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1月20日，市政协六届六次常
委会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审议政协第六届重庆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
政协第六届重庆市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名单。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六届六次常委会会议
第一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1月20日，市政协六届二十
二次主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审议政协第六届重庆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政
协第六届重庆市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审议总监票人、监票
人建议名单。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六届二十二次主席会议
第一次会议举行

（上接1版）
王新强代表市政协常委会作提案

工作情况的报告。市政协六届一次会
议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全市中心工作
提出提案1480件，立案1315件，截至
去年底已全部办复。委员对提案办理
满意率为 97.46%、基本满意率为
1.78%。

应邀出席开幕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还有：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全体在
职市领导，老同志代表，驻渝部队军级
单位主要负责人，市高法院院长，市检
察院检察长，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市级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

非六届市政协委员的住渝十四届
全国政协委员、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和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领导

同志、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及市
委、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非六届市
政协委员的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领导班
子及馆员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副省级市政府驻渝办事处负责同志，
非六届市政协委员的市劳模代表，部
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部分重庆市异地商会会长，中央
在渝直属机构企业负责同志，市属国

有重点企业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驻成都、重庆经贸办负责人，有
关市内外金融机构负责人，部分在外
地发展较好的渝籍代表人士和在渝发
展较好的外地籍代表人士，重庆欧美
同学会代表，特邀代表人士等列席大
会。

驻渝蓉领事馆领事和部分市民代
表旁听大会。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何春阳）1月20日下午，出席市政
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分组审
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及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

在各小组讨论会场，市政协委员
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
烈。大家一致认为，常委会工作报告
导向鲜明、重点突出，对过去一年的政
协工作总结全面到位、实事求是，对
2024年的工作安排定位准确、思路清
晰，具有很强的全局性、前瞻性、指导
性；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客
观准确地总结了提案工作在反映社情
民意、促进科学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充分体现了六届市
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

作为市政协委员，将按照市委“在服务
中心大局参政议政上彰显新担当”的
要求，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
代的硬道理，认真履行职能，继续在推
动现代化新重庆整体发展、整体跃升
中积极作为。

“两个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目
标明确、措施具体。”市政协委员、长寿
区政协主席何以龙表示，长寿区政协将
紧紧围绕常委会工作报告作出的安排
部署、目标任务，聚焦中心工作及人民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履行
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
能，建立健全协商成果报送、跟踪督办
机制，持续深化“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
迭代升级、“委员工作室”特色履职品
牌、“数字政协”多跨场景应用，打造更

多具有区县政协辨识度的工作品牌。
“听完报告，我深刻感受到，过去一

年，市政协扎实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
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重庆政协事业
展现出新气象、新面貌。”市政协委员、
綦江区政协主席钟远平表示，接下来，
綦江区将继续围绕全市中心大局，紧扣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等国家战略建言献策；同时，努力
完善区县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
机制，进一步创新委员履职方式和载
体，真正把政协履职末梢延伸到各界群
众中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政协
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

“两个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求真务实、语言凝练。”市政协委员、
重庆大学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

长刘敏特别注意到，今年常委会工作
报告提出，要加强民主监督，聚焦政策
落实中的堵点、美丽重庆建设中的难
点，组织监督性视察、调研、协商，多提
监督性提案。她建议，在市政协2024
年重点协商、通报、视察、调研计划中
相应增加监督性提案的比重，在促进
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彰显政协担当。

“两个报告分量沉甸甸的，可以说
是求真务实、干货满满，充分体现了时
代特征、重庆特色和政协特色。”市政
协委员、巫溪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周
炜为说，2024年是新重庆建设从全面
部署到纵深推进的重要之年，自己将
继续立足本职，扎实履职、认真建言，
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展
现政协委员新担当。

市政协委员分组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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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汇聚发展合力，着眼深
化同党派团体合作，促进民族团结
宗教和睦，加强与港澳委员、特邀人
士的团结联谊，共画团结奋斗最大
同心圆；坚持党建统领，落实加快建
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要求，着
力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推进“重庆数
字政协”建设，不断提升政协组织现
代化水平，新一届市政协工作实现
高水平开局，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才能确保政协事业
方向正确、行稳致远；只有紧扣时代
脉搏、勇于探索创新，才能在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中体现政协责任担
当；只有坚持“两支队伍”一起抓，才
智资源才能充分涌流，政协事业才
能兴旺发达；只有坚持两级政协协
同联动，才能彰显人民政协制度的
整体效能。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是现代化新
重庆建设从全面部署到纵深推进的
重要之年，是改革攻坚突破的奋斗

