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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伟

今年春节档共有 8部电影上映，并
在除夕至正月初六（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创造了超过 60亿元票房的历
史第二好成绩。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
影，大家有怎样的感受？日前，《中国
青年报》发布的一项有 1511 名受访者
参与的调查显示，选择春节档电影，
51.3%的受访者青睐打动人心有共鸣
的，50.6%的受访者会选择适合全家人
观看的，45.4%的受访者更看重电影叙
事完整有逻辑。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
影 ，50.5%的 受 访 者 觉 得 类 型 丰 富 多
样，38.4%的受访者感觉有厚重的历史
感。

超半数受访者青睐打动人心
有共鸣的春节档电影

在 今 年 的 春 节 档 电 影 开 启 预 售
后，家住湖南省长沙市的范志航（化
名）就提前预订了大年初一的电影票，
选择去观看《长津湖之水门桥》。“因为
去年看了第一部，当时就挺打动我的，
尤其是战争场面很振奋人心，所以在
第二部定档后，就非常期待能再去电
影院支持一下。”为此，范志航特地选
了 IMAX 场次，多花了几十元，但他觉
得很值，“这种电影看大屏幕，会觉得
更加震撼”。

今 年 在 北 京 就 地 过 年 的 彭 冉 冉
（化名）也选择了《长津湖之水门桥》，
“因为有前作珠玉在前，破了很多纪
录，主演演技也都很不错，相信续作一
定不会差”。对彭冉冉来说，选择电影
时最关注口碑，“如果评价不好，即使
热度再高，也不会选择去影院观看”。

选择春节档电影，51.3%的受访者
表 示 青 睐 打 动 人 心 有 共 鸣 的 电 影 ，
50.6%的受访者会选择适合全家人观
看的，45.4%的受访者更看重电影叙事
完整有逻辑。其他还有：电影口碑好

（44.9%），主创阵容强大（32.4%），喜剧
效 果 足（32.0% ），影 院 防 疫 到 位

（24.1%），视听上有冲击力（23.4%），热

闹喜庆（18.3%）。
在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工 作 的 王 晓 宁

（化名）大年初三就上岗值班了，节后
轮休的她去看了《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这部喜剧电影，她觉得看电影很重要
的一点是能够开心放松，尤其是在春
节期间，热闹欢乐会更有节日氛围，

“虽然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假期已经结
束了，但影院里人还挺多的。尤其是
大家一起大笑的时候，让我感觉春节
似乎还没过完”。

受访者为今年的春节档电影
打出均分7.8分

王晓宁在看完电影后，给电影打
了 6分，她觉得整体上是一部合格的喜
剧，有不少的笑点，但也有一些令人尴
尬的地方，“评价喜剧最基本的标准就
是笑不笑，这一点上电影是成功了的，
但我觉得还少了些回味”。

调查显示，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
影，受访者平均打出了 7.8 分。其中
65.4%的受访者打出了 8分及以上。

在江苏省苏州市上班的张鸣（化
名）没去看春节档电影，他感到，今年
的春节档电影票价比较高，“打开手机
订票页面，一张票基本都得 70元以上，
就不太想去看了”。

对于今年春节档电影，50.5%的受
访 者 觉 得 类 型 丰 富 多 样 ，38.4%的 受
访 者 感 觉 有 厚 重 的 历 史 感 ，37.4%的
受访者认为质量较高。其他还有：温
情 暖 心（36.6% ），情 节 惊 险 刺 激

（36.3%），有泪有笑（34.0%），票价太高
（18.2%）等。

彭冉冉也感觉今年的票价比往年
贵了不少，有的影院除了不同场次价
格不一样，不同座位之间价格也不一
样，比较影响个人的观影体验。

受访者中，00 后占 26.6%，90 后占
39.8% ，80 后 占 26.5% ，70 后 占 5.6% 。
来自一线城市的占 31.0%，来自二线城
市的占 38.3%，三四线城市的占 20.3%，
县城或城镇的占 7.4%，农村的占 3.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春节档电影满意度调查

