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076万
社会组织促就业 “增岗拓
岗”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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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的“十年之变”
进入 7 月，44 岁的杨正邦就没睡过一个懒觉，他要

在每天凌晨 5 点左右开始为自家民宿备菜。
民宿提供一日三餐的服务， 杨正邦是老板也是主

厨。 为了让食材新鲜，每天晚上他开车到周边农户家收
菜。 如果遇到临时加餐，他就得在深夜 12 点后赶去 40
公里外的午夜农贸市场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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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善堂文化特色
潮汕文化是潮汕人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以潮汕方言为纽带，以潮汕民俗为主要内容而主要流行于潮

汕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 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潮汕善堂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源起于大峰信俗的潮汕善堂文化，是潮汕慈善文化的核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主要表现为浓郁的宗教与民间信

仰色彩，海内外并举双馨的华侨特色，以自愿为原则的民办性质，深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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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暨 2022 年全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交流会在北京举行

安徽合肥：
打造市-区-街三级社工站“集成性”平台
� 在全面推进社工工作站的新形势下， 合肥市以新视角提前谋划布局，
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横四纵”
社工站建设运营体系。 为加快推进社工站规范化、品牌化建设，近日，合
肥市举办社工服务站建设年中推进会暨三级阵地揭牌活动，进一步凝聚
共识，助推社工站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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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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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
年创造明天。 中国始终把青年看作
推动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 鼓励青
年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 希望世界

青年发展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
球发展、 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
平台， 为世界人民团结发出青年之
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

习近平强调， 各国青年要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实际行动推

进全球发展倡议， 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谱写
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
开幕，主题为“促进青年发展、塑造
共同未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主办。 （据新华社）

7 月 22 日，养老服务部际
联席会议 2022 年全体会议召
开， 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民
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唐登杰主
持会议。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养老服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总结部际联席会议
2021 年工作，深入分析养老服
务面临形势， 研究部署 2022
年工作任务，审议通过了《推
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
点任务部门分工方案》《养老
服务部际联席会议 2021 年工
作总结》《养老服务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 2021 年工作清
单落实情况》《养老服务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2022 年工
作清单》。

会议指出，2021 年， 各成
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聚焦
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推动
养老服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2 年，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
老服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把握“国之大者”，心系老
年人所需行业所盼，针对当前
养老服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迎难而上，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 （下转 02 版）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意见
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

近日，民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覆盖全面、结构合理、科学实用、协调配套的民政标准体系，标准供给结构更加优化，标准质量水平大
幅提升，标准实施应用更为普及，标准对外交流合作富有成效，全面支撑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到 2035 年，结构优化、先
进合理、国际兼容的民政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具有民政特色的标准化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民政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显著增强。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为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以
往，政府部门、企业是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主力军。 而今，
社会组织也积极响应号召，共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