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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直在为普通人“不经意”的

公益慈善行为点赞的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下称“阿里正能量”）大家并不陌生，在

燕赵都市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阿里正能量”于 2013 年启动，是阿里

巴巴集团联合全国 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

发起的大型网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量、

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社会正能

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

这一次，一直在为公益正能量摇旗呐喊

的“阿里正能量”走到前台，成为了主角——

一份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项目为

案例的研究报告发布，系统梳理了“阿里正

能量”项目的理念、功能及运作模式。

这些年
本报和阿里正能量一起做的公益

早在5年前的2013年7月，阿里巴巴就和

燕赵都市报等媒体联合发起“天天正能量”大

型公益项目，向广大市民、网友征集身边正能

量的人和事，分享平凡人生活中的爱与感动。

火场救出老人的高中生、唐山最美聋哑

女张杰、助学老人方桂馥等令人感动的善

举，经本报报道后成为人人竖起大拇指的热

点，同时获得“阿里正能量”奖励。让做好事

的人得到好报，也希望点燃更多人的公益之

心，让正能量得到传递。

同时，本报还与“阿里正能量”联合发起

多项公益活动，例如，中秋节关爱留守儿童、

江河卫士、乡村美育梦想课堂等，让读者通

过媒体平台更日常化地参与公益活动，通过

效仿、学习、参与，让公益的力量不断扩大。

经过5年多的发展，“阿里正能量”已成

为国内知名的公益开放平台，官方微博粉丝

224多万。截至2018年10月，项目已发起每

周正能量常规评选260多期、特别策划奖励

600 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过 5000 人，其中

产生十多位“感动中国”人物。

呼唤公众公益意识
引导“常人生活”公益范式

这次发布的《新时代中国社会倡导机制

研究——以“阿里正能量”公益项目为例》的

报告，采用了拓展个案法进行研究。研究报

告分析了一些目前公益实践中的问题。

“阿里正能量”项目是面向全社会寻找、

奖励平凡人的善行义举。“阿里正能量”项目

借助宣传与倡导，将一件件凡人善举的影响

力拓展至整个社会，从而引起全社会的认可

与支持，由点到面、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

宏观，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未来，项目要将倡导与动员公众参与机

制常态化、科学化与制度化，使其能够形成

全民参与且公益性强的“常人生活”公益范

式。

本报记者 杨佳薇

退休待遇连续上调，新增就业77.98万

人、追发工资待遇5亿多……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系统就业创业

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保持了全省就业局势总

体稳定、稳中有进，城镇新增就业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登记失业率为历史同期最低，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月份，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7.98万人

据统计，1-9 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7.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0.41万人，完成

省 计 划 的 95.1% 。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87.84%，比去年同期略有提高。城镇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21.39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0.08万人，完成省计划的89.1%。全省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3.27%，控制在4.5%以内。全

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就业补助资金支

出15.89亿元，就业政策补贴惠及32.2万人

次。

据悉，前三季度相继出台 2018 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基层成长计划、做好去产

能职工安置工作、做好就业扶贫工作、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等系列文件，开展重点工作督

察狠抓各项政策落实。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多渠道征集3.96万个高

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岗位，向社会公开发布，

11月底前组织见习人员上岗对接。简化大

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系统省级审核环

节，就业报到证实现网上审核、院校自主核

发。

同时，大力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专项计划，积极有序推进各地农民工返乡创

业园建设。开展“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培育活

动”，全省建设孵化基地280家。

此外，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

动”，为79家企业发放援企稳岗补贴2.27亿

元。开展失业保险支持技能提升“展翅行

动”，发放技能提升补贴5216.44万元。

退休人员待遇连续上调

据统计，截至 9 月底，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3501.87万人，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6890.2万人。

持续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

度改革，1-9月征缴收入656.6亿元，同比增

收119.9亿元，增长22.3%，完成全年计划的

83.6%。连续第14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调整后月人均达到2654元，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90元提高至108元。

