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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
甫、通讯员单光临报道：“我之前在石河
子市参保，最近搬到了昌吉市居住。今
年我养老保险中断了两个月，想着年底
前把养老保险补缴上，就过来咨询了一
下这边的社保柜台，工作人员告诉我社
保业务实现‘兵地通办’了，不用再返回
石河子市，在这就可以办理兵团的续保
业务，我已经顺利把养老保险费缴上
了，节省了不少时间和人力。”12 月 10
日，在昌吉州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综合服
务窗口，办理完业务的市民李维霞感慨
道，现在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

兵地融合发展是国家作出的重大部
署。今年10月，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持续
探索深化兵地合作新模式，先后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石河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署

《兵地社会保险工作合作协议书》。根据
协议，双方以“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为原
则，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以线上服务平台相互提供高频事项
跨区域通办、线下低风险高频业务“系统
互嵌、相互授权”的方式，在全疆率先实
现29项社保服务线上线下“兵地通办”。

“线上业务主要依托全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政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APP、小程序
等，以及两地网上服务平台设立的服务
专区，相互提供高频事项兵地线上通办
服务；对于线下通办业务，流程相对简单
且不涉及后台审核的业务，如参保证明
查询打印、社会保险登记等业务，由线下
综合窗口直接办理；对于需流转至后台
审核的业务，如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由线
下综合窗口受理，流转至业务归属地审
核、办结、归档。”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综

合业务科科长贾樱丽告诉记者。
“我是兵团退休老党员，现在随子

女在昌吉市居住，计算党费需要提供退
休待遇证明，社区干部告诉我在昌吉市
就可以办理，不用再回奇台农场，真是
太方便了！”家住昌吉市华尔兹音乐城
小区的张先生说，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六师奇台农场的退休职工，多年来
他都习惯了到奇台县的社保部门做待
遇认证，顺便查询工资情况，搬到昌吉
市居住后，他发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社
保业务，别提多高兴了。

据悉，“兵地通办”的29项社保服务
事项，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单位参保证明
查询打印、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
打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与维护申
请、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与维护申
请、城乡居民养老停保、领取养老金人

员待遇资格认证等。
记者了解到，为让更多的兵地参保

群众了解“兵地通办”事项，享受到“兵地
通办”的便捷服务，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中心，以“社保服务进万家”系列
活动为契机，联合开展了“兵地联播 全
民参保”线上直播活动，互派业务骨干在

“昌吉社保”抖音和微信视频直播间为兵
地参保群众讲政策、答疑惑、送服务，有
效提升了社保政策知晓率。

“兵地通办”是推进政务服务跨区
域通办、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的一项重要
举措。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作为自治区

“兵地通办”的排头兵，将围绕兵地双方
合作协议，紧盯服务“小切口”，聚焦“高
效办成一件事”，不断拓展“兵地通办”
的广度和深度，切实解决企业、职工群
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
者任军、吴雨）记者 13 日从中国人民
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
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养老金融发展的

“规划图”。意见提出，到2028年，我国
养老金融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
基本实现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为加快建立完善养老金融体系，
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证监会、
国家医保局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
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从支持不同人群养老金融需求、
拓宽银发经济融资渠道、健全金融保
障体系、夯实金融服务基础、构建长
效机制等五方面提出16项重点举措。

意见指出，要聚焦不同老龄群体提

供多样化养老金融服务，支持备老群体
做好养老资金储备和财富规划，针对农
村养老需求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完
善金融支持银发经济的服务体系和管
理机制，扩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产业
集群发展的信贷投放，加大直接融资支
持力度，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

根据意见，我国将大力发展养老
保险一、二、三支柱，进一步推进商业
保险年金产品创新，加强养老金融产
品设计和投资管理，提升金融服务适
老化水平，加强老年人金融知识宣传
教育和消费权益保护，加大对涉老非
法金融活动的防范打击力度。完善制
度保障，加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
强化货币政策、保险监管、融资配套、
税收优惠等方面政策支持，强化统计
监测和效果评估。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建立养老金融工
作落实机制，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
章，助力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
者樊曦）记者从铁路12306科创中心
获悉，15 日，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端
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上线，符合条
件的旅客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 2025
年春运期间往返车票，重点群体旅客
春运出行将更加便利。

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4年12月15日至2025年2
月7日，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
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
员春运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3
日的火车票，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
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添加1个乘车
日期的5个“车次+席别”的组合，最多
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9名旅客预约。

