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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0年来我国城镇
就业人员总量增加9486万人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

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 46773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9486万人。

报告显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2012

年至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由26261万人增

至29251万人，农民工就业规模平稳增长。针

对困难群体，不断加强就业帮扶。2012年以

来，平均每年有超过550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超过170万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约5万户零

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2021年，我

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17072万

人、21712 万人和 35868 万人，占比分别为

22.9%、29.1%和48%；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占比比2012年分别下降10.6和1.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占比上升11.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协调性明显提高。

就业人员素质明显提升。2020年，就业人

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

重分别为 18.7%、41.7%，比 2012 年分别下降

2.3、6.6个百分点；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17.5%、22.2%，分别上

升0.4、8.5个百分点。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

限由2012年的9.7年提高到2020年的10.4年。

劳动保障逐步加强。2021年末，全国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074万人，比

2012年末增加17647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35431万人，增加8945万人；参加失

业保险人数22958万人，增加7733万人；参加

工伤保险人数28287万人，增加9277万人；参

加生育保险人数23752万人，增加8323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 王立彬）
为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2022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

动10月10日在线上启动。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将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不让任何

人掉队。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

好生活。”世界粮食日所在周为我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今年我国确定的宣传主题是“保障粮

食供给 端牢中国饭碗”。

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

部、科技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国妇联

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主办。

据悉，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将

全面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粮食安

全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宣传我国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国际发展合

作及全球治理，展现保障粮食安全的大国担

当。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将面向粮食生产、流

通、消费等领域，聚焦惠农强农、科技支撑、国

民教育、爱粮节粮等多个维度，推介典型案

例，宣传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的有效做法，倡

导爱粮节粮和健康消费理念。

2022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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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刘勇:
用高质量提案书写十年“履职答卷”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当委员这十年

□ 记者 赵婧

这十年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10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范德贝伦，祝

贺他当选连任奥地利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奥关系，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范德贝伦
当选连任奥地利总统

9 月 10 日，西安市民在新落成的安仁

坊遗址展示馆内参观游览。

小雁塔是国内外游客来到古城西安必

去的打卡景点之一，如今这一区域再添打

卡地——安仁坊遗址展示馆。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项目建筑面积约

6100平方米，建筑物地上二层，将宅院、里

坊、坡顶、挑檐等传统元素提取并转译，以

大隐于市的设计手法结合数字化技术，对

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展示，向游客集中展

示了安仁坊及唐长安城的历史风貌。

记者 杜静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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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瑶）10 月 10

日，省政协机关党组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集体学习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论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于稳步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

述，传达有关失泄密案件情况通

报。省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薛占海主持会议。

会 议 指 出 ，要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论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精神，坚持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持续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深入

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

实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以实际行动助力陕西高质量发

展。要从通报典型案例中汲取教

训、以案为鉴，加强保密管理，提升

保密意识，经常性排查风险隐患，

坚决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

会议强调，要不断夯实理论学

习这一基础，用学习统揽政治建设、

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结合机关读书

活动，树牢终身学习意识，以学风引

领作风养成，以学习促进工作提

升，使机关干部真正成为本职工作

的行家里手。要准确把握问题查

摆和整改落实两个关键，充分发挥

作风建设的引领保障作用，不断强

化重实干、重实效、重实绩的工作

导向，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目

标任务。要统筹推进模范机关、清

廉机关和文明机关创建工作，将三

个创建活动纳入党建工作和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布局中谋划和落实，做

到创建内容上相互补充、创建成效

上相互促进。

8 名机关干部围绕学习贯彻

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作交流

发言。

省政协机关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牢记使命、建言献策、促进发展、服

务群众。”十年履职路上，省政协常委、西

安建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刘勇一

直用十六个字座右铭鞭策自己答好履职

答卷。

从调研躬身而行到会场积极建言，从

《关于我省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建议》到

《关于我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进出口

商品贸易的建议》……十载春华秋实，刘

勇用拳拳心履行委员职责，为民生呼吁，

为发展助力。

“当时就想着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都提出来，一口气写了6份提案。”回忆起

撰写提案的“初体验”，刘勇说，内心刚开

始还有一些忐忑，“也不知道自己在提案

中提的那些问题，相关单位会不会重视和

回复……”

当“呼声”得到“回音”，刘勇意识到，

这些提案背后代表着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和使命，“我要积极履职尽责，努力做好

人民的传声筒！”从此，他开启了十年建

言之路。

“在省十一届政协履职期间，最让我

深有感触的是《关于我省古村落保护与利

用的建议》的提案。”出生于咸阳市礼泉县

官厅村的刘勇，从小听着古戏民谣长大，

那些随处可见的木雕、砖雕、石雕，那些掩

映在千年古树下的明清建筑，都为他日后

的事业埋下了伏笔。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正在逐渐

消失的古村落。”为了挽救濒临消失的历

史遗存，刘勇在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

提交了《关于我省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建

议》的提案，建议我省加强对古村落和民

俗、民间技艺的保护，打造陕西乡村文化

特色品牌，让古村落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

的活力。

情牵乡村，心系城市发展。十年来，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他见证了行业的更

迭成长，“城市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发展，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钢筋水泥的重复垒砌，

而是下足‘绣花功夫’雕琢城市品质。”