■ 叶 子

大街小巷的灯笼红红火火，刚出锅
的汤圆冒着热气，虎年元宵节的氛围日
渐浓厚。今年，元宵节遇上冬奥会，更
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喜庆和活力。

传统汤圆热销

正月十五闹元宵，作为节日的必备
美食，元宵自然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
角”。

最近几天，在北京锦芳小吃磁器口
店，负责摇制元宵的师傅们天天都从一
大早忙活到深夜。“门店现场预计得摇
一万斤，加上从其他门店摇好运来的礼
盒装元宵，一天就得卖出两万多斤。”经
理邱云贺说。

在天津老字号桂顺斋，前来购买元
宵的顾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买的
什锦混装元宵，跟抽盲盒一样，赶上什
么馅儿吃什么馅儿，挺好玩。”一位年轻
消费者说，“桂顺斋的经典元宵口味有
12 种，由老师傅纯手工制作，家里老人
就爱这个味儿。”

北方“滚”元宵，南方“包”汤圆，都
是代表团圆幸福、阖家欢聚。在上海豫
园九曲桥畔的宁波汤团店里，不少市民
游客吃起了热乎乎的现煮汤团，店门口
的 外 卖 处 也 排 起 了 购 买 生 汤 团 的 长
队。“麻烦侬帮我拿四盒黑洋酥，四盒蟹
粉肉汤团。”2 月 9 日，上海市民王老伯
特意和老伴一起错峰逛豫园看花灯，顺

便买一些手工汤团带回家。
黑芝麻、花生、水果、香芋……各种

馅料的元宵，在满足味蕾的同时，传递出
中华传统节日的喜悦与团圆温情。

花灯映照圆月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正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所
写，天上一轮圆月，人间处处花灯，赏花
灯成为元宵节的传统民俗。

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芙蓉园内，“福虎
游春”“龙凤呈祥”“鼓乐千秋”等一组组
花灯灯光璀璨，流光溢彩，吸引游客市民
前来观赏。据悉，西安大唐芙蓉园、大唐
不夜城、西安城墙、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易俗社文化街区五地共设 37 组花
灯。各式花灯点亮了这座古城，让游客
体会到“上元灯火漫天”的年味和美感。

“舞双龙”“舞双狮”“踩高跷”“南昌
清音”“黄梅戏”“采茶戏”……在江西省
南昌市滕王阁景区，新春游园灯会里一
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好不热闹。除
了赏花灯，游客还可以观赏到多种民俗
演艺活动。

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传统项目。在
湖北省武汉市，黄鹤楼公园西区广场设有
灯谜，游客猜对后还可领取相应礼品。在
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将举办元宵灯
会，市民和游客可参与猜灯谜、放河灯等
民俗活动，还可以在“双塔映月”“虎字灯”

“年年有鱼”等花灯打卡点拍照留念。
在广东省广州市，夜景灯光秀照亮

城市，令游客直呼：“太震撼了！”“妥妥
的国际范、现代感”……同时，元宵节的
到来也预示着当地春游市场的开启。
桃花、李花、茶花陆续盛开，春游赏花也
成为市民欢度元宵的一种方式。

冬奥元素亮眼

2 月 13 日，北京石景山区高井路冬
奥社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喜迎元宵节
共绘冬奥情”活动。冬奥志愿家庭的成
员们手工制作了精巧的工艺灯笼，书画
班成员们又在上面精心绘制出梅、兰、
竹、菊等书画作品。灯笼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典型元素之一，是喜庆吉祥的象
征，也是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的原型，大家也想借此表达对
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精彩纷呈的冬奥会与欢天喜地的
元宵节“撞个满怀”，交织出 2022 新春
的独特魅力。不少网友表示，今年元宵
节就在家里观看冬奥赛事，为奥运健儿
们加油！