务工人员可提交开车前17天（含）
以上的预约购票需求，最晚可预约
2025年2月23日的车票；在开车前17
天23时前在12306手机客户端提交购
票需求，在开车前16天查询兑现结果，
兑现成功后须在当日 23 时前支付票
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
团体标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要求
和测量方法》于日前正式发布。该标准
规定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的要求和
测量方法，适用于电视机及配发的通
用遥控器的开发、生产、应用和测量。

据悉，这项标准由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同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多家电视机厂商以
及遥控器方案商共同起草编制。它与
广电总局今年10月发布的《机顶盒通

用遥控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行业标
准一起，为消费者实现“一个遥控器
看电视”提供全方位技术标准保障，
将有效解决困扰消费者的“遥控器
多、操作复杂”问题。

今年以来，广电总局聚焦解决人民
群众关切，全力推进电视操作复杂治理
工作，一体化推进通用遥控器研发和标
准制定工作。目前，通用遥控器研发已
全面完成，2025年将启动应用推广。

来源：新华社

记者从海南省卫健委获悉，为积极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海南省近年来加
快健全普惠托育体系，今年以来已有
6250个托位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

据介绍，海南省将新增托位数纳
入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将托育、护理相
关职业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
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目录，2024年已
新增6250个托位，相关高等院校陆续
开设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此外，海南
省还要求到2025年各市县分别建成1
家以上公立型或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且在托覆盖率不低于30%。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潘文
利说，海南还持续提升基本生育和儿
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产科关爱
服务，减轻群众生育负担。

在生育政策支持方面，海南省加
快推进出生缺陷救助项目，2024年1
月至10月已免费为9.36万对怀孕夫
妇提供孕期地中海贫血筛诊服务，免
费为 7.38 万名新生儿提供先天性心
脏病、遗传代谢病及听力筛查服务。
海南省产假天数在国家规定基础上
增加 3 个月，生育津贴实现“免申即
享”。同时，海南省将13个辅助生殖类
和“无痛”分娩等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大幅降低生育医疗费用。

据了解，目前海南省已实现新生
儿“落地即参保”，参保一年享受两年
基本医保待遇。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海南省新生儿两年基本医保待遇
将由财政全额兜底，个人无需缴费。

来源：新华社

民生大小事

我州在全疆率先实现29项社保服务事项“兵地通办”

本报讯 记者巨海成报道：12
月 12 日，记者走进绿洲路街道香槟
社区石油花园网格党群服务驿站，
看到这里已经聚集了多家商户，包
括裁缝店、理发店、美甲美睫店以及
按摩理疗店等。这些商户都是社区
精心挑选的，与市面上的商业店铺
相比，这里的消费价格更加实惠，服
务质量却毫不逊色。“以前想剪个头
发或者做个美甲，都得去外面的商
业街，不仅路途远，价格也不便宜。”
居民张春香表示，“现在好了，党群
服务驿站里就有了这些服务，价格
实惠，还方便。”

据悉，这些商户都是免租入驻
的，不仅为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也
为自身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冬天
不好找工作，以前我就在家待着。现
在好了，我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在家门
口挣钱，也方便了街坊邻居。”裁缝铺
老板冯晓桐笑着说。

香槟社区石油花园网格长张晓
凡表示，引入免租商户是石油花园网
格党群服务驿站创新服务模式的一
部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党群服
务驿站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服
务中心。未来，香槟社区石油花园网
格党群服务驿站还将继续探索，不断
完善和优化服务内容，为社区居民提
供更加贴心、高效的服务。

信息快递

我国养老金融发展“规划图”来了

务工人员火车票开启在线预约

推进“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这项标准正式发布

他山之石

海南加快健全普惠托育体系

便民集市进社区 服务群众零距离

这个网格党群服务驿站凭实力“圈粉”

12月12日，在绿洲路街道香槟社区石油花园网格党群服务驿站，辖区居民一起学书法。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12月12日，在绿洲路街道香槟社区石油花园网格党群服
务驿站，顾客在美甲店做美甲。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12月12日，在绿洲路街道香槟社区石油花园网格党群服
务驿站，裁缝铺老板正在缝衣服。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在昌吉市绿洲路街道香槟社区，
有个网格党群服务驿站凭借各类“零
距离”的贴心服务，实力“圈粉”，它就
是石油花园网格党群服务驿站。

香槟社区围绕“睦邻”品牌，不断
推进“15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建设，
着力打造让居民满意的服务驿站，站
内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
旗、有书报、有制度“六有”标准，配备
多种设施设备，努力构建起一个集标
准化、集约化、智慧化、温馨化于一体
的“温暖停靠站”。

