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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宽路帆布厂综合楼202

室，住宅楼，无家具，面积79.23平

方米，租金每月 600 元（不包含

水、电、物业费）。

2、开发区菱北西路厦华花

园6-203室，住宅楼，无家具，面

积111.63平方米，租金每月800元

（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3、湖心北路1号戏曲大厦北面

裙楼3-4层每层面积378平方，每平

方米25元；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4、湖心北路88号广电大楼东

楼4楼南面圆弧，面积230平方米，

及本大楼部分办公室出租，租金每

平方米37元（包含水、电、物业费）。

5、湖心北路88号安庆市广

播电视台B号楼一楼，毛坯，面积

1212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25元

（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6、孝肃路252号原安庆市广

播电视台办公楼2-3层，每层面积

152平方米，每平方米20元。

7、孝肃路23号老市立医院

后门门面房，面积215平方米，每

平方米40元。

8、龙山路物华大厦13层，面

积640.35平方米。

出租咨询：阙先生13905565826

房产出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4日宣布，
将在30个左右具备条件的城市开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试点。试点有何重点、如何开展？
记者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
力资源流动管理司负责人。

“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试点，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旨
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述负责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现
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
类，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年均服
务 5000 余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
40%是制造业企业，形成了大量专
门面向制造领域的人力资源服务
场景。

“我们联合三部门下发试点通
知，目的是在现有经验基础上，探索
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相互联动的新
路径，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高质量充分就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
局。”上述负责人表示。

按照通知，30 个左右试点城市
将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培育一批面
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打造一批融合发展平台载体和
联合体，发展一批支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技术、
产品、模式，形成一批推动人力资源
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深度协同的
政策体系和有效模式。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试点城
市原则上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应当
具备较大规模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
制造业集群、比较发达的人力资源
服务业基础、丰富的教育人才资源、
较强的区域示范带动作用等条件。

试点城市应统筹就业、产业、财
政、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促进人
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推动
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就业和技能
培训、现代服务业、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
在打造融合发展载体方面，这

次试点要求以加强重点产业用工保
障为重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联合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
业组织、工业园区、先进制造业集群
等组建招聘用工联合体；以促进劳
动者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源开发为重
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大
型企业集团、产业链龙头企业等建
设跨企业培训中心或组建人才服务
集团。

通知提出，培育发展制造业人
力资源管理咨询、全球高端人才选
聘、专业化人才测评、数字化人力资
源管理等服务，支持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面向制造企业开发优化招聘大
模型、智能面试、虚拟现实培训等新
产品。

支持制造企业联合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事务外包、共
建人力资源共享中心，为受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影响的制造业从业人

员提供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促
进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试点城市还将加强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建设，依托产业园建设就业
公共服务平台、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平
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枢纽。

试点工作有无时间表？
按照部署，7月18日前，由各省

级人社部门联合相关部门推荐有意
愿承担试点任务的城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将组织专家评审
并择优确定试点城市。9月底前，试
点城市需编制印发人力资源服务业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开展试点工作。

“我们将加强组织领导，指导地
方人社部门和试点城市有序开展试
点工作，探索将其列入就业、人才、
产业工作重点任务，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政策支持，注重跟踪指导，推动
取得实效。”上述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促进就业 强劲产业！
权威部门解析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

“大家好！拉姆好久都没直播
了，今天多点点赞哦，最近都在忙着
种青稞。”在海拔约 3800 米的西藏山
南市琼结县久河村，藏族姑娘扎西拉
姆正举着手机直播。

随着琼结县大规模电信网络升
级项目的完工，村里的网络信号越来
越稳定。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把这
个高原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在
了一起。

扎西拉姆的账号“西藏拉姆”在
全网已有 400 万粉丝。借助直播，她
将乡亲们生产制作的酥油、糌粑、奶
渣等产品销往全国，是琼结县最具人
气的“带货达人”。

如今，村民手里的农副产品变成
了真正的“金元宝”，而掌握电商运营
技能的“村小二”则成为连接市场与
田间地头的新纽带。

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扎西定岗
村的核桃苗圃基地，57岁的扎西索朗
正小心翼翼地尝试核桃嫁接。“以前
觉得种核桃就是自然生长，现在才知
道不能过密种植，还要科学管理施
肥。”扎西索朗说。

在湖北省宜昌市援藏工作队的
协调下，加查县引入长江大学“核桃
科技特派团”。专家送技术入村，向
农户系统教授种植、嫁接、修剪等技术，
核桃产量逐年提升、品质稳步提高。

随着电商平台的需求持续增长，
加查县逐步建成“供销社+电商+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模式，解决

“好产品却卖不掉”的难题。与此同
时，为适应市场对核桃分级、包装的
标准化要求，越来越多农户开始科学
种植。

据山南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24 年全市农产品通过电商实现销
售额7690万元。电商不仅推动农户从

“产了再卖”转为“按需播种”，也带动
相关加工企业作业更规模化、专业化。

走进位于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
的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车间里整
洁明亮，温度、湿度适宜，一排排自动
分梳设备正在高效运转。公司依托
西藏牧区丰富的羊毛、羊绒、牦牛绒
等资源，探索“收购—研发—加工—
销售”一体化模式，并与武汉纺织大学
联合研发牦牛绒兼容羊绒分梳生产
线，全面实现生产流程的全自动化。

过去，公司主要依赖线下接订
单。如今通过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平
台，公司围巾、成衣、藏毯等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部分半加工的洗净羊毛、
羊绒、牦牛绒等制品则出口至尼泊
尔、印度等国家。

“电商下单，公司按需生产，合作
社对接收购，牧民也开始根据市场调
节养殖与收毛规模。”董事长拉巴赤
列说。

越来越多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在
通过“云端桥梁”走下高原。

据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统计，2025
年1至4月西藏网上零售额为108.4亿
元，同比增长36.7%。其中，直播零售
额为33.6亿元，同比增长41.8%；农产
品网上零售额为 3.2 亿元，同比增长
17.5%。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电商处处长
厉彦平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农牧区物
流体系建设，降低农牧区物流成本，
培育农牧区电商人才，壮大农牧区电
商经营主体，持续开展网络促销，助
力西藏特色产品“走”向全国。

新华社拉萨6月4日电

高原产品上“云”端
——西藏电商发展一线观察

6月4日，在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崇德湖畔，该校资源环境学院的师
生检测水质以便摸清校园水体情况。

世界环境日将至，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倡导社会公众积极行动，投
身美丽中国建设。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