各地的庆祝活动也与冬奥结合起
来，创意多多。例如，湖北武汉洪山广场

“公园大课堂”将开展特别活动，带领小
朋友亲手制作超轻黏土版的“冰墩墩”

“雪容融”。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岳社区，
小朋友用橘子制作“橘墩墩”来庆祝冬奥
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广源路社区，大
家以冬奥项目、奥运冠军等为谜底创作
灯谜内容，让更多人了解冬奥的故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各地欢乐迎元宵

■ 李建斌

桂花馅儿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
放到江米粉中，随着人工摇动，江米粉
慢慢地沾在桂花馅儿表面，逐渐变圆、
变大，直到滚成乒乓球大小，一颗颗地
道的晋祠桂花元宵“滚”制而成。

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巷古
唐苑小区内的“晋祠桂花元宵”磨坊内，
3 台 3 米多高的自动石碾机一遍又一遍
地旋转碾压着晾晒好的江米。71 岁的
晋祠桂花元宵技艺传承人韩福元与 5
岁的小孙子韩洪杰一起熟练地滚着元
宵。受家人影响，韩洪杰在磨坊里长
大，1岁半就学会了“滚元宵”。

“大米芯芯藕瓜瓜，元宵蛋蛋女娃
娃。”民谣中的“元宵蛋蛋”说的正是“晋
祠四宝”之一的晋祠桂花元宵。

两千多年前，“北稻一绝”晋祠大米
和难老泉的活水，为晋祠桂花元宵奠定
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相传在西汉
初年，正值一年中第一个月的月圆之
日，汉文帝为了庆祝“平吕之乱”成功，
将宫廷甜点分给百姓，并将这一天定为

“正月十五元宵节”。汉文帝在位时，封
二儿子刘恒到晋祠一带为王，并将“正

月十五元宵节”这一节日带到晋祠。从
此晋祠一带就有了正月十五吃元宵的
习俗，并流传至今。在韩福元的记忆
里，一到正月，晋祠一带家家户户就开
始磨面滚制元宵。

“制作元宵要一泡、二淘、三晾，经
过碾米、做馅、滚制等十几道工序，才能
做好一颗元宵。”50 多年来，凭借对晋祠
桂花元宵传统制作工艺的坚守，韩福元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石磨碾制等古法工
艺，保留了原汁原味。

晋祠桂花元宵好吃，是因为馅料炒
制环节十分讲究。韩福元说，晋祠桂花
元宵的馅料需要将花生、核桃、芝麻翻
炒去皮，加热化开糖稀，再将纯天然的
玫瑰花酱和桂花酱同白糖、冰糖一起翻
炒，炒制完成后一起放入一个长方形模
子压实擀平，晾晒后切成正方体小块。

飘香千年的晋祠桂花元宵，被誉为
中华元宵的鼻祖和北方元宵的代表，也
是太原人一直忘不了的“老味道”。正
月初十刚过，很多太原市民就穿过大半
个城，专程来购买晋祠桂花元宵。

“今年，我们的元宵卖到了北京、深
圳、广州、杭州等地，线下供货超市增加
到了 30 多家，而且还开通了线上渠道，

每 天 能 卖 出 七 八 万 颗 。”韩 福 元 说 。
2017 年，韩福元与当地制作桂花元宵的
同仁协商，成立了“晋祠桂花元宵研究
会”，带动更多人加入元宵制作中来，让
这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舌尖上的美味、
历久弥新的记忆和永远的乡愁，也能带
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太原人的味蕾里，除了晋祠桂花
元宵，还有老鼠窟元宵和小店老汉元宵。

滚面粉的过程中不能停顿，要经过
六沾六滚……严格的滚制工艺，使得老
鼠窟元宵有了瓷实又软筋的独特口感，
也 是 老 鼠 窟 元 宵 经 久 不 衰 的 原 因 之
一。从正月初八开始，在太原市钟楼街
的老鼠窟元宵店外，长长的队伍排了起
来，销售火爆。

