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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等十部门：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
站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
村部、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
就业，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高质
量发展。

　　《意见》明确稳定和扩大
农民工就业，坚持外出就业与
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
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优化场
地、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农民工返乡创业。聚焦农民工
求职意愿和技能培训需求，发
挥行业企业、院校、公共实训
基地等作用，加强农民工技能
提升。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稳定脱贫人口就业。

　　《意见》强调维护农民工
劳动保障权益，督促企业遵守
劳动合同、劳务派遣、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有关制
度，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完善
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加强农民
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农民工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等建设，
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等权
益。推动农民工参加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

维护其社保权益。
　　《意见》提出促进进城农
民工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进一步放开放宽城镇落户
限制，推动有意愿的进城农民
工在城镇落户，并保障进城落
户农民工合法土地权益。开展
新市民培训，加强随迁子女教
育保障、住房保障，促进农民
工就地就近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

口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加强农
民工关心关爱等，促进农民工
融入城市，提升农民工市民化
质量。
　　《意见》要求统筹多部门
力量强化农民工服务保障，推
行为农民工办实事清单制度，
加强农民工党建引领，按规定
对优秀农民工和在农民工工作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给予表彰奖励。

世粮署发布 2025年展望报告 吁筹集资金满足粮食需求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22日发布《2025年全球展望》
报告，呼吁筹集 169 亿美元资
金以满足全球粮食需求。
　　报告显示，74 个国家
的 3.43 亿人面临突发性粮食
不安全问题，较去年增加了
1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

1.7 亿人处于突发性粮食不安
全状况，占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5 年预计资金需求的 50%。
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令
人担忧，加沙地带、叙利亚和
也门受灾最为严重。在亚太地
区，受气候变化影响，8800
万人面临着突发性饥饿的严重

威胁。
　　报告称，不断升级和叠加
的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冲击
引发了一系列全球危机，将饥
饿问题推向历史新高，人道主
义援助需求持续增长。然而，
2024 年的资金短缺问题迫使
世界粮食计划署缩减援助规

模，一些最脆弱的人群往往难
以获得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
辛迪·麦凯恩表示，毁灭性的
冲突、频繁的气候灾害和波及
广泛的经济动荡导致全球人道
主义需求不断增长。然而，资
金支持却无法与之匹配。“世

界粮食计划署致力于消除饥
饿，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亟需国际社会的财政和外交支
持，以扭转全球需求不断增长
的趋势，并帮助脆弱群体建设
应对粮食不安全问题的长期韧
性。”

中国省会城市崛起 与欧美老牌城市同台竞技
　　北京再次荣登自然指数全
球科研城市排行榜榜首。这也
是自 2016 年以来，北京连续
8年在该榜单中排第 1名。
　　11 月 21 日，科技创新中
心与科研城市论坛在清华大学
举行。施普林格·自然在该论
坛上发布的《自然指数 -科研
城市 2024》显示，中国的科
研产出继续强势增长，北京再
次登顶科研城市榜首，且优势
进一步扩大。

　　在全球前 10 大科研城市
中，中国占到了 5席，分别是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
汉。美国有 4个城市上榜。第
10 名为日本东京都市圈。
　　施普林格·自然相关负责
人解读时表示，今年，上海取
代纽约成为第 2名，纽约跌至
第 3位，这也进一步巩固了这
一趋势。纵观今年的科研城市，
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省
会城市的崛起。从西部的成都

到东部的合肥，有些省会城市
虽然不为西方国家熟知，但正
在与欧美的一些老牌科研中心
同台竞技。
　　在该论坛上，清华大学产
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发
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2024》(GIHI2024) 显示，北
京也上榜单，蝉联全球第三，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上海超越
巴黎、东京，上升至全球第七。
　　什么因素影响一个城市的

科技创新能力呢？清华大学副
校长杨斌在致辞中指出，科技
创新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创
新活动从未在真空中发生。一
个良性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
需要集聚创新制度、人才、大
学、科学基础设施、创业支持
以及科技金融服务等关键要
素。
　　世界知名学术机构施普林
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
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表示，一

个城市长期投资是决定起创新
能力的关键，另外人才的聚集，
良好的合作氛围，以及长期的
开发度都会影响城市的科技创
新能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朱学彦接受中新财
经采访时称，科研创新能力较
强的城市有一些共性，比如科
研资源大量集聚，人才大量集
聚，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集聚，
是生态整体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