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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近年来城乡生活垃圾增长迅速，如何解
决垃圾减量、资源无害化利用成为人们
关注的话题。预计到 2030年，我省将实
现全省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全覆盖。

我省近日印发《山西省垃圾焚烧
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23 年修订）》

（简称《专项规划》），预计到 2030年，山
西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处 理 能 力 33090 吨
日。其中，焚烧发电处理能力 32050吨
日，装机规模 728.5兆瓦。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山西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100个，处理能力 34075吨日。其中，填
埋设施 81个，处理能力 15715吨日；焚
烧设施 19个，处理能力 18360吨日。山
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展迅速，为
解决“垃圾围城”“垃圾上山下乡”等问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专项规划》表明，
目前，山西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布局不
均衡，主要布局在地级市和县级市，县
级及以下地区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填埋
为主。此外，山西还存在生活垃圾焚

烧设施服务范围不合理，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机组配置不科学等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专项规划》明确
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人口分布等因素，科学规划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设施布局，鼓励跨区域共
建共享建设焚烧处理设施，提升生活
垃圾焚烧处置区域服务水平。《专项规
划》鼓励推行特许经营和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各类经济实体
参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

记 者 了 解 到 ，太 原 市 从 今 年 至
2030年，在保障运行经济性的前提下，
将健全与焚烧处理能力相匹配的收运
系统，扩大设施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由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尖草坪
区、万柏林区、晋源区、清徐县、阳曲县
逐步扩大到古交市、娄烦县，确保现有
设施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到 2030 年
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4800
吨日，装机规模达到 110 兆瓦。同时，

储备古交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处理能力 500吨日，装机规模 12兆瓦，
根据规划期内生活垃圾清运量实际情
况适时启动。

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面，《专项
规划》明确，构建与末端处理能力相适
应的县级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方式，相
应配备生活垃圾投放设施，避免出现

“先分后混”；鼓励建制镇及农村地区
推行简便易行的分类方式和资源化利
用方式。

针对公众关心的选址问题，《专项
规划》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项目须远离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依法依规避让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区
域，合理确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常
住居民居住场所、农用地、地表水体以
及其他敏感对象之间的位置关系，严
格控制垃圾焚烧对周边区域的生态环
境影响。 （张磊）

据《山西晚报》

线上线下招聘会接续不断、拓展基层服务项目就业岗
位、实施 3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今年以来，省人社
厅启动实施了 2023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
划，聚焦岗位拓展、服务优化、能力提升、权益维护等方面，
推出十大专项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

一是实施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实行动。鼓
励中小微企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不折不扣落实社保补贴、
岗位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推行网上经办、
直补快办等办理模式，激励市场主体更多吸纳就业。

二是实施公共部门稳岗扩岗行动。加强与有关部门协
同联动，做好公共岗位开发，稳定政策性岗位、省属国企招
录招聘规模，挖掘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
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会，拓展岗位。

三是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服务支持行动，落实
“创业主体培育”计划，继续实施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归集
简办”政策，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首次创业并带动
1人以上就业的，按规定给予 1.5万元的资金扶持，开展多元
化创业指导和交流活动，支持创业创新。

四是实施“职引未来”系列招聘行动。连续举办了“惠
民生促就业”强化就业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交流大会、山西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等系列活动，共举办线
上线下招聘会 1100余场，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更
多对接机会。

五是实施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行动，为主要高校配备
人社服务专员，对接了解学生需求，对部分就业压力大的高
校，开展人社局长结对帮扶，讲政策、做指导、送岗位。行动
开始以来，举办宣讲 30余次，大规模职业指导近 60次，服务
毕业生 3.5万余人。

六是实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离校前，
向高校毕业生发出公开信，提前告知求职途径、招聘渠道、
机构目录及政策清单。离校后，对未就业毕业生，建立实名
台账，开展就业帮扶，提供“131”服务，即，提供一次职业指
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

七是实施青年专项技能提升行动。将有培训意愿的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全部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开展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给予阶梯式取证补贴，引导青年走技能成才
之路。

八是实施就业见习质量提升行动。实施 3万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计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企业
等广泛募集见习岗位，为更多毕业生提供实践锻炼的机
会。截至 6月底，全省就业见习岗位数 2.9万个，其中，新增

见习岗位数 1.12万个，同比增长 49%。
九是实施就业困难结对帮扶行动。聚焦脱贫家庭、城

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建立就业
帮扶机制，实施动态管理，将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标准由 1000
元人提高到 1200元人，惠及全省 7.6万名就业困难的应届毕
业生。

十是实施就业权益护航行动。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清
理整顿，开展普法宣传，维护高校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暑期来临，各种培训机构的广告
蜂拥而至，各类科目补习班、夏令营培
训班以及中高考招生骗局层出不穷，7
月 18日，针对此类消费纠纷，省消费者
协会发布暑期招生培训消费警示。

谨防广告虚假宣传。家长和学生

首先要了解培训班是否经有关部门批
准，要看清办学许可证上规定的办学
地点、办学范围等内容是否与实际相
符，要对办学方的教学方式、师资力量
等综合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谨防“免费试听”陷阱。家长和学
生要谨防“试听”噱头，许多培训班都
以先“试听”再交费的方式来吸引家长
和学生，交了全费后，一旦出现更换讲
师或教学质量下降等情况，家长要求
退费时，办学方则以已经试听且是自
愿选择为由拒绝退费。

谨防协议中暗藏“猫腻”。家长在
为孩子报名培训前应对培训班的教学
时间、师资配备、课时费、资料费以及
退费条件等内容进行详细了解，最好
签订相关协议，特别要对退费条件及
明细部分格外留意。

谨防虚假招生信息。当前正值中
高考招生录取阶段，个别不法机构和人
员通过炮制并不存在的学历教育“学
校”，发布虚假招生信息，发放虚假高
中、大学录取通知书，骗取考生钱财。

谨防校外培训变质变味。一些培
训机构采取商业化营销模式，做广告、
拼低价，甚至用收来的学费做投资、搞
投机。个别培训机构采用“白条”“教
育贷”等金融促销手段吸引学生。家
长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培训机构
的真实目的，防止上当受骗。

省消协提醒家长们，要保护好自
身合法权益，从自身做起，携手积极参
与对校外培训的监督，共同规范校外
培训行为，维护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合
法权益。 （孟婷）

据《山西日报》

7 月 17 日 ，省 人 社 厅、
省财政厅下发《关于 2023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 通
知》），决定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已
按规定办理退休（职）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

此次调整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
结合的办法。定额调整部
分标准是，调整范围内的退
休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增 加 42
元。挂钩调整部分标准是，
退休人员按本人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
算工龄）每满 1年（不满 1年
的计为 1 年）每月增加 1.33
元，缴费年限不满 10年的按
10 年计算。再按本人基本
养老金水平的 1.2%增加基
本养老金。

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
的基础上，还对符合条件的
群体进行倾斜调整。第一，
对 2022年 12月 31日前年满
70 周岁不足 75 周岁的退休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再 增 加 30
元；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年满 75 周岁不足 80 周岁的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31 元；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32
元。第二，一类艰苦边远地
区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
加 6元。二类艰苦边远地区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11元。第三，企业退休军转
干部本次调整后月基本养
老金低于全省企业退休人
员月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的，予以补足。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倾斜调整三项相
加，即是今年基本养老金增
加部分。

《通知》要求，7 月 31 日
前将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到位。（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省人社厅：

十大专项行动推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创业

《山西省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23年修订)》印发,预计到2030年——

全省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实现全覆盖

省消协发布暑期招生培训消费警示

共同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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