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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省教育厅副厅
长朱超华介绍，近年来，广东省
教育系统着力推进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十三五”期间，全省
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223.4
万个，新增公办中小学校 623
所。“十四五”期间，全省计划新
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375 万
个，努力保障充足的学位供给。

针对“乡村弱”问题，省财
政投入22亿元、地方财政投入
34亿元资金用于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累计完成1837所农村
寄宿制学校改造达标建设，新
增寄宿学位398042个，减少教
学点570个。

同时，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就
学权利。2021年，全省随迁子
女公办学校（含政府购买民办学
校学位）就读比例达87.27%，较
2016年提高32.4%。连续实施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省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8.66%。狠抓控辍保学，确保
一个都不能少，近年来全省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5%
以上。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方面，目前全省已成立 400 多
个中小学幼儿园教育集团。
2021年，全省共遴选培育71个
省级优质教育集团。积极推动
各地申报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先行县，全省共有 7 个
县（市、区）入选国家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先行县，入选数量居
全国第一。

此外，深入推进“双减”工
作。全省义务教育学校100%建
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100%
做到了作业管理“压总量、控时
间”；需开设课后服务的义务教
育学校100%提供了课后服务，
参加学生数764.36万人，参与率
达 72.15%，课后服务已基本达
到两个“全覆盖”。

就业是民生保障大事。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谢忠保表示，近年来，广东就业
优先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连续
出台1.0至3.0版促进就业政策，
打出援企稳岗扩就业“政策组合
拳”，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稳
岗位，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
计超过700万人，年度平均城镇
调查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重点群体就业更加稳定。
2020年以来连续三年实施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近两
年年底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均

超过90%；持续完善省际劳务协
作机制，切实促进异地务工人员
有序流动、稳定就业、融入发展，
帮助3000多万异地务工人员稳
定就业，其中外省脱贫劳动力
400多万，占东部八省份44%。

就业增收品牌的实效更加
凸显。深入实施“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
程，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打
造一批“厨师村”“技工村”“月
嫂村”，有效促进了广大群众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建
成了全国最大的技工教育体

系 ，技 师 学 院 实 现 地 市 全 覆
盖。三项工程目前已成为广东
以技能提升促进稳定就业、带
动收入增长的利器，截至 2021
年底，累计培训 768 万人次，带
动就业创业237万人次。

7月 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发布会——保障和改善民生专场，广东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等相关负责人
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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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1 “十三五”新增义务教育
公办学位223.4万个

就业2 三项工程累计培训768万人次，
带动就业创业237万人次

在扎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
网方面，谢忠保介绍，广东不断
深化社保体制机制改革。

一方面，制度覆盖持续扩
大。截至2021年底，全省养老、
失业、工伤三大险种累计参保
1.56亿人次，社保卡累计持卡人
数1.16亿人次。

另一方面，待遇水平稳步提
高。连续1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十三五”时期
年均增长5.9%。2021年底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工伤伤残津贴、失业保险
金分别提高至 180 元、4803 元
和1732元。

纾困减负力度也持续加
大。2020 年遭遇疫情以来，通
过减免缓社保费、降低工伤和
失业保险费率、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发放失业补助金、发放就
业创业补贴和技能培训补贴等
措施，累计为市场主体纾困减
负超过2600亿元。

社会保障3 养老、失业、工伤三大险种累计参保1.56亿人次

省民政厅副厅长聂元松表
示，近年来，广东不断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形成了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供养、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
助、住房救助、临时救助、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 9
项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力量参
与的“9+1”社会救助制度体
系。2021 年出台的《关于改革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
案》进一步将“9+1”救助体系拓
展成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系，根据困难群众的个性化和