刘勇锚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如何通过

城市建设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善于从身边发现问题的他，观察到了

一件小事：一些小区附近的“犄角旮旯”，

被改造成了景色宜人的“口袋公园”，但其

规划设计暴露出的“美中不足”，让他如鲠

在喉。

为此，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

刘勇提交了《提升西安市区口袋公园品质,

助力高品质生活的建议》的提案，建议改

进口袋公园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在兼顾观

赏性与功能性的同时注重人性化；突出口

袋公园主题、彰显城市品格，为群众增添

幸福感。

城建、三农、文化、经济……细数十年

来刘勇撰写的上百份提案，他的关注视野

朝着更广阔的领域延伸。

近年来，中欧班列为陕西搭建起更

具国际范的贸易通道。然而，刘勇在调

研中发现，粗放式贸易方式制约了外贸

的发展，“以西安市为例，当地水果资源

种类丰富，产量大、质量好，价格远低于

国外，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鲜、石

材等价格也低于国内，这些资源需要更

精确对接。”

为促进我省外贸提质增效，在省政协

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刘勇提交了《关于我

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贸

易的建议》的提案，建议依托我省各地优

势资源，加强跨国贸易，将西安打造成国

际性交通商贸枢纽和国际运营中枢，充分

发挥中欧班列长安号的辐射带动作用，进

一步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陕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敏锐观察，深入思考，靶向建言，刘勇

坦言，写好提案的秘诀就是要“多观察、多

倾听、多请教、多调研、多动笔。”

问及如何在繁忙工作之余撰写高产

提案，他说：“要学会利用碎片化时间和信

息化便捷工具。”

“建务实之言、献睿智之策，提案要有

前瞻性和时效性。”十年来，亲眼见证自己

的一件件提案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落实，

成为助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能量，刘勇

说：“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促进发展，既是

政协委员的职责，也是政协委员的情怀，

更是政协委员的期待。”

十年来，多次获得省政协优秀提案表

彰和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点赞，多件提

案得到省上领导批示……刘勇表示，“期

待有更多更好的提案落地生根，为推动我

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首席记者 满淑涵）10 月 10

日，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不懈

推动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

提升，居民生活持续改善，兴县强县谱写

崭新篇章。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动县域经济加

快发展，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

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等一系列指导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的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县域经济监测评价

机制，有力激发了全省各地加快发展的积

极性。

2018 年 ，全 省 县 域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0738.27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万亿大

关。2021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557.44亿元，是2012年的1.6倍，年均增

长7.7%，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42.1%；县

均地区生产总值165.23亿元，是2012年的

1.7倍。生产总值超过百亿的县（市）数量

由2012年的28个增加到2021年的45个，

其中，超过200亿元的县（市）数量由8个增

加到15个。

区域发展各具特色、趋于协调。陕北

地区充分利用丰富的能源优势，大力发展

县域工业，经济总量不断壮大，2021年，陕

北县均地区生产总值249.97亿元，是2012

年的 1.7 倍，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陕南地区大力发展绿色循环

经济，县域经济加快发展，2021年，陕南占

全省县域经济的比重为20.8%，比2012年

提高了 4.3 个百分点；县均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108.98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年均

增速达到8.8%，高于同期全省县域平均水

平 1.1 个百分点，发展速度领跑全省县域

经济。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地因地制

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2021 年，全省县

域产业结构为13.8∶54.0∶32.2，第三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2012年提高8.9个

百分点。

陕西持之以恒推进农业产业化，着力

壮大特色产业，加快建设各类农业示范园

区，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21

年，全省县域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496 个，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2554.04亿元。目前，关中已形成以奶畜、

肉牛、蔬菜、粮食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带，陕

北已形成以山羊、红枣、小杂粮为重点的

潜力产业带，陕南已形成以生猪、茶叶为

重点的特色产业带。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产业特色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以资源优势为依托，通过

园区化推进产业聚集，提升县域工业现代

化水平，发挥了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

用。2021年，全省县域工业增加值6381.03

亿元，年均增速 8.2%,高于同期县域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 0.5 个百分点；县均工业增

加值83.96亿元，是2012年的1.5倍。2019

年，神木市工业增加值达到1050.63亿元，

首次出现工业增加值超千亿的县（市）。

此外，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

快。2021 年，县域服务业增加值 4036.14

亿元，是2012年的2.2倍；服务业增加值占

县域经济的比重为32.2%，比2012年提高

8.9个百分点。服务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

城镇化建设有序推进
引领带动作用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全省各县（市）加快城镇建设步伐，

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水平

快速提高。2021 年，全省县域城镇人口

890.1 万人，县域城镇化率达 48.5 %，比

2013年提高8.8个百分点。

为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省委、省

政府强化政策支持，县域各类市场主体快

速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县域经

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1年，县域法人

单位数 24.93 万个，是 2012 年的 2.3 倍；全

省县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到5861.4亿

元，占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46.7%，比2012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

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省委、省政府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比

由 2012 年的 3.22 缩减到 2021 年的 2.76。

同时，各地加快批零、住餐业提档升级，加

快培育商业新模式，大力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

2021年，县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15948元，是2012年的2.7倍。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引领高质

量发展。2021年，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十强县”地区生产总值4818.73亿元，占县

域地区生产总值的 38.4%，县均水平达到

481.87亿元，是全省县均水平的2.9倍。其

中，神木市、府谷县进入“全国百强县”，有9

个县（市）进入“西部百强县”。陕南县域经

济实现新突破，城固、南郑、勉县、旬阳先后

进入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 王优玲
姜琳）记者 10 日获悉，根据网络巡查和群众

举报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有

关部门查实并关停了14个仿冒网站，其网站

名称、网址及页面内容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查询官方网站高度相似，容易误导社会公

众。目前，上述14个网站均已被关停。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联合有

关部门持续加大对“山寨证书”的打击力度，

对发现的仿冒网站等线索，查实一个关停一

个，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

信办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

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对技术技能类“山寨

证书”进行网络治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认可的技能类评价

证书可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www.osta.

org.cn 和osta.mohrss.gov.cn）查询。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提醒广大社会公众，自觉抵制各

种“山寨证书”，共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人社部关停
14个“山寨证书”查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