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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人才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致
富的重要智慧力量。然而，贫困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却
面临着吸引人才难和留住人才难的困境。

为解决人才瓶颈问题，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才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2016 年，《中共中央组织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艰苦边远地
区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出台，明确对国
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县、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以及经省级组织、人社部门确定的其他条
件特别艰苦的县乡，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可以实行
适当放宽年龄、学历、专业等招聘条件，拓宽招聘渠道；
允许拿出一定数量岗位面向本县、本市或者周边县市
户籍人员（或者生源）招聘。

4年来，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艰苦边远贫困地区干
事创业，为当地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据统计，2017 年
至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艰苦边远贫困地区县乡
事业单位，共统一组织招聘5541次，招聘74.1万余人。

各地在实际操作中，结合实际，出台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四川提出“定向培养、定向就
业”“放宽学历门槛”“放宽考核招聘条件”“放宽招聘权
限”等差异化政策措施，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加强空岗补

员。2018 年，四川深度贫困县事业单位空编从 2017 年
1.71 万名降至 4460 名，空编率从 2017 年 13.4％降至
3.5％。内蒙古赤峰市探索“乡编村用”，面向社会为苏
木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招聘人员聘用后要在
苏木乡镇、街道所属嘎查村最低服务 5 年后回苏木乡
镇、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乡编村用”的岗位只面向本旗
县区户籍或高考时生源地为本旗县区户籍的人员报考。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取才门槛、改进招聘方
式方法，对采取统一考试方式招聘的，可根据工作需要
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者不设开考比例，划定成绩合格
线。如甘肃省规定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事业单位可
降低考试开考比例，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
需要大量本民族工作人员的实际，可以采取 1∶1 设置
岗位开考比例。而对于急需引进的高层次、短缺专业
人才，则开辟绿色通道，有的地方对于医生等紧缺人
才，基本不设开考比例或采取直接考察方式进行招聘。

“还有的地方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专项招聘‘三支一
扶’‘西部志愿者’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人社部事业单位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说，“例如河南对高校毕业生参加‘三支
一扶’计划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专项招聘，并增加工作实绩在组织考察中的权重。”

“这些举措缓解了人才招不进与本地人才外流并
存的难题，为当地脱贫攻坚提供了人才支撑。2017 至
2019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艰苦边远贫困地区县乡
事业单位采取面试、直接考察方式招聘 13.5 万余人，共
招聘本地或周边县市户籍 46.3 万余人，基层服务项目
专项招聘 58667 人、招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 6094
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此外，今年 3 月和 5 月，人社部分别会同中组部、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加
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力度，重点加
强基层中小学教师队伍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队伍建设，再次明确了乡镇事业单位招聘大学本科以
上毕业生，县级事业单位招聘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或者硕士以上学位人员，以及行业、岗位、脱贫攻坚急
需紧缺专业人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面试、组织
考察等简便快捷方式公开招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政策解读，推广好的典
型做法，让更多人了解国家的‘三放宽一允许’政策，吸
引更多急需引进的高层次、短缺专业人才到艰苦边远
地区干事创业，用人才支点撬动脱贫攻坚。”有关负责
人说。 （来源：《人民日报》）

人社部推行事业单位招聘“三放宽一允许”政策——

人才做支点，撬动脱贫攻坚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社会
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要求，
聚焦“六稳”、聚力“六保”，经市政
府研究，决定从 7 月 1 日起对我市
城乡低保、城乡特困、六十年代初
精减退职老职工和困境儿童等四
大类特殊人群生活保障（生活困
难补助）标准进行调整。

城乡低保

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从每人每
月 620 元提高到 670 元，同步调整
低保月补差，最低月补差不低于
每人每月 380 元。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全 市 城 市 特 困 供 养 维 持 每
人每月 1600 元的标准不变；农村
特困分散供养标准从每人每月
800 元提高到 1000 元，集中供养
标准从每人每月 1100 元提高到
1250 元。

老职工生活困难补助

全市六十年代初精减退职老
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从每人每
月1800 元提高到1900 元。

困境儿童生活保障

社会散居孤儿生活保障标
准 从 每 人 每 月 1620 元 提 高 到
2000 元，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
标准从每人每月 2400 元提高到
2700 元；父母监护缺失的儿童、
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
重病重残儿童生活保障标准分别
从每人每月 1296 元、972 元、81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600 元、1200 元和 1000 元。

各地民政部门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城乡低保专
项整治活动，认真做好提标后的低保补差测算调整
工作，切实提高低保提标后困难群众的实际获得
感，推动民生改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切实做
到普惠于民、实惠于民、取信于民，努力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个困难群众。（来源：盐城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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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解放路BRT站台改造出新项
目有了新进展：7月23日下午2时，南环路站、盐城中学站
BRT新站台试运营，B1线由海洋路站南延至南环路站始
发，这也是B1线自2010年开通运营后首次延伸。

在市区解放路和南环路交叉口北侧，新建的南环
路 BRT 站台为直线中央岛式站，按两侧停车设计，外观
呈流线造型，现代美观。与原站台相比，新站台更加智
能、便捷、安全。项目智能负责人范利剑介绍，新站台
站台长 61.9 米，宽 4.7 米，采用安全门、闸机、高清视频
监控、乘客信息服务、数字广播等智能化系统。新站台
的摆式闸机集成了公交 IC 卡、投币等检票方式，同时支
持移动快捷支付。乘客信息服务系统替代了原先单调
的公交线路展示栏，市民可以通过触摸显示屏查看公
交线路、车辆到站等信息，还能查阅政府公告、天气信
息等多媒体信息。

