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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7 日
宣布启动 2025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
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持续至12月，面对
2025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
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实、实名登记、职业指
导、招聘对接、困难帮扶、能力提升、权益维护
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当前正值毕业生离校期。行动要求各地
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致2025届

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
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
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畅通毕业生求助途径，
线上全年开放求职登记小程序，线下统筹用
好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站所等服务平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地要落实实名帮扶机制，对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及时提供至
少 1 次政策宣介、1 次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

介、1 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抓好困
难毕业生兜底帮扶，建立健全就业帮扶清
单，优先推送高质量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培
训见习，优先提供职业指导；加强失业青年
常态化帮扶，主动提供岗位对接、就业指导、
培训推介等服务。

行动还要求各地加快推进就业创业政策
落实，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税费
减免、培训补贴、担保贷款等惠企政策，拓

宽一次性扩岗补助范围，延续实施国有企
业增人增资政策，综合运用“直补快办”

“政策计算器”等方式，推动就业创业政策及
时兑现。

行动提出，实施百万青年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深化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面推广
求职能力实训营，提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
职就业能力；密集举办“职引未来”系列招聘，
提高招聘服务精细化、多元化、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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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成立大
会7日在安徽合肥举行。这是我国首个深空
探测领域国际科技组织。

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由深空探测实验室、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中国
宇航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及法国行星探
测地平线2061五家单位联合倡议，汇聚20位
国内院士与31名国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申请，
历经两年多筹备，于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
成为在民政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

营利性国际科技组织。
“该学会的成立对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与

合作至关重要，是全球航天界协同创新的重
要标志，对于汇聚全球力量、推动科技进步、
深化文明互鉴、在外空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具有深远意义。”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说，诚挚邀请全
球航天界、科技界的科学家、工程师们积极
加入学会，共同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作出积
极贡献。

未来，学会将围绕月球探测、行星际探
测、小行星防御等领域，研究国际深空探测
发展态势，明确空间探索科学方向和技术路
径；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搭建广泛合
作交流平台，凝聚全球科学家智慧；推动深
空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组织科学普及展览展示、国际教育培训，推
动全球航天科技人才培养；出版发行国际学
术刊物、开展国际重大项目和杰出科学家奖
项评选，激励全球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等。

据新华社电 记者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获悉，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道路
车辆 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场景 场景评价与
测试用例生成》日前正式发布。

测试场景是评估自动驾驶系统功能和
性能的基础，是支撑仿真和封闭场地测试等

“多支柱”自动驾驶安全验证方法应用的核
心要素，测试场景的多样性、覆盖性、典型性
直接影响着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此次发布的标准主要规定了自动驾驶系统
测试场景的评价流程与试验方法，明确测试
场景暴露率、复杂度、危险度等评价指标的
判定要求，并定义了测试用例生成的一般性
方法及其必要特征。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该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体现了自动
驾驶测试验证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的重
要共识，有助于形成从概念设计到建模与仿

真、从场景库建设到实际测试场地搭建的整套
场景应用框架，为自动驾驶系统的仿真开发和
试验评估提供了基础性标准，有效满足自动驾
驶系统安全评估和测试验证等迫切需求。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组织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深度
参与汽车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持续提
升我国在汽车国际标准法规协调中的参与
度、贡献度。

7月7日，运城舰起锚离开昂船洲军营码头。7月7日上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访问，驶离香
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 新华社发

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访问离开香港

自动驾驶测试场景评价国际标准发布

我国成立首个深空探测领域国际科技组织探索宇宙新平台！

由我国牵头制定！

据新华社电 记者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强化刑罚执行监
督，2025年上半年受理“减假暂”审查案件13
万余人，其中减刑12万余人、假释7000余人、
暂予监外执行5000余人；针对“减假暂”提出
书面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2000余件，监督有
关机关收监执行1400余人。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
一环，是刑事检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上
半年，检察机关不断完善“派驻+巡回+科技”
监督机制，各地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要求，
大力推动轮岗交流等工作，建立科学的派驻
检察人员梯次结构，派驻检察基础进一步夯
实。各地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看守所、监狱收
押、收监工作，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
机关的衔接协作，共同推动解决“收押难”

“收监难”问题。
与此同时，巡回检察“利剑”作用也更加

凸显，针对2024年专项巡回检察发现监狱、
看守所等监管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相
关检察机关派驻检察履职存在的问题持续
督促整改，对发现的徇私舞弊“减假暂”、滥
用职权、虐待被监管人等司法工作人员相关
职务犯罪线索跟踪督办。

据新华社电 记者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新增下达100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开展以工代赈加力扩
围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行动，支持26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1975个项
目，预计发放劳务报酬45.9亿元，助力31万
名重点人群稳就业促增收。

本批 1975 个以工代赈项目瞄准返乡回
流重点群体集中、务工需求大的地区，围绕
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领域中小型基础
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工程建设、服务保障、项
目管理和建后管护等各环节务工岗位，预计
吸纳带动31万名重点人群就近就业，包括脱
贫人口及防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返乡农民
工、其他农村劳动力等群体。

本批投资将项目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
的比例提高至不低于40%，优先实施人工用
量大、材料成本低、机械使用少的村道巷道
硬化、乡村生产道路改造、小型排灌沟渠疏
浚、生态护坡护坝等劳动密集型工程。

截至6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财政
部共下达2025年度以工代赈中央投资295亿
元，支持地方实施以工代赈项目近6000个，
预计吸纳带动70余万名困难群众就地就近
就业，将发放劳务报酬超过110亿元，有效拓
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下一步，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立足当前就业形势，积极主动作为，
督促指导地方推动已下达投资的以工代赈
项目全部开工建设，抓实抓牢重点群体务工
组织和劳务报酬发放等关键环节，同步做好
项目常态化滚动式储备，推动以工代赈切实
发挥稳就业、促增收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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