业务涵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与维护申
请、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与维护申请、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等

（上接02版）
二是“科技援疆”亮点频出。落实与

福建省、山西省“十四五”科技援疆战略
合作协议，联合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共
建“准东厦大研究院”“山东大学新疆研
究院”，投入 4000 万元援疆资金，实施
昌吉州科技馆、阜康市科技馆提升改造
项目，与福州大学、福建省农科院、山西
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实施27
项科技合作项目，在生物基新材料、纺
织服装、菌草种植、农机装备等领域实
现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转
化。深化“组团式”援疆，引进15个“小组
团”援疆团队、80 余名疆外专家来昌服
务，山西蓝焰集团煤层气开发援疆团队
立项自治区级“小组团”援疆示范点。选
派百名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实施“丝路同
源·智惠闽昌”智力援疆项目，助力昌吉
州乡村产业振兴。

三是“国际合作”再开新局。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发挥

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农业国
际科技合作主力军作用，支持“中国农
业科学院中亚农业研究中心”“‘一带一
路’中亚农作物种质改良推广科技创新
院”“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种业科技创
新中心”“中乌、中塔农业科技示范园”
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将昌吉州打
造成为面向中亚、辐射“一带一路”的农
业科技创新策源地。搭建中国与中亚各
国科研机构和企业交流平台，推动州内
企业与中亚 4 个国家 15 家科研院所签
署22项科技合作协议，联合开展科研项
目攻关、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成功举
办“中国—中亚棉花产业科技创新与合
作国际学术交流会”“中亚国家棉花生
产管理研修班”，20 位中外院士专家围
绕棉花产业提质增效进行主题报告，36
名中亚学员来昌培训，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领域进一步拓展。

打造科技成果全链条促转化“昌吉
模式”

问：昌吉州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怎
么样？

昌吉州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葛伟
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技术转移
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
合发展。昌吉州始终坚持需求拉动、供
给驱动双向发力，充分发挥“丝路联创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现有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平台和机构作用，推动高校、院
所、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
产力。

今年来，我们加强与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
等知名高等院校合作，推动“丝路联创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与“国家技术转移
海峡中心”“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等
5 个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实现连
接。自该中心运行以来，注册企业 289
家、高校 134 家、技术经理人 178 人，发
布科技成果486项、技术需求171项，推

动昌吉州企业与疆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线上技术交流对接96场次，达成合
作意向50余项，推动技术合同成交额突
破8亿元，服务覆盖乌鲁木齐、伊犁等9
个地州市，立足昌吉、带动全疆的辐射
效应成效显著。比如，我们支持泰昆集
团、中粮屯河、九圣禾种业等企业与科
研院校共建产业研究院、生物育种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转化应用了“棉花病
虫害绿色防控”“农情信息空天地高精
度高时效智能监测系统研发与应用”

“饲料原料有效养分动态预测”“优质酸
奶的乳酸菌发酵剂”等一批国际领先的
科技成果。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农业科技
示范、产业推广基地148个，推广应用先
进农业科技成果466项。宋美珍团队创
造棉花百亩攻关亩产750.3公斤高产纪
录；李少昆、梁晓玲等团队创造出玉米
最高亩产1663.25公斤，连续7次刷新全
国高产纪录，一项项科技成果为全疆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打造全疆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上接02版）
财为才用 做好人才经费保障

工作
问：昌吉州的人才投入真金白

银，请问在人才资金的管理使用方面
昌吉州有哪些新政策？

昌吉州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城
华：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部署要求，我们着眼解决人才反
映强烈的经费报销范围不明确、单位
开支标准不一、报销程序繁琐等堵点
难点问题，坚持先立后破、稳慎推进，
制定出台《昌吉州人才计划项目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

一是解决了人才资金使用范围
不清晰的问题。明确了人才计划项目
资金可以用于支付设备材料采购、学
术交流合作、专家咨询经费等13个具

体方向。
二是解决了资金审批使用繁琐

的问题。明确了资金拨付的流程，财
政部门和各单位审批拨付资金的时
限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三是解决了资金使用规定不详
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对于 3 个月
以上的人才培养培训项目，生活补
助经费一次性发放给本人；人才计
划项目所需专用设备、材料和服务
的采购，不受单位通用资产限额限
制。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且单项金
额未达到 50 万元的货物或服务项
目，可采取询价等方式由单位或个
人采购。

四是解决了资金使用周期不够
灵活的问题。跨年度实施的计划项
目，拨付资金当年未使用完的，可结
转至次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