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25 日 发 布 通
知，部署启动 2023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自即日至 12
月，以 2023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的失业青年为对象，
强化政策落实、服务保障、权益维护、困难
帮扶，推动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和
登记失业青年尽早就业。

按照通知安排，6月底前，地市及以上
人社部门发出公开信或服务公告，亮出机
构名录、服务清单、招聘渠道、求助途径，

为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供求职指引和
便利。各地人社部门对登记失业青年信
息进行全面摸排，形成台账。7月底前，省
级人社部门对接教育部门和高校，完成未
就业毕业生信息移交，建立 2023 届未就
业毕业生帮扶台账。

通知要求，针对未就业困难毕业生及
长期失业青年，组织结对帮扶，制定“一人
一策”帮扶计划，优先提供各类就业服务，
对长期失业青年组织实践引导活动，激发
就业内生动力。

通知还提出，推进就业政策落实落
地，向毕业生等青年推送就业创业政策清
单，通过数据比对，精准识别政策对象。
举办毕业生等青年专场招聘，加密线上线
下招聘。提供便捷可及就业服务，实施青
年专项技能培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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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权益保障，整治虚假招聘、就业
歧视等违法行为，同时引导未就业毕业生
等青年转变就业观念，多渠道就业创业。

据新华社

我省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将
在成绩公布后进行，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6
月 22日发布公告，对网上填报志愿时间进
行了具体安排。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
工作分五个阶段，其中，第一段具体时间为
6月 26日 8∶00—6月 27日 18∶00，填报提前
艺术、体育本科，提前本科一批，提前本科
二批，面向脱贫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
批本科，面向脱贫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
二批本科，免费医学定向、公费农科生等批
次院校志愿。

第二段具体时间为 7月 3日 8∶00—7月
5 日 18∶00，填报第一批本科（A、A1、B 类）
院校志愿（含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仅限“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公示合格的考生填报〉等特殊类
型招生院校志愿；定向、边防军人子女预科
班等特殊类型招生院校志愿）。

第三段具体时间为 7 月 22 日 8∶00—7
月 24 日 18∶00，填报第二批本科（A、B 类）
院校志愿（含高水平运动队、定向、边防军
人子女预科班等特殊类型招生院校志愿）。

第四段具体时间为 8月 4日 8∶00—8月

5日 18∶00，填报本科第二批 C类院校志愿，
高本贯通培养批院校志愿及提前录取的专
科（高职）院校批志愿。

第五段具体时间为 8月 10日 8∶00—8月
13日18∶00，填报专科（高职）院校批志愿。

省招考中心提醒考生严格按照公布的
时间安排填报志愿，逾期将无法填报当批
次志愿。

（李林霞）
据《山西日报》

6 月 20 日 ，山 西 省 民 政 厅 召 开 发 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再提高。

残疾人“两项补贴”是指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了进一
步发挥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民生兜底保障
功能，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再提高。
2023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提高到 80元
人/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提高到 105 元
人/月，比上一年分别提高 9 元和 11 元。我

省已全面完成提标任务。截至 5月底，我省
共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 25.28 万
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 42.64万人。

同时，落实好残疾人“两项补贴”扩面
政策。从 2023年 1月 1日起，扩大残疾人两
项补贴范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扩
大到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范围扩大到三、四级智力、精神残
疾人。山西省民政厅指导市县加强政策宣
传和贯彻落实，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
知晓、及时申请并纳入补贴范围，将政策落
到实处。截至 5月底，我省已将 0.34万低保
边缘家庭残疾人和 3.65万三、四级智力、精
神残疾人纳入了补贴范围，惠及了更多的
残疾人群体。

与此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指导各
地提高信息化工作水平，依托全国残疾人
两项补贴信息系统，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统
一受理补贴资格认定“跨省通办”和“全程
网办”申请，有效满足了残疾人异地和线上
申领两项补贴的需求。

（郭卫艳）
据《山西晚报》

日前，山西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
2030年）（以下简称“方案”）出台。我省将在九大重点领域开
展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到 2030 年，全省在煤炭、非常规天然
气、氢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能源互联网、先进储能、重点
行业节能减碳、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利用等多领域，突破一批
基础前沿难题，攻克一批低碳、零碳、负碳关键共性技术，新
建 50家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新型研发
机构等省级创新平台，培育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我省科
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为我国
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贡献山西科技力量。

“方案”明确提出，全省将在九大重点领域开展科技创新
行动：一、开展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技术攻关示范行动，以
推进煤炭和煤电、煤电和新能源、煤炭和煤化工、煤炭产业和
数字技术、煤炭产业和降碳技术“五个一体化”为主攻方向，
努力探索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技术发展新路径。二、开展
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攻关示范行动，大力发展光伏光热关键
核心技术，开发新一代高效硅基光伏电池、钙钛矿晶硅叠层
电池、大面积柔性钙钛矿电池、低成本高效率柔性聚合物电
池、高效低成本集热、大规模储热、相变储热、多能互补供暖
等技术与装备。三、开展非常规天然气和氢能开发利用技术
攻关示范行动，围绕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深入开展深部
煤层气勘查开发、煤层气致密气页岩气“三气”综合开发、地
下储气库建设与运维等技术攻关，重点研发非常规天然气尤
其是煤矿区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及国产化
装备，开展煤炭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开发技术攻关和工
程示范等。四、开展能源互联网与先进储能技术攻关示范行
动，突破新能源比例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互联
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并网、分布
式能源、交直流混联电网安全高效运行、多能互补耦合应
用、电能路由器、柔性多状态开关技术等。五、开展重点行
业领域节能减碳技术攻关示范行动，围绕钢铁、化工、水泥、
有色冶金等重点耗能行业，开展钢铁短流程和氢冶金等流
程再造技术研发与示范，加大工业过程余热、余压、废水、废
渣等能量、物质回收利用等；聚焦新能源汽车领域绿色低碳
发展，突破动力电池、燃料电池、高效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
技术，开展新能源客车、物流车、重卡等整车关键技术攻关，
提升汽车领域新能源替代和智能化水平；推动传统产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促进 5G、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提
升工业全过程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精准监测技术，以低碳
技术驱动生产过程减排，以数字创新赋能工业低碳发展。
六、开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及碳汇技术攻关示范行动，大
力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攻克二氧化碳捕集、压缩
与运输、转化利用、地质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技术，前瞻布局
空气直接捕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和新能源耦合等颠覆性
技术研发；开展万吨级以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程技术
示范，促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集群化发展，实现二氧化
碳大规模转化利用。七、开展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提升行动，
加强全省碳达峰碳中和领域重大创新平台基地顶层设计，构
建布局合理、梯次衔接的创新基地体系。举全省之力谋划
建设碳中和领域重大创新平台，加大碳达峰碳中和领域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
平台建设。八、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加大企业创新
普惠性政策供给，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建设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鼓励产学研合作协同
创新，围绕碳达峰碳中和领域企业技术创新和公共科技服
务需求，做大做强科技服务。九、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交流行
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技术资源，支持省内单位与国外高科
技企业、高校院所联合开展合作研发、共建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积极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

（沈佳）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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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网上填报志愿具体时间出炉

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再提高

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