“老汉元宵”则得名于制作者都是
老年人。油锅里“砰砰砰”响着，一个个
元宵由白色变成金黄，什锦糖馅儿流出
来，冒着丝丝白气……炸元宵，是小店
老汉元宵的经典吃法。

不吃“老味道”，那就不算过十五。
无论是哪家的元宵，无论是哪种吃法，
糯香在唇齿间驻留，也留下了太原人味
觉里的温暖记忆。

（来源：《光明日报》）

“雪白”元宵带出“红火”产业

■ 崔 力 梅女杰

冬日，微雨。位于浙南腹地的丽水
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上周村群山环绕，水
汽氤氲，宛如仙境。在小桥流水的静谧
中，89 岁高龄的“板报爷爷”陈立勋又一
次走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这条从家里
延伸到村老年活动中心的石板路，他已
经走了上千次。

1933 年出生的陈立勋，是缙云县双
溪口乡上周村人，也是一名有着 64 年党
龄的老党员。

上周村老年活动中心的那块黑板，
是他坚守了 32 年的宣传阵地。退休后，
他就回到家乡，义务为村里出黑板报，让
国家大事和党的声音能够通过他手里的
一根粉笔，跨过群山阻挡，来到山村之
中。

32 年，589 期，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到
两期。大到国计民生，小到村规民约、老
年协会的经费使用，他一笔一画写出的
黑板报，既是偏远山村老百姓了解广阔
世界的一扇窗，又是农村基层民主的质
朴缩影。

“老陈来了，国家又有大新闻了！”

陈立勋身体硬朗，一身笔挺的灰色
中山装，党徽佩戴在胸前，眼神中透着一
股坚定的力量，让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
温和、慈祥，又格外有精神。

山里还下着小雨，天气有点凉。远
处的村民看到陈立勋往老年活动中心
走，就开始热情地招呼：“老陈！国家又
有大新闻了吗？”陈立勋点点头，爬满皱
纹的脸上绽放出慈祥的笑容。

用钥匙打开陈旧木门上的锁，他从
粉笔盒里拿出一根长长的白色粉笔，又
锁上柜子。转身时，从旁边的绳子上顺
手拿下晾好的抹布，往门外的黑板走去。

因为刚下过雨，黑板旁边的地上有
一个小水坑，只见他缓缓蹲下身，将抹布
往水坑里一按，起身再一拧，便开始擦黑
板，轻车熟路。

由于年纪大了，抬手越来越吃力，为
了写好顶上的标题，一个约十几厘米宽
的小板凳就是他贴心的“老伙计”。他缓
慢地走到台阶边，先是慢慢挪下一只脚，
另一只再跟上，走到黑板前，颤颤巍巍地
踩上小板凳，便开始书写新一期黑板报
的标题。

由于痛风，陈立勋的双手关节有些
变形，粗壮且布满皱纹的手，拿着一根细
细的粉笔，右手写着，左手托着右手的手
腕形成支撑，端正且有棱有角的板报体
从他手下一个个显现出来。

没有尺子也没有辅助线，写出来的
一行行字却笔直笔直。年纪大了，写得
慢了，有时候，出一期黑板报要花上一两
天的时间，可陈立勋从没想过放弃。

“能够紧跟形势、紧跟时代，把中央
的政策，特别是‘三农’相关的政策直接
传达给村民，我觉得很有意义。作为老
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多写字，对身体也
是非常有益的，不管多大年纪了，我们都
要做到‘老有所学’。”陈立勋说。

多年来，在风雨的侵蚀下，黑板裂了、
坏了，陈立勋都会自己掏钱买油漆来修
补，没有彩色粉笔，他也自己买，就为了让
标题有色彩，好看一些。他自豪地笑着
说：“589期了，我没拿过村里一分钱。”

“想发挥自己的余热”

家里被陈立勋夫妇俩收拾得整洁干
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也打理得很好。
桌上，报纸杂志摆放得整整齐齐，陈立勋
每天都会拿着放大镜读报，读到适合出
黑板报的内容，他会摘录下来，再拿到村
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去抄写。

