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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严
赋憬 陈炜伟）记者13日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明确2025年国家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右、在
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
企业等一系列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
长刘明表示，方案发布是持续深化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对于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
人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方案内容包
括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夯实
职业院校发展基础、建设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

激励扶持组合举措等5方面重点任务。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

案鼓励引导职教院校优先发展先进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
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
建设护理、康养、托育、家政等一批人
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冶金、医药、
建材、轻纺等领域的一批传统专业，撤
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
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
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
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在政策举措方面，方案在全面梳
理现有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
策举措的基础上，针对产教融合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创新激励扶持举
措，形成指导性政策文件，进一步健

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
式激励，支持地方出台符合本地实际
的落地政策。

投资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
设，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每所
支持额度不超过8000万元，中职院
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
财税上，产教融合型企业兴办职业教
育的投资符合规定的，可按投资额
30％的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土地上，企业投
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
学校的建设用地，按教育用地管理，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通过划拨
方式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租
赁方式取得土地。

辽上京遗址考古取得新突破
首次确认宫城位置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3
日电（记者贾立君）日前，在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
旗举行的首届辽上京文化论
坛上，专家介绍，辽上京遗址
考古取得系列新突破。

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董新林说，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
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
京考古队，从2011年起通过
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首次
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
规模。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
东，平面呈近方形，东、南、西
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
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
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
了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
制结构及其年代。

同时，首次发现并确认
了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
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
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
路遗址，呈东西向轴线布局。
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
门三道格局，皇城西门和宫城
西门、宫城南门均为单门道，
宫城东门外大街的宽度至少
是南门外大街的2倍。这些新
发现从考古学上证明辽上京
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推
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布局
和规划理念的研究。

考古队还了解到，城门
主要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
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
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
两种。进一步对多种类型遗

址的发掘，获得了研究辽代
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
发展等难得的考古资料。

特别是，考古队根据出
土遗迹和遗物，确认了西山
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
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
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
的建筑之一。位于中央的大
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
的泥塑佛教造像，引起国内
外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布
局和沿革，将产生非常重要
的影响。

“重要遗物编年断代，也
有新突破。”董新林说，辽上
京遗址包含辽朝、金朝和元
朝早期不同时段，是属于古
古叠压的大遗址。以往学者
很难分清辽朝和金朝的瓦
当。考古队通过勘探和发
掘，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
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
情况，获得一系列地层关系
清晰明确的瓦当和瓷器等重
要遗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遗
物的年代序列，为推定遗址
时代建立基础，有效推进对
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
等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
镇南，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
一。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公
元907年－1125年），先后建
有5京，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
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
首都。

石家庄向北京
输送专业化家政服务人员

随着人口
老龄化和生育
政策的调整，家
政服务市场的
需 求 不 断 增
加。今年，石家
庄市积极培育
家政服务品牌，
在京冀家政供
需上搭建对接
桥梁，向北京输
送专业化家政
服务人员，为北京提供更多
优质家政服务。

石家庄市元氏县通过与
北京知名家政服务公司建立
合作，打造出“元嫂”家政服
务品牌，安排培训合格并具
有实际上岗经验的家政服务
人员直接就业。不久前，“元
氏——北京家政直通车”向
北京进发，22名经过专业培
训的家政从业者开启赴京就
业之路。

据元氏县总工会常务副
主席康少峰介绍，元氏县瞄
定待就业群体，利用线上授
课＋线下实操考评的方式培
训育婴、催乳、母婴护理、养
老护理等项目。同时，设立
夫妻岗，拓展在安保、快递、
餐饮服务等就业类别，实现
夫妻团聚和同步就业。今年
以来，总共为北京输送家政
从业者398名。

2019年4月，石家庄市在
北京设立首个家政输出基
地。目前，基地已发展成为

集劳务输出、家政培训、行业
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家庭
服务“一站式综合体”。

“我们在北京已经举办了
75场的劳务输出双选对接会，
与北京42家家政企业成功签
订劳务输出协议，定期输送所
需家政人员，保障从业者快速
就业。”家政输出基地负责人
王仁良表示，截至目前，家政
输出基地已与石家庄市95家
家政企业签订了企业加速服
务协议，成功输送2400余名
家政人员在北京就业。

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张会革表示，
家政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
对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
石家庄将着力从提高家政从
业人员服务技能、发展员工
制服务行业企业、增加家政
服务有效供给、改善家政服
务人员从业环境等方面持续
发力，推进家政服务业转型
升级和规范化发展。 新华社

在石家庄市元氏县诚悦家政育婴课上，学员
学习如何给婴儿洗澡。新华社记者 王昆 摄

世界献血者日：

科学认识输血，保障血液安全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李恒）血液是一种无法人工合成、也
不能长期保存的无法替代的宝贵资
源。2023年6月14日是第20个世界
献血者日。专家提示，科学认识输
血，适量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希望
更多公众能够加入无偿献血者队
伍，保障临床血液安全供应。

无偿献血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社会公益事业。1998
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
协作、社会支持、公众参与”的无偿
献血工作格局。25年来，无偿献血
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全球血液安全报告》
显示，我国在无偿献血总量、血液安
全水平和临床合理用血等方面位居
全球前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口号，
结合我国无偿献血发展情况，2023
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
是：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活动主题
是：汇聚青春正能量，无偿献血传爱
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世界献血者日旨在
颂扬无偿献血者通过献血拯救他人
生命、改善他人健康的奉献行为，也
呼吁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能够定期
参加无偿献血。

“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不超过
自身总血量的13％，对身体没有不良
影响。”北京协和医院输血科主任甘
佳介绍，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总血量约
占体重的8％，以一个体重50公斤的
成年人为例，其体内的血液为4000
至5000毫升，一次献血200至400毫
升，即占人体总血量的5％至10％，失
去的血容量可以很快从组织间液和
饮用水中得到补充，血细胞在一个月
内就可恢复到原有水平。

足量、安全、持续地血液供应，
是开展临床医疗救治和患者生命安
全的重要保障。甘佳介绍，输血治
疗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临床治疗手
段，主要应用于创伤、产科围产期出
血和手术出血、其他出血性疾病
等。此外，输血治疗也用于血液系
统疾病以及肿瘤放化疗之后的骨髓
抑制患者。

如何避免经输血传播疾病？专
家表示，在医疗过程中，除必须接受
输血救治外，应尽量避免异体输
血。同时，一些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还会通过不洁净的针刺过程发生，
所以针刺、注射治疗以及打耳洞等
要选择正规机构。这些病原微生物
还可能通过性接触和体液传播，要
避免不洁的性行为。

此外，要保持合理饮食、充足休
息和适量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拥有健康
的血液。

为加强全国血站服务体系能力
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血液安全供
应水平，2021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全国血站服务体系建设发
展规划（2021—2025年）》明确，到
2025年，全国血站服务体系进一步
完善，各级血站规模和服务体系显
著提升，无偿献血采集量进一步增
加，建立血液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
制，完善血液联动保障机制，血液供
应保障公平性和可及性持续提升，
血液质量安全水平稳居全球前列。

▲鸟瞰宁海县强蛟镇（6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

▶6月13日，人们在强蛟镇一处花海景观游览（无
人机照片）。

浙江省宁海县强蛟镇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半岛小
镇，拥有海、湾、岛、滩等自然资源。近年来，当地聚力
打造全域旅游大景区，串联起海岛、景区、村庄，推出赶
海赏岛、乡村民宿、海上垂钓等特色滨海游产品，有力
推动共建共富和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浙江宁海浙江宁海：：

美丽半岛小镇盛开美丽半岛小镇盛开““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