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记者25日
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快侦快破拐卖现案，集中攻坚拐卖积案，
累计侦破拐卖现案、积案550余起，抓获一
批拐卖犯罪嫌疑人，找回一批失踪被拐妇

女儿童，其中被拐时间最长达30年之久。
一年来，公安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教

育部、民政部、全国妇联等部门坚持以打开
路、重拳出击、惩防并举、综合施策，最大限
度铲除滋生拐卖犯罪土壤。行动中，各地公
安机关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和失踪被拐妇女

儿童查找解救工作，坚决斩断拐卖犯罪链
条。在强力推进案件攻坚的同时，公安机关
积极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借助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手段，大力开展反拐宣传。

公安部部署升级完善“团圆”系统，发
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查找失踪被拐儿童；

推动将“打拐DNA信息查询小程序”纳入
公安“一网通办”APP，服务打拐寻亲工
作；会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单
位，对全国23万所中小学校、1.6亿名学生
开展线上线下儿童安全宣讲活动，有效提
升未成年人防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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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力，城市更新提速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5.8万个，超额完成5.4万个的年度目标
任务。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城
市更新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等陆续研究推
进和实施城市更新，各地也纷纷加大政策
出台力度。

多点开花
城市更新提质加速

遇到好天气，家住成都市锦江区金红
苑的甘阿姨和邻居们都爱搬椅子在小区
院坝晒太阳。“以前路面坑洼、下雨积水，
过道黑灯瞎火、线缆杂乱，大家都想着往
外搬。”甘阿姨说，“改造以后楼面刷新、楼
道整洁、雨污分流，大家又舍不得走了。”

2024年，成都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全年改造小区455个，相较
于上年增加209.5%。

放眼全国，多地正持续加快城市更新
节奏。驱车来到上海市普陀区“真如境”
片区，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群、剧院、公园、
住宅等功能一应俱全。谁能想到，这里曾
是上海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城中村——
红旗村。

“城市更新不仅改善了城中村的破旧
面貌，还通过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原
红旗村村委会干部归伟俊说，这里以前充
斥众多传统初级市场，如今正成长为数字
科创产业集聚区。

2024年，上海加快推进“两旧一村”
改造攻坚，全市完成零星旧改项目13.6万
平方米，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31.11万平
方米，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21个。

在天津，土地、工业、商业、学圈、轨道
上盖、风貌建筑等各类资源盘活更新项目
分类推进。目前，天津已审定、招标城市
更新项目29个，先农大院、第一机床总厂
等22个项目已启动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24年
城中村改造扩围至300多个城市，实施城
中村改造项目1790个，改造城市危旧房
7.4万套（间）。

多方发力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扩张进
入存量优化的阶段。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
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先体检、后更新，体检出的问题就是
更新改造的重点。“我们不断更新完善体
检指标库，建立常态化群众参与机制，从

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六个层
级，系统查找群众身边难点堵点和城市发
展短板弱项。”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
市更新处副处长魏海军说，目前天津正组
织编制2025年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
明确年度建设、投资内容。

在成都，原为工业遗址的猛追湾片
区，在城市更新时将滨江车道改为人行街
区，7条街巷连成一片，沿街引进书店、咖
啡馆、餐饮店、文创空间等，还保存了有几
十年历史的川剧俱乐部和老剃头铺子，

“烟火气”与“时尚范儿”并存，如今成了年
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城市发展不是摊大饼，特别是在老
城区，要将城市更新与保存历史文脉有机
结合。”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
院长陈明坤说。

适应现代都市发展要求，重塑城市形
象和功能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涵。在上
海，从城中村蝶变重生的蟠龙天地商业区
将历史文脉和新功能同时植入古镇空间
肌理，至今还在向新求变。

上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
正竭力盘活低效用地，实施区域更新改
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双提
升。

根据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部
署，2025年，我国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
新改造项目，全面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
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同时，将持续
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和
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
造等民生工程、发展工程。

多措并举
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

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支持各地因地制
宜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
更新机制。

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董煜看来，城市更新蕴含巨大的
市场潜力，要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
制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
策法规。

当前各地正在因地制宜进行城市更
新的创新探索——

为促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江苏省苏
州市支持各类实施主体利用存量建筑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允
许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建立功能转换
正负面清单，保持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用途
5年过渡期不变。

为进一步加大城市更新资金保障，重
庆市把政府专项债作为城市更新重要资
金来源，挖掘项目长效收益，做好“肥瘦搭
配”，加强各类资金整合投入。

为加强资源统筹和产业策划，成都划
定78个重点更新单元和119个一般更新
单元，由各区政府组织编制更新单元实施
规划，加强业态运营策划，有序引导项目
实施。成都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政府
的政策、规划和指引越完善，企业参与城
市更新的发力点就更清晰。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构建城市管理新模式，完善“一委一办一
平台”，推动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形成
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提高城市管理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新华社杭州2月25日电 记者从25日
在浙江杭州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校园食品
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现场推进会上获悉，
自2024年“校园餐”专项整治开展以来，
全国各地共投入103亿元改善学校食堂，

“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到
98.5%。

“互联网+明厨亮灶”通过视频监控
和互联网技术，对学校食堂后厨进行实时
直播，就餐区可现场观看，有权限的监管
人员可实时查看厨房环境卫生、食品加工
操作等情况，助力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治理
水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还开
展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培训达
433万人次，各地学校食堂保障条件和管
理水平明显提升。

记者从推进会上了解到，2025年深
化“校园餐”专项整治将夯实中小学校主
体责任，重点强化校长“第一责任人”意
识；狠抓制度落实，紧盯食材采购、配送、
查验、贮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严格执
行经费管理制度，健全安全风险防控体
系；畅通师生意见反映和投诉机制，推动
中小学校普遍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
强化家长监督作用。

在保障与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方面，教
育部将督促指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
争取地方财政支持，持续加大学校食堂资
金和设施设备投入，加强人员培训，推进
学校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完善应急预
案，强化风险动态感知，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一旦发生校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将提
级管理，高效稳妥处置，对相关人员严肃
追责问责。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健
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提
出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分型分类提供创
业支持保障，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就健全创业支持体系
做出了全链条政策安排，目的是推动完善
保障制度，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培育发展更多创业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创业主体，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支持。

意见要求，优化创业培训，提升全过程
创业能力；完善创业服务，提供全方位发展
助力；夯实创业孵化，拓展全周期培育扶
持；组织创业活动，营造全生态创业氛围。

意见明确，要加强政策扶持，强化全
链条支持保障，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
境。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和一次

性创业补贴政策，帮助创业者降低启动成
本、减轻经营负担。加大创业融资支持，
鼓励降低创业担保贷款门槛，扩大贴息支
持范围，提高额度上限。做好稳岗扩岗支
持，将不裁员、少裁员的创业主体纳入金
融助企稳岗扩岗专项贷款范围，提高单户
最高授信额度。

全国中小学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98.5%

七部门加强政策扶持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改造后的成都猛追湾片区。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2024年公安机关累计侦破拐卖现案积案550余起

位于天津意式风情区的钟书阁书店。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