“他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村里的老
年活动中心了。”老伴钭彩仙说道，老两
口的 3个孩子都在外地，不用他们操心。

坐在书房中，陈立勋用一口缙云乡
音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回忆自己的
青年时代，他双手微微有些颤抖，但声音
却中气十足，掷地有声。

刚参军时，他是连里的卫生员。他

说：“在部队里，只有刻苦工作，才有机会
申请入党。”于是，他白天干卫生工作，晚
上则去协助战士们打坑道和涵洞，就这
样坚持了整整三年。由于表现优异，陈
立勋 1958 年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指导员和连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60 年，从部队转业到缙云汽车站
后，他从随车的售票员干起，“那时我刚从
部队回来，年纪轻，就是想多干一点，于是
车站安排我去当跟车的售票员。从缙云
到大源 80公里，一天一趟，有时候还赶不
及。那时的车是用木炭烧起来开的，上坡
的时候老是动力不足，我需要在上坡的时
候在车轮后面垫三角木，等木炭烧一会，
有动力了，拿开三角木，车才能继续开。
有时候，10 公里的上坡，我需要上下车跑
好几趟，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

陈立勋回忆起当年，声音有些哽咽：
“那时候，大家的工作都苦，车站里没有
水，我们就自己挑，下雪了，我们就去扫
雪。”4 年的跟车售票非常辛苦，长时间的
工作使他的双腿静脉曲张，动了五次手
术后，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于是被安排到
车站卖票。

在车站的时候，每天都是 4 点半起
床，晚 1 分钟都不行。他还记得，5 点去
上班的时候，售票窗口前的队伍已经排
很长了，如果 6 点前还没有把票卖完，影
响就会很大。“忙起来，我休息的时候也
卖票，吃饭的时候也卖票，如果有旅客不
方便来买票的话，下班了我会帮他们把
票送到旅馆去。”陈立勋回忆道。

那 个 年 代 ，汽 车 站 是 最 繁 忙 的 地
方。他，作为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一位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建设者，一直坚守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43 年，从未有过松
懈。

到了退休的时候，突然闲下来的他
还觉得不习惯，于是回到了缙云老家，想
找点事情干。“我想发挥一下自己的余
热。”陈立勋说。

回忆起当年开始写黑板报的初衷，
他说：“从前老百姓过得很苦，是共产党

帮我们翻了身，所以哪怕退休了，我也想
为村民干点实事。”

“我要写到最后”

陈立勋开始办板报，是出于一次偶
然。1990 年的某个午后，他闲逛时，被村
中心墙上的黑板报吸引了目光。

“那时候，村中心最是热闹，来来往
往，过路的人都会朝黑板报上看几眼。
干这活儿既锻炼身体，又能宣传党的政
策，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陈立勋这样
一写，便是 32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1999 年，北约轰
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时我为这个
事情出了很多期黑板报，那时大家都没
有报纸，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看了我出
的黑板报以后，村民都非常愤怒。”陈立
勋说。

“在村里，读报不方便，我写黑板报，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新闻。”

退休回到村里后，陈立勋也热心参

与村里的事务工作，特别是从 2007 年开
始负责老年协会的工作。每到过年，他
都会上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至今已经
走访了 80 多位老人，给他们带去的红包
或是礼物，都是自己掏腰包。

陈立勋说：“既然群众对我信任，我
就更应该去关注他们，特别是老人群体，
尤其是留守老人和孤寡老人。”

现在，“板报爷爷”陈立勋在村里已
经有了接班人——67 岁的陈桥洪，上周
村老年协会的现任会长。“老陈的精神值
得我们敬佩，现在村里都是老人，我作为
村里老人中年纪小的，又当过老师，有义
务和责任去帮助年纪大的，村里的黑板
报我们会一起坚持下去。”