同时，开展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

付费试点工作，试点按病种付费的病种已达

到 100 个以上。全省各统筹区全部接入国

家跨省异地就医系统，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所有县（市）均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

积极搭建人才平台载体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会同省委组织部

等5部门联合出台《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政

府扶持引导、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优质

服务品牌、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等措施。

同时，开展“2018海外人才京津冀创业

行”“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第八届河北省

沿海经济隆起带高级人才洽谈会”“首届高

新企业创新创业国际联盟论坛”等，发布就

业岗位 11000 余个。据统计，中国（河北固

安）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累计签约入驻成果

转化项目103个，投资金额超50亿元，年产

值达20亿元。

此外，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范围，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

策，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申报绩效工

资总量，在分配中向全科医生倾斜。

为5.2万劳动者
追发工资待遇5.37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制定印发《关于构建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的意见》，实施

治理欠薪“冬病夏治”工程。制定出台《河北

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将各市上报的 5 家严重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依法纳入“黑名单”管

理，开展多部门联合惩戒。

据统计，1-9 月，全省共检查用人单位

20103家，为5.2万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5.37

亿元，补签劳动合同 3 万余份，督促用人单

位为 1.37 万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费 415.39

万元。

本报邯郸电（记者陈正 通讯员

杨漫漫）10月30日，记者从大名县有

关部门获悉，为防止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大名县推出“精准脱贫综

合保障险”，对因病返贫群众，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和民政救助的基础上

进 行 兜 底 赔 付 ，最 高 报 销 比 例 达

90%，累计报销限额10万元。

大名县扶贫办主任张胜利介绍，

脱贫攻坚工作越往后难啃的“硬骨

头”越多，其中“因病致贫”便是重中

之重。以大名县为例，58.7%的贫困

群众主因就是“因病致贫”。

为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

象，大名县不断探索完善健康扶贫新

机制，实施了“四重保障线”医疗救助

体系。“四重”即：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民政救助和精准脱贫综合保障

险。

精准脱贫综合保障险由财政出

资，每人 130 元/年，保费 769 万/年。

贫困群众一旦发生重大疾病，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和民政救助报销后的

剩余医疗费用，每次住院扣除600元

免赔额，按照最低 60%报销比例，报

销金额每增加5000元，报销比例提高

5%，自付费用到达较高档次（20000元

以上，不含20000元），提高报销比例

为 90%，累计报销限额为 10 万元，从

根本上杜绝了因病返贫现象。

本报讯（记者王萌 通讯员周力图、周青）10月30日凌晨1

时20分，由中铁六局石家庄铁建公司承建的保定徐水区南外环

上跨京广铁路转体桥成功跨越京广铁路和107国道。据了解，

该桥是我国首座采用鱼腹式箱梁的斜拉桥，也是保定地区首座

斜拉索转体桥。

项目总工程师吕雪飞介绍，徐水区南外环上跨京广铁路立

交桥工程桥梁全长868米，其中转体主桥全长140米，整体旋转

82°后，上跨京广铁路及107国道。桥梁设计为双向6车道，总

宽29米，采用鱼腹式钢筋混凝土箱梁形式。索塔采用钢薄壁内

灌微膨胀混凝土结构，桥面以上塔柱高52米，整个塔柱的外轮

廓为向上逐渐收拢的椭圆锥形状，造型优雅别致。全桥共设9

对斜拉索，采用高强度平行环氧涂层钢绞线斜拉索体系。桥梁

转体总重量12500吨，采用逆时针墩底转体，使斜拉主体桥以每

分钟1.15度的速度进行转体。

阿里巴巴发布“正能量报告”
携手本报探索倡导机制
呼唤公众公益意识 传播社会正能量

我国首座鱼腹式箱梁斜拉桥
在保定成功转体

前三季度我省民生福利单出炉——

城镇新增就业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大名县推出“保障险”
杜绝因病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