多元化需求给予服务类和其他
专项救助。同时，突破城乡、户
籍限制，将非户籍共同生活家
庭成员及在粤临时遇困的居民
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省政府连续12年将提高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纳入省的“十件民
生实事”。截至2021年底，年人
均 城 乡 低 保 标 准 分 别 达 到
10956元、8808元，与2017年底
相比较分别提高 36.3%、39%；
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标
准 分 别 为 年 人 均 18336 元 、

15288 元，较 2017 年底分别提
高 42.5%、68%。建立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水平，适
时启动联动机制，为困难群众
增发价格临时补贴，确保困难
群众不因物价上涨而影响基本
生活。

此外，不断壮大服务队伍，
全面实施“广东兜底民生服务
社会工作双百工程”，目前已配
备1.4万社工为困难群众提供专
业服务，力争今年底前配备近3
万名社工。

社会救助4 突破城乡户籍限制，更多遇困居民纳入救助范围

卫生健康5 边远地区群众也能享受大医院优质医疗服务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绩单”

“双减”推进 课后服务参与率
1.0至3.0版 促就业政策不断更新

72.15%

深圳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资料图）就业

教育
校园体育课提质增效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养老
护工为老人剪指甲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逐梦湾区湾区
·我和我的大湾区

逐梦湾区湾区
·我在广东任公职

香港青年、广州南沙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公务员黄钊逸：

当好南沙与港澳的沟通桥梁

2020年 11月，通过参加
广东省首批定向港澳招录公
务员考试，香港籍青年黄钊
逸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
被南沙区商务局录用，成为
内地首批港澳籍公务员。

一年多来，黄钊逸活跃
在南沙招商引资一线，当好

南沙与港澳的沟通桥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湾区建
设添砖加瓦。他说，“南沙已
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大湾区
发展潜力巨大，希望更多的
港澳青年能来大湾区内地城
市走一走、看一看。”

香港青年许芝琳：

以工艺美术为媒
做民族手工艺传承者

五六秒眨一次眼，右手的雕蜡磨头工
具高速运转，左手指尖的绿蜡逐渐现出贝
壳般的肌理。为打磨毕业设计的首饰，“95
后”香港女孩许芝琳总是这样，在工作室一
坐就是十多个小时。

她是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的大
四学生，也是首届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之
一。成长于汕尾和香港，求学于广州，对她
来说，手中的“贝壳”不仅浓缩了成长的故
事，也蕴含着她的志向：用工艺美术融通粤
港，做民族手工艺的传承者。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谭铮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元
亮介绍了广东近年来在推进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
效。在构建优质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方面，广东分批支持建
设 50家高水平医院、实现地级
市全覆盖，打造呼吸、肿瘤、肾
脏病、心血管、精准医学等五大
国际医学中心，助力首批“委省
共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
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落户广东。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全面升级建设人口大县的47家
中心卫生院至县级医院
水平，改造建设

189 家县级医院、标准化建设
488家乡镇卫生院、规范化建设
10000间村卫生站。

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
“十三五”期间，18 项健康广东
行动深入实施，健康生活方式在
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由77.1岁提高到79.31
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1.56/10万
下降到10.18/10万，婴儿死亡率
从2.64‰下降到2.13‰。

此外，推动优质资源均衡
布局，建设5家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组建 74 个城市医疗集团、
428 个专科联盟、121 个远程医
疗协作网。安排 5 家大湾区内
高水平医院“一对一”帮扶粤东
粤西粤北的医院，安排 73 家三

