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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中组部、人社部、教育
部、公安部、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取消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
知》，明确自2023年起，不再发放《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
生就业报到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
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
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
　　通知提出了一系列衔接措施。
  一是建立去向登记制度。教育部门建立高校毕
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高校为毕业生办理离

校手续的必要环节。
  二是明确户口迁移要求。高校毕业生户籍可以
迁往就业创业地（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行），也
可以迁往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三是明确档案转递衔接。2023年起，组织人事
部门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在审核和管理人事档案
时，就业报到证不再作为必需的存档材料，之前档
案材料中的就业报到证应继续保存，缺失的无需
补办。
  四是明确报到入职流程。用人单位可凭劳动
（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书（含网签协议）或普通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或其他双方约定的证明材料，为
高校毕业生办理报到入职手续。
  五是明确信息查询渠道。用人单位、户籍和档
案接收管理部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办理招
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业务时，可通过查
看学历证书、劳动（聘用）合同（就业协议、录用
接收函）等，或通过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
系统（https：//dj.ncss.cn），查询离校时相应毕业去向
信息。高校毕业生和有关单位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查询和验证高
校毕业生学历、学位信息。

中组部、人社部、教育部、公安部、国资委五部门联合发文

今年起不再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首届潍坊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即将开幕

  放生，是一种以救护生命为目的的善意行
为，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不顾后果地放生。
众所周知，蟑螂作为一种害虫，会传播各种细菌
和病毒，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大量
放生蟑螂，不仅会增加小区维护环境卫生的负
担，还可能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扩散。因此，打着
“保护生命”的旗号，去干这种会对公共卫生、
居民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威胁的事，实在让
人难以认同。
  近年来，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的情况屡屡发
生，不仅危害生态环境、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
活，甚至还催生了非法放生利益链，给整个生态
环境系统造成了破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安全隐
患。因此，杜绝“任性”放生已迫在眉睫、势在
必行。而要想规范放生行为，就必须强化全链条
监管、不断提升执法效能。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
管理智慧，承担起相应责任。
  比如，在放生蟑螂案例中，女子使用的“蟑
螂屋”，就是一种诱捕蟑螂的工具，在网上就有
售卖的，而且部分商家公然在售卖视频中建议顾
客用其捕捉蟑螂再进行放生。这种“蟑螂屋”的
生产、销售环节是否合法合规，都需要相关部门
拿出切实有效的举措，依法规范监管。只有让违
法违规经营者付出沉重代价，才能起到震慑、劝
阻的效果。
  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
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
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
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这已经从国家法
律层面对“放生”行为进行了规定，并重点突出
了“无害化”原则，相关部门既要进一步加强宣
传教育，引导放生者合理放生、科学放生，更要
在强化执行上下功夫、出实招，对整个放生链条
进行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销售、无序
放生、违法放生等行为，让任性而为的商家和个
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才能逐步让放生真正回归
其本来意义。

  近日，广东广州天河某小区一位业主把
蟑螂带到楼下花园里放生，被邻居发现后引
发争执。邻居称该女子在网上购买了五盒蟑
螂进行放生，现场不断有蟑螂从盒内爬出，
使得居民感到不适和头皮发麻。小区物业赶
来后，对石头上的蟑螂盒进行了处理，将尚
未放生的另外三盒蟑螂一同收缴处理。目前
整个小区已全面消杀三次。 （据央视网）

无序放生

亟待有序监管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5
月26日-28日，首届中国潍坊国际电子商务博览
会将在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博览会由山东省商务厅、潍坊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潍
坊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承办，展示潍坊市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拓宽供给和需求渠道，推进产业和
贸易融合，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打造电子商务
发展新高地，加快建设实力强、品质优、生活美
的更好潍坊。
　　首届博览会以“电商世界·创赢未来”为主
题，汇聚全球精品，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立
九大展区，分别为电商平台及服务商展区、潍坊
优势产业带展区、中国(潍坊)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成果展区、潍坊综合保税区展区、潍坊跨
境电子商务研究院展区、山东特色产业带展区、
国内优质产品展区、进口产品展区、优秀品牌房
地产项目展区。
  展览中心将搭建中心舞台，为优秀展商及采
购商提供品牌展示、宣传推广、信息发布、现场