“只要我能走，我就还能写，还会出，
我要写到最后。”奉献一词，已深植在陈
立勋骨髓里。他说自己的一生“平凡得
不能更平凡”，可他却用 32 年如一日的
坚守，让这份平凡的执着滴水穿石。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89岁“板报爷爷”：为山村出黑板报32年不间断

陈立勋为村里出的第 589期黑板报。 崔 力摄

“科技冬奥”
展现共创美好未来的力量
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举世瞩目的一

场体育盛会，也是观察中国科技创新
的一扇窗口。冬奥村中，智能设施让
入住者尽享舒适、便利的生活；开幕式
上，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呈现令人叹
为观止的视觉效果；山地赛场，分钟
级、百米级的精准气象预报为比赛顺
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科技感、未
来感十足的北京冬奥会，令国际社会
印象深刻。

国家速滑馆能形成最完整、最均
匀、最快速的冰，得益于中国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
制冰机组，冰面下长达 120 多公里的
不锈钢管中流动的液态二氧化碳保
证冰面温差不超过 0.5 摄氏度；奥运
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
覆盖，离不开创造 12 项世界第一的
张北柔性直流工程……科技不仅为
北京冬奥会赋能，有关技术的转化和
推广应用，也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
续发展赋能。

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穿着的速滑
服，经过500多个小时的风洞测试，能有
效降低风阻；中国钢架雪车健儿穿着的
高科技战靴，有采用仿生流体力学设计
的导流线和科技材料打造的鞋底异形
曲面碳板，能为运动员起跑、滑行提供
重要支撑……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运
动员更快、更高、更强成为可能。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显示，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坚持开放合作，人类
在时代挑战面前将变得更快、更高、更
强，将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

以改革之力守护最美“夕阳红”
■ 郑 岩

据悉，2022 年，我国将继续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迎来养老金

“18 连涨”。从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到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再
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各
地各部门正在紧锣密鼓推进老年人权
益保障工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让银
发一族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近段时间，从江苏将城乡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 173元提高
到 187 元，到西藏将城乡基础养老金
标 准 由 每 月 人 均 205 元 提 高 到 215
元，各地将上调保障标准作为政策发
力点，持续释放利好。这有助于缩小
城乡老年居民与退休职工之间的收入
差距，缩小城乡养老差距，进一步彰显
制度公平。

不久前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个
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着构建养
老保险第三支柱进入加速道。从引导
更多金融机构拓展个人养老金产品，
到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再到加
快实施养老金全国统筹，推动发展多
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让政府、集体、个
人各方联动，第一、第二、第三支柱共
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养老金可持续、
高保障，确保银发一族生活无虞。

未来，不断推动包括养老保险在
内的养老领域各项制度改革，我们必
将以改革之力、落民生之实，为 2.64
亿人守护最美“夕阳红”。

（来源：人民网）

关注灵活就业带来的新命题
■ 金观平

近日，关于“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
经达到 2亿人”的讨论，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近年来，灵活就业岗位大幅增加，
除了与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等因素有
关，更得益于互联网技术进步。尤其
是在移动互联和移动支付技术的推动
下，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孕育出大量新
就业形态职业。这些新就业形态职
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去雇主化、平
台化特征，岗位进出相对宽松，工作时
间比较灵活，契合了一部分求职者的
实际需要。但也要看到灵活就业群体
还面临着收入不大稳定、劳动权益保
护有待完善、发展前景不够明朗等困
境，存在法律法规依据不足、社保制度
设计不够完善等问题。

更好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
势在必行。对此，各有关部门应进一
步细化举措，在破除各种不合理限制、
规范平台企业用工、依法治理新业态
领域劳动纠纷等方面，尤其是就灵活
就业人员非常关心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等内容，
尽快制定符合灵活就业实际情况的可
行方案。

在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增加就
业岗位的同时，多措并举创造更多高质
量就业岗位，更好保障包括灵活就业在
内的各就业类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让更多劳动者实现
体面劳动，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

（2.17.6）媒体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