之年。机遇在前，使命在肩，更需要
人民政协围绕中心奏好“协奏曲”、
服务大局唱好“大合唱”，坚持发扬
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把人心和
力量汇聚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效能治理上，确保全市上下铆
足“一股劲”，拧成“一股绳”。广大
政协委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谆谆
教诲，始终保持一线状态、展示一线
作为，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努力把
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
推动现代化新重庆整体发展、整体
跃升中主动作为，将高质量“委员作
业”写在重庆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
里。

聚智汇力担使命，踔厉奋发启
新程。期待广大政协委员以饱满的
政治热情履职尽责，以强烈的责任
担当建言献策，为推动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展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作
出政协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成立75周年，迎接人民政协成
立75周年。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一、主席团成员（83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王 志 王身高 王 炯 王 颖 邓昌君 邓明鉴
邓信德 付子堂 母明江 朱华伦 朱明跃（土家族）
朱 晔（女） 向益平 刘永全 刘兴立 刘 毅（土家族）
孙代勇 孙泽均 李先斌 李明清 李景耀 杨国权
杨树海 吴兴刚 吴桂英（女） 何积光 邹云生 沈金强
张 轩（女） 张 鸣 张重新（女） 张 勇（巫溪）张献强（土家族）
陈元春（女） 陈 杰 陈胜才 陈 强 陈 澄 欧顺清
周少政 周传明（土家族） 周德勋 郑和平 屈 谦
孟德华 赵世庆 赵 勇 贺恩友 敖 翔 袁家军
莫恭明 徐永德 徐 强 徐登权 徐 蓉（女） 唐成军
唐应珊（女，土家族） 涂 涛 黄友明 黄玉林 黄宗华
黄宗林 黄春基 龚 均 屠 锐 彭玉萍（女） 彭 烨（女）
粟登琳 程 卫（女） 舒立春 曾 忠 游洪涛 赖明才
简 斌（土家族） 蔡允革 廖传锦 谭建兰（女，土家族）
谭新生（土家族） 滕远东 潘文峰 戴 科 魏小红（女）
蹇泽西
二、秘书长
张 鸣

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袁家军 王 炯 李明清 蔡允革 张 鸣 沈金强
屈 谦 莫恭明 陈元春（女） 欧顺清 赵世庆 周少政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执行主席由主
席团常务主席12人担任
袁家军 王 炯 李明清 蔡允革 张 鸣 沈金强
屈 谦 莫恭明 陈元春（女） 欧顺清 赵世庆 周少政

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由张鸣等15人担任
张 鸣 陈 澄 王 颖 刘 毅（土家族） 孙代勇
杨树海 吴兴刚 张献强（土家族） 陈胜才 孟德华
唐成军 彭 烨（女） 谭新生（土家族） 滕远东 魏小红（女）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周少政 邹 勇 张 翱 张 琼（女） 张晓涛 邓炳国
李洪亮 孙泽均 凌 凡

副秘书长名单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本次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23日12时。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市2024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市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4年市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重庆市地方立

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六、听取和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选举；
九、通过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议程
（2024年1月20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莎

两会召开前，本报策划推出了“你
点题我关注”专题报道，“高校毕业生
就业”成为市民和代表、委员们共同关
注的热点话题。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
2024年全市预计有高校毕业生36.7
万人，比2023年增加3.3万人，再创历
史新高。

如何帮助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道路
上走得更踏实、更有底气？代表、委员
们认为，需多方合力。

高校毕业生感受到求职压力

记者随机在街头调查，一些高校
毕业生用“迷茫”“困惑”形容自己的求
职历程。

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三学
生李倩将于6月毕业。她的就业目标
是公务员或高校辅导员，已陆续参加
了7场考试，均以失败告终。

李倩说，身边不少同学都倾向于
同一个赛道，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她
打算参加学校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
增强自己和岗位的匹配度，继续应对
挑战。