甲公立医院“组团式”紧密型帮
扶 113 家县级公立医院，在 70
个县（市、区）建设 104 个医共
体，全省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全
面加强。“互联网+医疗健康”更
加便民惠民，100%三级医院、
90%二级以上医院提供智慧医
疗服务；全省251家医院建成互
联网医院，基本实现三甲医院
全覆盖；4504 家医疗卫生机构
实现远程医疗一站会诊，让边
远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 大 医 院 的 优 质 医 疗 服 务 ；
2657 家医疗机构实现“一码就
医”，居民手持广东电子健康
码，可完成预约挂号、就诊、检
验检查、查看报告、取药、支付
等健康医疗服务。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
王莉报道：国家卫生健康
委于 7 月 5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健康中国行动
实施以来的进展与成效。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
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介绍，目前，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提高到 77.93 岁，主要
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
家前列，《“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020 年阶段性
目标总体如期实现，健康
中国行动 2022 年主要目标
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
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为 我 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推动“十四五”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民健身行动作为健
康中国行动的 15 个行动
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很大
成效。从数据上看，2020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 37.2%，比 2014
年 提 高 了 3.3 个 百 分 点 。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合格
率，2020 年达到 90.4%，比
上一次提高了 0.8 个百分
点。与此同时，全民健身
的设施、场地不断丰富完
善，健身活动、赛事活动等
丰 富 多 彩 。 截 至 2021 年
底，全国体育场地 397.1 万
个，体育场地面积 34.1 亿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了2.41平方米。

今年 4 月，在第 34 个
“爱国卫生月”期间，全国
爱卫办组织开展了线上问
卷 调 查 。 从 调 查 结 果 来
看，群众对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相关理念的正确
认知率总体较高，特别是
对于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的认同率高达 93%，
93%的人认为应该节约资
源、使用清洁能源，92%的
人认为应定期体检以及早
发现健康问题，90%的人认
为吸烟者应尊重他人的健
康权益。

在 健 康 环 境 建 设 方
面，在各部门共同努力下，
我国城乡环境质量显著提
升 ，各 项 指 标 持 续 向 好 。
近十年来，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区）277 个，占累计创
建数量约 60%，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乡镇）3269 个，占
累计创建数量约 87%；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占
比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等
环境卫生指标均得到了大
幅度提升。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十四五”国民健
康规划》，对“十四五”期间
落实健康中国建设作出相
关部署，强调要普及健康
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
健康服务。毛群安表示，
希 望 通 过 强 化 跨 部 门 协
作，鼓 励 和 引 导 单 位 、社
区 、家 庭 、居 民 个 人 行 动
起来，对主要的健康问题
及 影 响 因 素 采 取 有 效 的
干预措施，形成政府积极
主 导 、社 会 广 泛 参 与 、个
人自主自律的良好局面，
持 续 提 高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健康水平。

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行动
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至77.93岁

结缘：穿越历史的手艺令人着迷

许芝琳在汕尾老家长大，每到
一座宗祠，总被其中各式各样的石
雕、木雕、嵌瓷和公仔所吸引。这
份朴素的喜爱激发了她对美术的
兴趣。高一时她选择了美术科，尝
试将爱好发展为专业。2014年，
她随父母移居香港，从中四开始就
读的她继续选修视觉艺术科。

在同学的介绍下，她还加入
了香港“少年警讯”，这是香港警
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年进
行法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平台。跟随“少年警讯”，她的
足迹来到了祖国西部。大理银饰
的锻打、西安兵马俑的精致、敦煌
壁画的岩彩……这些从历史中穿
越而来的手艺令她着迷。

这些艺术之美究竟属于什么
方向？回到学校，她得到了答案：
工艺美术。香港院校长于设计，
没有相关的专业，于是她立志报
考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
好事多磨，第一年因绘画基础稍
薄弱而折戟，她在第二年补足短
板，在2018年的夏天如愿敲开了
梦想的大门。

钻研：传统技法和现代创意碰撞

漆艺、陶艺、珐琅彩、金属锻
打、金属首饰、岩彩、木雕、玉雕
……大学四年间，每当涉猎一个
新的领域，许芝琳的脑海中总会
浮现出曾在祖国各地见到的手
艺，对于艺术之美的朴素向往变
得明晰：指尖灵巧的工艺之美能
穿越古今，正是在于它们和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在广彩的课堂上，许芝琳对
工艺美术的使命有了更多思考。
这门课由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

