，成为
支撑就业大盘的关键力量。

多措并举开好新局
高质量就业绘就民生答卷

高质量的就业是从业者的
人生舞台，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将“就业优先”政策“加
码”，这也为“最大民生”提供了
新的政策保障。

展望2021年就业形势，鲍
春雷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
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对就
业的带动作用较强，就业形势依
然总体向好。但不稳定不确定

性因素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
复杂严峻，2021年我国劳动就
业领域仍面临挑战。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是“十四五”期间开
展就业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

高文书表示，今年的就业政
策，应继续把稳就业放在重要位
置，继续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强
化“就业优先”政策。拓展就业渠
道、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和规范就
业新模式、新业态。同时，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人力资本
投入，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就业，降
低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社厅党组书记唐云
舒认为，在新时期应从四个方面
不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一是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二是健全公
共就业服务，三是健全统一规范
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四是健全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此外，助推高质量发展也离
不开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培养与
建设。

“今年继续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要在大幅提升劳动者尤其
农民工技能素质、增加劳动收入
上下功夫。”国务院参事室特约
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国
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原副部
长杨志明指出，新技术革命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合力推动劳动领
域发生趋势性的新变化。当下，

劳动力需求由数量转向质量，劳
务输出由体力型快速向技能型
转变。这就需要大规模开展技
能培训，壮大多层次技能人才队
伍，推动“就业优先”政策与技能
提升政策协同发展。

企业是用工的核心主体，稳
就业关键在于稳企业。企业如
何在稳就业、促就业和提升就业
质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58 同城
CEO姚劲波也建议，加大政策
激励与补贴力度，充分调动企业
积极性。他表示，2021年，将继
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推动职业技能培训落地，
打造从招生、培训到就业的一站
式服务平台，帮助广大技能人才
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鲍春雷则指出，一是要顺应
总体发展形势，积极推动改革创
新，为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二是增强依法用工意识，自
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三是落
实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责任，加
强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四是建立
健全劳动沟通协商机制，畅通职
工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五是改善劳动者的工
作生活条件，科学设定劳动强度
和工作时间，提升工作满意度。

就业，一头连着企业运营、
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民生冷暖。“十四五”开局之年，
稳就业、保民生任重道远，着眼
当下，“就业优先”以民为本，方
能“青山常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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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财经眼”系列报道 人民网记者 任 妍

周末视点周末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