签约等综合服务。本届博览会，预计参展企业将
超500家、到会国内外知名采购商超500人、参会
专业观众超1万人，总到会人数预计将超过10万
人次。
  展会期间，将配套举办2023世界电子商务大
会、跨境电商供采对接会和跨境电商平台、卖家
走进产业带等系列活动。2023世界电子商务大会
将邀请中国、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电子商务企业(机构)负责
人，交流全球电商产业发展经验，探讨电子商务
发展趋势，寻求商业合作机会，发挥大会资源凝
聚效应，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供
采对接会将邀请各大平台进行政策介绍，组织潍
坊市企业与平台、卖家进行“面对面”“一对
一”对接洽谈、互动交流，搭建精准、高效的贸
易洽谈、招商引资平台。跨境电商平台、卖家走
进产业带活动将根据各大平台、大卖家采购需
求，分批组织大平台、大卖家下沉到各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优势产业带企业现场进行考察和对接
交流，推动投资与贸易合作。

滨海一季度旅游人次及收入增幅双第一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菲）日
前，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一季度各县市区旅
游主要指标情况，滨海区一季度游客接待人数、
旅游收入增幅均位列全市第一名。
　　今年以来，滨海区围绕旅游业强势复苏之
机，出台《滨海区大力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政
策措施》，从促进文旅惠民消费、实行A级景区
门票减免、组织文化主题活动、引导扩大文化
消费、提升乡村旅游知名度、开展“助企暖
企”行动等方面予以扶持。欢乐海沙滩景区成
功获批市级“平安景区”称号，郭李央村村史
馆获评市级乡村博物馆，白浪河景区、海潮音

创意文化产业园入选潍坊市“山东手造 潍有尚
品”示范场馆。
  聚焦品牌影响，举办渔盐文化节、北海民俗
祭海节、山东省马术锦标赛等节会赛事，打造
“引客入滨”强力爆点。指导元舜现代农业打造
“好客山东·乡村好时节”主题活动，启动滨海
旅游专场推介进校园活动，举办潍坊滨海旅游
（东营）推介会，有效增强品牌磁场吸附力。持
续推动全区文旅企业上档升级，督促各景区提升
服务质量，组织全区研学企业提升研学基地设
施，开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
序，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屏障。

山东将组建100个“慈善救急难”项目库
  新华社济南5月13日电 山东决定启动实施
“慈善救急难双百行动”，动员100家慈善组
织、组建100个“慈善救急难”项目库，帮助缓
解重残重病对困难群众家庭或个人基本生活造成
的重大影响。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民政厅了解到，为了进一
步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充分发挥
慈善力量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山东将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易返贫致贫人口、低保边
缘人口、因病致贫重病患者，本人属一级视力残
疾、二级及以上肢体残疾或四级及以上智力、精
神残疾或患重大疾病，以及个人负担医疗或康复
费用仍然较重，对家庭或个人基本生活造成重大
影响的情况，全部纳入救助范围。
　　此外，山东还探索建立健全依申请分级救
助帮扶制度。其中，个人负担医疗康复费用2万

元以下的，原则上由所在县（市、区）慈善组
织实施救助；个人负担医疗康复费用2万元至3万
元以下的，原则上由所在市县慈善组织联合实
施救助；个人负担医疗康复费用3万元至4万元以
下的，原则上由省市县慈善组织联合实施救
助；个人负担医疗康复费用4万元以上的，可在
省市县慈善组织实施救助后，通过全国“救急
难”慈善信息对接平台提报全国性慈善组织申
请救助。
　　据介绍，开展“慈善救急难双百行动”是山
东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共同富裕
的创新实践。2022年，山东建成了省级慈善救助
项目库，全省7个省级试点慈善组织共募集资金
5860.1万元，支出相关慈善资金8556.1万元，受助
群体达到10.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