学院院长齐喆教授，在学习技法
前，齐喆先讲授了广彩的历史源
流，在此后的课堂中鼓励同学从
当代取材，自主设计图案。“传统
技法中包含的文化流传至今，但
只有和现代的创意相结合，才能
迸发‘火花’。”许芝琳说。

去潮州品木雕，到揭阳赏玉
器，赴湛江观石雕，在阳江悟漆艺，
大学四年里，她的课堂除了教室，
还在民间。老师傅的独特技法、奇
思妙想，她掏出笔记本逐一记下。

探索：用工艺美术融通粤港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具
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是建
设人文湾区的重要载体。”齐喆指
出，工艺美术和时代同频共振，既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兼具实
用价值和审美功能。粤港澳三地
文化同宗同源，丰厚的工艺美术积
淀可以向世界展示独属于粤港澳
大湾区的特色，将时间的尺度拉
长，这份独特性又将在全球文化的
融通中促进人类文化共同繁荣。

广州美术学院是粤港澳大湾
区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美术学
院，历来有很多港澳学生求学于
此。在齐喆看来，以许芝琳为代
表的当代香港青年对传统工艺文
化有很强的求知欲，在粤港澳大
湾区日益融合的背景下，具备两
地学术和生活背景的他们在促进
大湾区文化交流的广阔天地中一
定大有可为。

今年是香港回归 25 周年。
即将走出象牙塔的许芝琳有个心
愿，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粤港澳
各个城市间非遗文化交流的桥
梁，“以工艺美术为媒，做民族手
工艺术的守护者传承者，让更多
的人，看见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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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内地首批港澳籍公务员

因为父母长期在内地发展事
业，黄钊逸从小便跟随父母来到
内地上学。2012年，他入读中央财
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一
家国企做了两年的会计工作。2018
年，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

在研究生快毕业时，黄钊逸
已经拿到了一份香港地产公司会
计岗位的offer。

“当时就业导师告诉我，广东
正面向港澳青年招录公务员，我
觉得内地的发展潜力很大，很多
地方、领域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建
设，相信在内地肯定有发光发热、
大展拳脚的机会，便报名参加了
招录考试。”黄钊逸说。

“南沙区商务局只招一人，但是
我很心仪这个职位”。黄钊逸说，南
沙的战略定位很高，发展空间很
大，在这样的大平台里工作，肯定
会有更多接触大型企业的机会，也
可以提升自己的阅历和眼界，对个
人成长很有帮助。2020年11月，
在精心准备、温习后，他如愿以偿，
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录用，
成为内地首批港澳籍公务员。

入职后，黄钊逸主要负责招商
引资，以及服务落地企业的工作，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工作上，他
经常会被安排和港澳企业对接。

“我对香港比较了解，和港澳企业
对接起来可能会更加顺畅。”他说，

“能亲身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促进粤港澳合作，我倍感自豪。希
望能更多对接港澳资源，吸引更多
国际企业落地南沙。”

2020年底，刚入职的他还参
与到“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每到周末，他都会和同事穿
上防护服，把入境人员从白云机
场接到南沙隔离酒店，并负责检
查隔离酒店的防疫工作、协调满
足隔离旅客的各种生活需求。

今年，为全力推进招商引资
工作，南沙成立了专门的投资促
进工作机构——开发区投资促进
局。黄钊逸也转到了这个新机
构，迈入工作新阶段。

大湾区很有发展前景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
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总体方案》，南沙迎来了新的
重大发展机遇，大湾区建设也迎
来了新的重大利好。

“我所在的南沙，近年来高楼
大厦、重大项目建设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以半导体为例，南沙响应
国家号召，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
从 0 到 1 的发展，短短几年间就
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宽禁带半导体
全产业链布局的地区。”黄钊逸
说，很多港澳青年还没有来过内
地，也不知道现在内地发展这么
快，“大家可以买一张北上的高铁
票，来内地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看看有没有意向来南沙或者大湾
区内地城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