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30 星期二

责编/吕巡江
美编/张圣龙
审读/岳蔚

增强投资带动效应 优化城市规划布局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行动 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游水平

去年以来，青岛市锚定实现高质
量充分就业，推动就业创业工作全方
位提质增效，持续保障就业基本盘总
体稳定，社保聚焦“覆盖全民”，参保扩
面工作见实效。截至2023年12月末，

全市各险种参保人数总量均居全省首
位，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实施“家门口”就业
去年以来，青岛市全面部署“社区

微业”行动，帮助居民就近求职、临家
宜业。采取推动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
服务网点、鼓励社区自建“微工厂”等
举措，为居民创造更多“家门口”就业
机会。挖掘开发休闲餐饮、家居生活
等领域的创业项目，引导居民从事电
子商务、网络直播等创业实践。

重点群体就业底气足
青岛市坚持把稳定高校毕业生、

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放在突出位
置，高频率开展就业服务活动，强化精
准服务供给，健全主动联系、按需服
务、定期回访机制。开展“百日冲刺”

“招才引智名校行”“青雁归巢”“就选
青岛”等毕业生就业服务系列活动，推
进实施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2023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联系率、服
务率均达到100%，居全省首位。

搭建失业人员“销号式”服务平台，
实现对失业人员分级分类、清单服务、
动态清零的一体化闭环管理。着眼困
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开展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活动，累计认定 10家就业
援助基地，定期发布爱心岗位。在全市
新创设公益性岗位5.05万个，既解决了
群众增收问题，又补充了社会公益服务
力量。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多层次“助企纾困”
去年以来，青岛市在全国率先试

行补充工伤保险与伤养服务相结合的
新型工伤保障制度，1092户企业、10.1
万人纳入保障范围，实现职业人群工
伤保障全覆盖，有效减轻企业和职工
负担。同时青岛市聚焦“助企纾困”，
延续执行失业保险降费率政策，2023
年为全市28万余户企业提供社保降费

“免申即享”服务，减免社保费 10.5 亿
元，落实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为
1890户企业提供网上分期补缴服务。

数字赋能更便利
青岛市聚焦“数字赋能”，全国首

创“工伤保险智能服务平台”，近 800
名职工足不出户享受远程认定鉴定服
务，创新推出“视联社保”平台，30余项
社保业务实现“视频办”，优化完善社
保待遇领取资格大数据认证模型，进
一步拓展数据源，全市社保待遇领取
资格综合认证率一直保持在 99%以
上。在推进社保卡在医疗卫生、交通
出行、文化体验、旅游观光等民生服务
领域同城待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社银合作，在国内首创社保卡主题公
园，打造以推进政策宣传、就业创业和
社保卡多领域融合应用为抓手的服务
民生“微阵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高静文

2024 年，我市将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上奋力
争先。实施第三轮“四减四增”行动，
高标准开展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擦
亮美丽青岛生态底色。

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扬尘管
控和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
理，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实施大
沽河、胶莱河等11条重点河流治理，完
成麦岛、团岛等 12个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深化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
建设，加强源头防控和重点地块修
复。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开展“无废
园区”“无废工厂”等系列创建活动。

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强海
岛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灵山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深入实施

“蓝湾整治”行动，推动崂山湾创建国
家级美丽海湾。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和新造林 3.5 万亩以上。加强外来
物种侵害防治。扎实做好中央、省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
长、一级巡视员杨钊贤表示，青岛市生
态环境系统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标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主动服务和推
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决完成
生态环保各项目标任务，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全
力建设山风海韵、魅力宜居、活力善治
的美丽青岛，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青岛市生态环境系统将推进实施
《美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2035
年）》绿色低碳、品质环境、和谐生态、
健康韧性、宜居典范、生态文化、现代
制度、开放窗口等八大重点任务落实，
努力打造一批美丽山东建设实践样
板。统筹推进青岛市、区（市）两级示
范创建工作，再创建一批国家、省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基地，积
极争创省级生态文明强县，加快崂山
湾、西岸前海湾区美丽海湾建设，多点
发力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典
型模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
健全陆地和海洋监测网络。加强自然
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扎实推进生态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加强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推进臭
氧和细颗粒物双控双减。开展夏秋季
臭氧治理和秋冬季大气污染专项防治
攻坚，加强各类扬尘污染源管控，长效
管好工业源、移动源。加强国省控流
域“一河一策”治理保护，实施横纵结合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动态排查整治入
河、入海排污口。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任务，强化农村黑臭水体动态监管。
深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加
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定实
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方案，开展新
一轮“四减四增”行动。开展低碳试点
示范，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国家级园
区试点建设，推进省级近零碳城市、园
区、社区示范建设。持续推进西海岸新
区气候投融资试点，探索应对气候变化
投融资模式。强化排污许可与环评、监
测、执法联动，推动实现排污许可“一证
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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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市将增强投资带动效
应。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推动440
个省、市重点项目提速提效。加快潍宿
高铁至青岛连接线、董沂铁路建设，推
动潍烟铁路建成通车。开工建设莱青
高速，加快推进董梁高速、中心城区北
部快速通道等公路项目。实施温州路
隧道、长沙路打通等市政道路工程，加
快胶州湾第二隧道、唐山路快速路建
设，打通28条未贯通道路。实现地铁6
号线一期、2 号线一期西延段开通运

营。加快官路水库和输配水工程建设，
全面完成小沽河防洪排涝及水源利用
工程。实施新一轮市政老旧管网改
造。大力推进“三大工程”项目，建设筹
集保障性住房 4000 套，实施 110 个“平
急两用”项目。

加快青岛都市圈建设。实施青岛
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总投资
5351亿元的85个重点项目建设。健全
青潍日同城化、青烟一体化合作机制。
积极推进市域（郊）铁路项目，实施跨市
域未贯通道路打通工程，加快构建“一
小时通勤圈”。加强与济南都市圈联
动，推进济青高铁“公交化”运营，协同
打造济青高质量发展轴带。

2024年，我市住建系统将切实扛牢
“稳增长、惠民生、管行业”责任，扎实推

进“12356”工作重点，“12356”工作体
系，“1”即围绕实现住建领域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2”即充分发挥
房地产、建筑业两大行业经济“顶梁柱”

“压舱石”作用，“3”即加快实施保障性
住房规划建设、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5”即圆
满收官旧城旧村改造建设、市政设施建
设、停车设施建设、李村河（张村河）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攻坚、历史城区保护
更新攻坚五项任务，“6”即深入开展“宜
居安居、智能建造、绿色转型、精细管理、
村镇建设、质量安全”六项提升行动，努
力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中打头阵、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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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上奋力争先

构筑多层次体系 守护居民幸福感
城镇新增就业36.8万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4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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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城市综合功能更加完
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历史城区
保护更新、旧城旧村改造等城市更
新建设十项攻坚深入推进。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效。主城区

“四纵五横”快速路网基本形成。地
铁工程加快建设，西海岸轨道交通
快线全线贯通。官路水库建设全面
展开。重点区域更新改造获得新进
展。入选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新改善。

2023年，美丽青岛建设更加深
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市
区 PM2.5 平均浓度 29 微克／立方
米。高标准完成全市入河入海排污
口整治。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
例达到99.3%。国家土壤污染防治
先行区建设不断深化。“双碳”工作
扎实开展。入选首批国家碳达峰试
点城市。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明显。
海岸线环境损害修复全部完成。李
村河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完成 10 处历史遗留矿山转型利
用。新造林76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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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城镇
新增就业 36.8 万人，扶持创业 4.5
万人，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5万余
个。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4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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