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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4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
省多地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其中，临
汾市侯马市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97
名，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0名，引进高
层次紧缺急需人才 11名；吕梁市岚县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到村工作人员 92名；忻州市河曲县部
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74名。

侯马市公开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
式进行。报名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2 日 9
时至 2024年 1月 6日 18时，报名网址：侯
马 市 人 民 政 府 网（www.houma.gov.cn）。
所聘人员实行聘用制和试用期制度，试
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

经考核合格后，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
的，解除聘用关系。

岚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92 名，包括教育系统幼儿教师 55 名、本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村工作人员 7
名、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0 名，其中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专门岗位 10 名。本
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
时间：2024年 1月 4日 9时—2024年 1月
8日 18时。报名网址为吕梁人事人才网

（httpwww. llrc.com.cn）。事业单位与聘
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为聘用人员办理
聘用手续。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
试用期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关系。

河曲县本次招聘涉及卫健系统所属
事业单位 14个，招聘名额 61名；其他事业
单位 4个，招聘名额 13名，共 74名。报名
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考人员可
于 2023年 12月 28日—2024年 1月 2日 24
时登录忻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
网人事考试专栏（httprsj.sxxz.gov.cnrsks）
报名。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
包含在聘期内，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解
除聘用关系。用人单位与新聘人员在《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书》中约定 5年
服务期限，并明确违约责任和相关要求，
服务期内不得借调、调动。 （武佳）

据《山西晚报》

12月 21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
《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
见》有关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

一个统筹、六项任务、三类村分类推进、六项政策举措

学习践行学习践行““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经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省住建厅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工作。

强化体系建设。会同省农业农村厅
等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实施方案》，
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设施设备、加强运行
管理，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向自然村延伸覆盖。

强化分类处置。指导各地因地制宜，
灵活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模式。

强化法治引领。积极配合省人大完
成了《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立法工
作，对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作出了专门章节
的特别规定，目前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将于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强化资金保障。省住建厅会同省财
政厅共同出台了《乡村环境治理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建立了制度化、常态化的省级
资金保障长效机制。

强化技术支撑。严格落实国家标准，
编制印发了《山西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处置指南（试行）》，从农村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收集、转运、处置等方面提出了技
术要求，进一步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工作。

（郭卫艳）
据《山西晚报》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了《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统
筹、六项任务、三类村分类推进、六项政策
举措。

一个统筹：就是坚持统筹城乡融合发
展，将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与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相结合，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
城、协同发展。

六项任务：就是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和厕所革命；推动县域内城乡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社会治理、要素
流动“五个融合”；发展乡村优势特色产
业，坚持“特”“优”战略，做好“土特产”文
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推动一二三产业互补、农文旅融合、农
工商互动；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生态乡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农
村建设成为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美
好家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

三类村分类推进：就是将全省行政村
按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环境整治村分
类建设。精品示范村以巩固完善、创建精
品、示范引领为重点，率先建成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提档升级村以补短板、提标准为重
点，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环境整治村以
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持续提升农民生产
生活水平。到 2027年全省建成 1000个以
上精品示范村，10000个左右的村提档升
级，所有村实现干净、整洁、有序。

六项政策举措：就是强化组织领导，
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五级书记一起
抓、四级政府齐发力；强化资金投入，建立
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
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省级资金向农业
县、重点帮扶县倾斜；强化人才支撑，创新
乡村人才育、引、用机制；强化用地保障，
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需要；强化
项目管理，避免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强化
考核激励，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
容，每年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县进行表
扬和资金奖励。

强化财政投入保障。2024—2027
年，省级财政厅将累计筹集项目资金
100亿元以上，按照先行示范县、整体推
进县、重点帮扶县乡村常住人口将资金
切块到县，支持全省建设 1000个以上精
品示范村、10000个左右提档升级村。

强化专项债券保障。继续有序扩
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推
动学习践行“千万工程”领域项目、乡村
振兴债务项目强储备、提质量、优期限，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打包给予优先支持。

统筹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地方灵
活运用金融政策工具，将符合条件的项
目打包交由市场主体实施等方式，拓展
资金筹措渠道，逐步构建“财政引导、村
民筹集、社会投资”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统筹政策资金扶持。支持各地用
好用活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整合资

金优先用于当地“千万工程”领域亟须
发展的项目；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做好
相同领域不同类型项目和不同领域相
同类型项目衔接，促进功能互补、用途
衔接的涉农资金集中投入。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如果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千万
工程”的先手棋，那么产业振兴就是“千
万工程”的关键招。

打好农业“特”“优”牌。省农业农村
厅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我省“小杂粮王国”、北方中
药材重要生产基地、黄金畜牧生产带等
优势，打造全国优质小杂粮、中药材、畜
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加快补齐农
产品精深加工这块短板。统筹精深加工
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布局
建设农产品加工强县和农产品加工园
区，持续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
集群，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
农业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文化体育、
科技教育、健康养生和电子商务等产业
深度融合。

符合条件别错过！山西多地事业单位招聘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

省农业农村厅：产业振兴是“千万工程”的关键招

省住建厅：全面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省财政厅：
100亿资金切块到县

在规划和用地保障方面。突出规
划引领。在乡镇总体规划中，落实村庄
布局，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筑牢
生态保护红线、不断优化生活空间布
局，落实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大力助推
乡村振兴。省自然资源厅持续推进村
庄规划编制工作，2023 年计划完成村
庄规划编制 2610 个，2024 年力争完成
村庄规划编制 1470个，实现有条件、有
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

在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方面。推动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协调有
关部门，将目前我省实施的 11 个国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和 49个省级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所涉及的 200 余
个村庄，优先推选建成精品示范村。修
订已出台的山西省省级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管理办法，计划从 2024年起，将每
年财政专款 1.1 亿元，对全省主动开展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省自然资源厅：持续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