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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我在本地政府的就业

平台注册了个人信息，平台

已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询

问就业的情况。”广东一位

大学毕业生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

这位大学生告诉记者，

她经常会收到就业平台发

来的短讯，主要内容就是近

期举办的招聘活动以及相

关的信息。

今年9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印发《促进青年就业三年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在需求端、供给端、服

务端三个方面发力，促进青

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地方

建 设 公 共 实 训 基 地 327

个，已建成的156个公共实

训基地开展培训近 300 万

人次。

几天前，地方政府部门的就业

平台与前述学生联系时，工作人员

表示，希望其能够通过微信联系进

入到求职群中。

当问及该群的主要作用时，工作

人员介绍，“我们会把就业信息直接发

到群里，这样更加及时而且信息准确。”

“有一些工作还是需要一定技

能的。”该学生说。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以

及地方政府正在组织实施促进青年就

业三年行动，推动青年就业扩容提质。

2023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促进青年

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在需求端、供给端、服务端三个方面

发力，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需求端，只有产业和企业健

康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创造高质量就

业岗位。我们将通过促消费、扩投

资、稳外资、稳外贸等方式释放需求

潜力，同时提升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就

业活力和城乡基层就业承载能力，通

过稳岗扩岗吸纳一批青年就业。”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说。

李超表示，“在供给端，主要是提

升青年与就业岗位技能能力的适配

性，加大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持续优化教育培训供给，面向青年开

展大规模实训实习，通过技能提升促

进一批青年就业。在服务端，主要是

提升服务保障青年就业能力和针对

性，做好就业困难青年的帮扶保障，通

过服务保障帮扶一批青年就业。”

记者了解到，一些实训基地占

地数百亩，以提升农业科技为主要

目标。例如，山东省确定45个基地

为山东省乡村好青年实训基地，其

中，一些实训基地总占地600 余亩，

与企业合办，以创业指导、技术实

训、乡村研学为实训方向。

另有实训基地，配套打造了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劳务）服务中心、返乡就业

（创业）孵化中心、高校大学生教学实

训基地、共富工坊等，重点推进乡村

人才回引、创业孵化、产业发展。

“我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每天

都很忙。”一位高校毕业生向记者形

容目前的状态。

点对点帮助

“现在的学生都很成熟。他们

一进校门就知道未来要从事什么

职业，考什么证书。”北京学院路一

位高校就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有时候看大一新生，我感觉

和大三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前

述人士表示，“他们针对就业问题，

早早就着手准备了。”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青年就

业关系着年轻人的个人成长成才，

也关乎民族复兴和国家未来。党中

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明确要求

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地和

各有关部门都在加大协同发力，切

实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青年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国家发展

改革委在服务端，通过一系列服务

保障帮扶一批青年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地方建

好管好用好公共实训基地，提升青

年就业创业能力。近年来，我们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地方建设

公共实训基地327个，已建成的156

个公共实训基地开展培训近300万

人次。”李超说。

今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通

知，督促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公共实

训基地促进就业的作用，带动青年

群体就业；统筹整合培训资源，面

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针

对性、实用性培训，并对促进青年

就业创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培训项

目予以重点支持，帮助更多青年掌

握适应市场需求的一技之长，顺利

实现就业创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强化返乡入乡

创业平台保障，激发青年创业带动就

业活力。持续推动返乡入乡创业政

策出台、试点建设和经验交流，指导

各地构建返乡入乡创业支持体系。

“近期，我们在陕西安康组织开

展了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现场经验交

流活动，推动地方交流互鉴，拓展青

年就业创业渠道，帮助青年群体兴

业致富、振兴乡村。”李超介绍。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与相关部门、地方一道，落

实好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实施促进

青年就业三年行动方案，依托公共

实训基地开展百万青年职业技能

培训，强化就业精准服务保障，千

方百计为青年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高校生提前做职业规划

前10月铁路投资增7% 至年底全国高铁里程将达4.4万公里

本报记者 路炳阳 北京报道

年终岁尾，铁路投资开始加

速。前 10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5726亿元，同比增长7.23%，

其中10月完成637亿元，同比增长

7.97%。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近日发

布上述数据。

从环比看，进入下半年以来，

铁路投资呈波动状态。7—10月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664亿元、607亿元、769亿元和637

亿元。7—8 月，铁路投资环比下

降，9月上涨后，10月又下降。

国铁集团预计全年铁路固定资

产投资7600亿元以上，前10月铁路

投资已完成全年计划的75.34%。

前三季度全国投产铁路新线

1402公里，其中高铁1276公里。截

止到 2023 年 10 月底，全国铁路营

业里程15.6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

里程4.3万公里。

国铁集团计划 2023 年投产新

线 3000 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500

公里。也就是说四季度国铁集团

还将集中开通新线1600公里，其中

高铁1200公里，几乎等同于前三季

度开通之和。

预计至2023年年底，全国铁路

营业里程将达到15.8万公里，同比

增长1.93%，其中高铁运营里程4.4

万公里以上，同比增长5.95%。

就四季度铁路建设，国铁集

团在 9 月 16 日召开的全路电视电

话会议上称，要抓住当前建设施工

的黄金季节，统筹建设资源，加强

施工组织，优质高效推进铁路建

设，确保年内开通项目按期投产，

在建项目努力完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计划新开工项目早日建设，坚

决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认真分析装

备购置需求，超前谋划明年装备

采购等工作，努力为扩大内需、拉

动投资。

自2020年以来，全国铁路投资

连续减少，尤其是 2022 年，从二季

度开始，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连续 9

个月呈减少态势，最后全年仅完成

投资7109亿元，同比减少5.07%，这

也是自 2013 年以来铁路投资额完

成最少的一年（详见中国经营网 1

月4日报道《铁路投资完成7109亿

元 9 年来最低 投产新线 4100 公里

超额完成任务》）。

近3年来全国铁路及高铁新建

里 程 呈 逐 年 下 降 态 势 。 2019—

2022年，全国铁路及高铁投产里程

分别为 8489 公里、5474 公里；4933

公里、2900公里；4208公里、2168公

里；4100公里、2082公里，如再算上

今年铁路预计投产里程，可以看

出，除今年高铁投产里程或有增

长，其余年份均为下降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铁路新建

里程不断下降，但当前铁路建设速

度与国家中长期交通网规划要求

相符。按照《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 划 纲 要》要 求 ，在 未 来 15 年

（2021—2035 年），中国将建设 5.37

万公里的铁路，其中高铁3.21万公

里，普速铁路 2.16 万公里，平均年

增长高速铁路2140公里，普速铁路

1440公里。

前10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

量41.72亿吨，同比增长0.7%，客运

发 送 量 32.85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9.0%，较2019年同期增长5.09%。

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训300万人次就业 地方平台点对点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地方政府正在组织实施促进青年就业三年行动，推动青年就业扩容提质。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服务端，通过一系列服务保障帮扶一批青年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