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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护理员、殡仪服务员、矫形器装配工、假肢装
配工……这些活跃在应对“银发浪潮”、服务残疾人群
体等民政生产服务和技术创新一线的特色职业工作
者，迎来职业发展的好消息：“畅通民政高技能人才向
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流动渠道”“支持各地明确民
政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对应关系”“强化薪
酬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

4 月 14 日，《关于加强新时代民政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对外发布，这是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首次联合出台的民政领域高技能人才文件，剑指
民政技能人才队伍短板，就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
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

一段时间以来，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存在总体数量
短缺、培养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文件的出
台，正是把握社会和市场需求，紧盯存在的差距不足，
助力培养更多更好的民政高技能人才。

瞄准社会痛点
完善民政高技能人才全链条体系

统计显示，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2 亿，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然而养老护理员数量仍存在
较大缺口。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养老护理
需求与实际不相匹配。

据介绍，目前我国基层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受教育
程度不高、培训经费不足，一些领域的民政技能人才仍
存在缺口，特别是养老护理员面临严重短缺。

为此，意见明确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紧缺人才培训，特别
提出要加大对养老护理员等紧缺人才的培训培养力
度。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提供职业培训
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和技能提升补贴，并建立补贴
标准动态评估调整机制。”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意见还针对完善人才使用制度、健全人才激
励机制等方面作出安排：优化岗位使用机制，鼓励用人

单位优先选拔民政高技能人才参与机构管理；畅通民
政高技能人才向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流动渠
道；提高人才待遇水平，完善人才津贴补贴制度，
加大人才激励表彰力度……

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使我国民政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了明确的“任务书”，
更给这些职业工作者带来发展信心和新机
遇。

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
健全民政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过去，用人单位实行“五级工”制，
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民政领域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面
临“天花板”低、吸引力弱等困境。对
此，意见聚焦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提出
延展技能等级，推动用人单位把原有成
熟度高、需求迫切的职业从“五级工”制
拓展为新“八级工”制：往下补设学徒
工，往上增设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意见还支持各地积极探索明确民
政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对应
关系，推动高技能人才比照相应层级专
业技术人员贯通发展，这更加明晰了民政
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路径。

将技能等级与职业发展挂钩，可谓“既
给面子也有里子”。

意见提出进一步畅通技能等级认定渠
道，支持全国性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落地开展
民政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积极吸纳各方探索经
验，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下一步，我们将和各地一道，抓好意见实
施，加快培育打造能够有效支撑民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由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牵头，联合自治区大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等单位共同编制的《数据中心存力分级评估规范》《数据中心算力分
级评估规范》两项地方标准，于4月14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数据

中心存力和算力评估拥有了统一“标尺”，是推动数据中心行业朝着规
范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据悉，两项地方标准聚焦当前数据中心行业存在的存力算力评估
标准缺失、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痛点，建立起覆盖存储容量、性能、安全、
能耗，以及通用算力、智能算力等核心指标的分级评估体系。其中，《数
据中心存力分级评估规范》构建了一个全面且细致的评估体系，从存储
容量的大小、存储性能的优劣、存储安全性的高低，到存储能耗的多少
等多个维度，对数据中心的存力进行深度剖析。通过一套严谨、明确
的指标体系和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将数据中心的存力清晰地划分
为不同等级，使存力水平一目了然。

《数据中心算力分级评估规范》聚焦于数据中心算力的评
估。在充分考量通用算力、智能算力、通用算效和智能算效等

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对数据中心的算力进行科学分级。规
范的发布能够引导数据中心合理调配算力资源，有效提

升算力使用效率，降低能耗成本。同时，也极大地方
便了用户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快速、精准地匹配

到最适合的算力，实现算力资源的高效对
接。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两项地方标准实施
数据中心存力和算力评估

有了统一“标尺”

我国强化培养民政高技能人才

为进一步强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促
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质量发展，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了《关
于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
16条意见措施。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有利于引
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强化风险防控，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特色功能，更好地服务化解金融
和实体经济风险，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明确，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立足功能定位，做优做强不良
资产业务，规范有序开展问题企业纾困业务，探索新形势下服务化解金融和实
体经济风险的模式，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指导意见》提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聚焦发挥特色功能，加快培育核心
竞争力，做强做优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服务化解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
域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要持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强化存
量风险资产处置，严控增量业务风险，加强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推进瘦身健
体。

为提升监管质效，《指导意见》指出，要持续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加强重点领
域监管，强化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强化各类监督贯通联动。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曾刚表示，《指导意见》强调了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专注主责主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方面。这有助
于中小金融机构及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化解，也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回归本
源功能，专注于风险缓释和资源再配置。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建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大对中小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力度，助
力拓宽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渠道，为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
解和转型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与此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要加
强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协同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不良资产
处置生态体系，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能。

业内人士认为，《指导意见》强调坚持回归本源、聚焦
主业，有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将
资源集中于不良资产处置这一核心业务，更好地发
挥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救助和逆周期调
节的功能作用。 （据《人民日报》）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迎来监管新规
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首个市场
监管行业标准——《自然人网店管理规
范》（以下简称《管理规范》），推动构建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对自然人网店“统
一入驻标准、统一运营规则、统一退出
机制、统一数据报送标准”的“四个统
一”管理框架，提高网络交易监管科学
化、规范化水平。

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包括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办理登
记的经营主体，还包括销售自产农副产
品、家庭手工业产品或从事便民劳务、
零星小额交易等类型经营活动的依法
免予登记的自然人主体（以下统称“自
然人网店”）。目前，自然人网店约占平
台内经营者总量的 57%。

《管理规范》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
经营者对自然人网店入驻、运营、退出

和数据报送等方面管理的要求。
目前，市场普遍关心，《管理规范》

是否会增加平台企业和自然人网店负
担？

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管理规范》坚持发展和规范并
重，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平台经济特点
和经营主体自主经营权，聚焦自然人网
店监管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管理规
范》属于自愿性、推荐性行业标准，未增
加强制性义务，有利于引导网络交易平
台企业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提升对平台
内自然人网店的管理水平；有利于督促
自然人网店合规经营，实现健康规范发
展；有利于规范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保
护消费者和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
平台经济创新发展。

（据《人民日报》）

自然人网店管理新规出台
提高网络交易监管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出台《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排
放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节
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

《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首次细化了

“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包括2年内因造

假行为受过1次行政处罚还继续造假，或
造假行为涉及 10 辆以上车辆等情形。对
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严格处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取消其检验资
格。

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报道）

两部门出台新规

严惩机动车排放检验造假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