BRT 站台作为城市重要交通线路上的主要节点，
不仅是单纯的交通功能设施，同时也是城市景观项目
中的重要元素。“我们在对 BRT 站台的功能进行提升的
同时，也致力于对站台建筑的材料和外观进行出新，按

照造型现代、立面美观、材料耐久的设计理念对解放路
沿线 BRT 站台进行改造。”范利剑说，新站台设计以海
盐晶体为出发点，通过提炼海盐晶体网格和海水的圆
润，在建筑形体上互相融合，既体现盐城特色又富有时
代气息。

解放路BRT站台改造出新项目是市政府2020年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当前该项目已进入已全线施工阶
段，全线站台拆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有望在
国庆节前全面竣工运营。目前，B1 线南环路站、盐城中
学站BRT新站台已基本竣工，新建站台基础10座，完成
主体钢构10座，完成幕墙5座及智能化工程2座。

为更好地服务市民出行，发挥 BRT 的快速通勤作
用，市公交公司于7月23日下午2时起对南环路站、盐城
中学站进行试运营，并同步将B1线由海洋路站南延至南
环路站始发，同时增设蓝海路站临时停靠点。延伸后线
路首末班发车时间保持不变。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这两个站台处于试运营阶段，需进一步调试
和完善，请广大市民理解与支持，后续其他站台也将分
批逐步投入试运营。 （来源：盐城新闻网）

市区南环路、盐城中学BRT新站台试运营 B1线南延至南环路站始发

热点 关注

近日，盐都区教育局透露，潘黄实验学校新校区今
年 9 月将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占地 137.43 亩，建筑面积
60042 平方米。小学 6 轨 36 个班，初中部 12 轨 36 个班，
可容纳中小学生 3000 多人。据介绍，学校功能齐全，设
施配套，环境优美，主要建筑包括教学楼群、食堂、体育
馆和剧场等。

7月中旬，新校区开始试运转并开展招生工作。新校
区的投入使用，将极大改善潘黄实验学校的办学条件，满
足周边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学校将于7月25日至
7月31日开展新生线下报名登记工作。 （来源：盐都人）

好消息！这所新学校建成，看看在你家附近吗？

如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7 月
23 日，《江苏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及农村养老服务双提升工作方案》出炉，
最新“升级方案”将鼓励“开门办院”，用
三年时间全面提升省内近千家农村敬老
院的软硬件服务水平。

调查显示，广大农村失能失智老人
的刚需，是养老“离家不离村”。为了保
障农村老人就近养老的需求，根据部署，
到 2022 年底前，每个涉农县（市、区）至
少要建有 1 所失能（失智）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服务机构、建成 3 所农村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

江苏是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和老年
人口较多的省份，据统计，全省60周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1805.3万人，占户籍人口
的 23.04%，比全国平均高出 5.13 个百分
点。当前，农村养老已成整个养老服务
体系的“最短板”。与城市老人相比，农
村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经济收入更低，
特别是苏北地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
留守空巢老人甚至空巢村现象严重。

目前，全省有 950 多家农村敬老院，
10 多万张床位，主要兜底保障农村“五
保”老人，大多数不对社会老人开放。但
这部分特困老人数量有限，投入大量资金
建设的敬老院常年入住率只有四成。当
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村敬老院不具
备医疗服务功能，满足不了失能失智老人
护理需求，导致床位空置率较高；另一方
面大批农村空巢、高龄、失能老人无人照
料，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为此，此次《方案》提出，对全省敬
老院和服务设施进行必要的改（扩）建，
提升农村失能（失智）特困人员集中照护
能力。优先满足辖区内所有生活不能自
理特困人员集中照护需求，重点为特困

人员、经济困难的失能（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困难老年人提供无偿或低偿托养服务。

在保障特困人员的基础上，敬老院“开门办院”是趋
势，敬老院将在今后几年里逐步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敬老院
今后还可交由社会力量承接，并标配基础医疗服务，向
广大农村老人提供低偿、有偿服务，有效利用闲置资
源。今后，一个区域中心要覆盖周边 2-3 个乡镇特困人
员供养、社会化住养服务需求。

《方案》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对辖区内特困人员和老
年人群体的数量变化、健康状况、集中供养需求等进行评估，
联合相关部门科学制定计划，明确本地区专项提升的目标任
务、改造标准、实施步骤、责任主体、资金保障等内容；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探索建设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联合体。

省民政厅同步印发了《江苏省失能（失智）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服务机构设置标准》《江苏省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设置标准》，明确机构的设置标准，涵盖建筑用
房、设施设备、适老化改造、床位照护、居家服务、消防安
全等各方面。《方案》对今年的升级改造也提出明确目
标，各设区市年底前要在所辖的 2 个（苏北地区 1 个）涉
农县（市、区）建有 1 所失能（失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
务机构、市域内建有 2 所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在全
市范围立标示范、探索经验。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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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高新区
盐渎街道组织街道卫生
院业务精湛的优秀医务
人员为辖区69名热血应
征青年进行身高、体重、
视力等外科项目初检，严
把征兵工作初检初审关，
确保向国防建设输送优
质兵员。图为新兵体检
现场。
朱立平 周 锋 徐兆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