“现在是‘两头’抢手，‘中间’遇
冷。”重庆三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毕业
生吴金隼坦言，之前网申的岗位大多

石沉大海。对于自己专业对口的制造
业企业而言，博士和技工院校毕业生
依旧抢手，而毕业人数最多的本科生
找工作则相对困难。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夏杨松分
析，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压力
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毕业生
总量持续增加。2024年，全市预计有
毕业生36.7万人，比2023年增加3.3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二是就业市场优
质岗位不足。虽然全市就业岗位数量
总体多于求职人数，但符合高校毕业
生就业预期的优质岗位偏少；三是结
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我市部分高校的
专业设置与全市产业发展需求还不完
全契合，有的专业就业难度较大；四是
毕业生求稳心态增加。部分学生将升
学、考公作为毕业去向首选，不少考研
考编失利的学生选择“二战”“三战”，
延长了求职周期。

多方合力助毕业生走
好走稳求职路

如何助力毕业生走好走稳求职
路？

今年两会，市人大代表，江津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钟红兵准备提交建
议——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职业
指导和观念转变等多方面的努力，进
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钟红兵建议从七方面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一是扩宽市场化就业
渠道；二是支持自主创业服务，开展各
类创业培训，推进“商业+政策”组合贷
款模式，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三是提升就业能力，根据高校
毕业生培训需求，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四是推动实名制登记服务，加强对所
有未就业毕业生实名信息的动态摸
排，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学生、上门
拜访家长；五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例
如对吸纳高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发放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
就业见习补贴等，鼓励引导企业招用
更多高校毕业生；六是开展困难群体
结对帮扶，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等
困难毕业生，优先提供岗位信息，优先
推荐就业；七是着力加大权益保护，持
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清理整
顿，依法打击“黑中介”、虚假招聘等违
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滥用试用期、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

市政协常委，民盟重庆市委会副
主委、重庆大学教授王林建议，应鼓励
毕业生创业式就业，搭建大学毕业生
返乡创业平台。继续加大对大学生创
业担保贷款、创业专项资金等支持力
度，积极落实税费减免、毕业生创业补
贴、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补贴等政策。
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财政投入向基
层倾斜，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王林提出，还应加大税收减免、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普惠金融、保就业补
助等多方面的稳岗、稳企政策措施，积
极利用政策杠杆，鼓励各类企业积极
拓岗、扩大应届毕业生招用比例。此
外，继续提升消费者信心，刺激国内居
民加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养老、旅
游等消费，带动投资增长，扩大就业岗
位。

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企业兑现一揽子补助

“人力社保部门高度重视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其高质
量充分就业。2023年，全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人数、就业率均高于上年同期
水平。”夏杨松表示，下一步，重庆人力
社保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稳就业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
工作要求，充分吸纳代表、委员的意见
建议，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确保2024年底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0%，困难家庭毕业生100%
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记者了解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促进计划内含十大行动，包括就业
政策落实行动、公共部门扩岗行动、访
企拓岗行动等。

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企业，
我市将运用“直补快办”等模式，一揽
子兑现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
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对困难家庭毕
业生，“免申即享”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同时，协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专班各成员单位，积极稳定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招录（聘）规模，适当增
加“三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科研助理、基层社
区服务岗位招聘人数。推动公共就业
服务向校内延伸，选取就业工作任务
重、压力大的高校，组织人社局局长、
就业局局长结对联系，定向送岗位、送
资源、送服务，高频率举办专场招聘。

我市还将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
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未就业毕业
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实施“一人一
档”“一生一策”精准帮扶，优先提供职
业指导，优先推荐岗位信息。对通过
市场渠道难以就业的，运用公益性岗
位予以兜底安置。

今年重庆市预计有高校毕业生36.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十大行动确保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

重庆工商大学，毕业生正在双选活动现场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本报
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重庆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十大行动

1.就业政策落实行动

2.公共部门扩岗行动

3.访企拓岗行动

4.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行动

5.就业技能提升行动

6.创业服务支持行动

7.困难家庭毕业生帮扶行动

8.就业先进典型宣讲行动

9.权益维护行动

10.离校未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你点题我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