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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包吃住吗？”“女 38 岁、男

44 岁，能干什么活？”一家电子厂的

网络直播间里，一条条弹幕刷过，主

播依次解答网友提问。不同于常见

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不“带货”，只

“带岗”。

我 国 有 超 过 2 亿 名 技 能 劳 动

者，但制造业等行业劳动力结构性

短缺的情况依然存在。一边是“招

工难”，一边是“就业难”，求职者与

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

配等因素，影响了招聘效率。

人社部今年发布《关于加强企

业招聘用工服务的通知》，提出要推

广运用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新型

招聘对接模式。用好这些云端招聘

新模式，有助于供需更精准地对接。

对求职者而言，在直播间与企

业直接对话，能够更明晰地了解企

业需求，更直观地了解工作环境、工

作内容等，进而更准确地选择自己

适合的岗位。

对企业而言，比起传统招聘方

式，线上招聘不但成本更低，还能

打破空间限制。特别是以直播形式展开的招工，即

时的交流互动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展示自身需求，这

些需求精准传导到求职者身上，有助于提高人岗匹

配度。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搬进直播间的招聘会，都

是顺应数字化时代要求、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有

益尝试。将这一尝试往前推进，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还

需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某些企业出现岗位信息真假

难辨、口头约定难以落地等现象，有的求职者反映还存

在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对此，相关部门有必要规范

发展、靠前监管，相关平台也需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加

强对企业相关信息的核实。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的重要支撑。我们期待，更多求职者能通过多元

化招聘方式找到称心的工作，更多企业能在招才引才

中汇聚发展活力。

归根结底，“直播带岗”只是手段，能否留住人、用

好人，关键还得看线下工作体验。企业只要不断深耕

技能人才培育、保障职工福利待遇、拓宽职业发展空

间，就会有更多劳动者踏“云”而来，企业也能真正乘

“云”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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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直播间的招聘会
是顺应数字化时代要求、
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
有益尝试，期待更多求职
者能通过多元化招聘方式
找到称心的工作，更多企
业能在招才引才中汇聚发
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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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

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

会载入千秋史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

脉，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和现

代化改造。

贯通！在浙江省开化水库施工现场，导

流洞近日贯通，为工程按期完成导截流打下

了基础。工程将对钱塘江上游的水资源科学

调度发挥重要作用。

封顶！近日，位于贵州省施秉县的白头

旺水库大坝封顶。工程建成后，一泓碧水将

为 12 万人饮水和 1.8 万亩农田灌溉提供保障。

今年以来，水利投资持续发力，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国家水网加快

构建。截至 7 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25
项，在建水利项目达到 3.18 万个，投资规模达

1.7 万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5675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 71.4%。

联网补网——
筑牢主骨架，打通大动

脉，畅通微循环

“构建国家水网，既要有稳梁固柱的主骨

架、穿针引线的大动脉，也离不开织网联网的

重要纽结，这样才能纲举目张、结实牢靠。”水

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

打通大动脉，夯实国家水网主骨架。

“喝上南水北调水，水垢少了，水质好了，

熬粥做饭都香了。”千里调水，让河北省邱县

新马头镇韩西固村村民马海林的生活变了

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

来，累计惠及 1.4 亿多人。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

动脉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首个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南水北

调和三峡水库两大工程牵手，中线水源将更

加充沛。“水利部门继续扎实推进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深化东线后续工程可研

论证，推进西线工程规划，积极配合总体规划

修编工作，不断完善‘四横三纵’格局。”张祥

伟介绍。

打通骨干通道，完善区域输配水格局。

掘进机破岩而出，秦岭地下 1800 多米，引

汉济渭秦岭输水隧洞于今年年初全线贯通，

工程将引汉江水润泽关中。“因秦岭相隔，陕

西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工程设计年调水量

15 亿立方米，可惠及人口 1400 多万人。”陕西

省 引 汉 济 渭 工 程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董

鹏说。

青海引大济湟工程，让大通河与湟水流

域相连；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通过输水管线

和调蓄水库等，让长江水和嘉陵江水互相调

剂……奔涌的大江大河和纵横的渠道管网，

交织出国家水网的脉络纹路。到 2025 年，我

国将建成一批重大引调水和重点水源工程，

新增供水能力 290 亿立方米，水资源承载能力

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明显增强。

建设国家水网，还需在畅通微循环上下

绣花功夫。

水利部门全力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

里 ”。 截 至 7 月 底 ，各 地 共 完 成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建 设 投 资 466 亿 元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2 倍

多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维 修 养 护 完 成 投 资 25.1
亿 元 ，维 修 养 护 工 程 6.7 万 处 ，服 务 农 村 人

口 1.3 亿人。

张祥伟介绍，水利部门统筹考虑配套工

程、衔接工程，有序实施省市县水网建设。预

计到 2025 年，省级水网建设规划体系全面建

立，水网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提质增效——
聚焦短板弱项，提升水资

源优化配置能力

一 张 互 通 有 无 的 路 网 ，让 货 物 顺 畅 流

通。一张横贯天际的电网，点亮万家灯火。

一张国家水网，能发挥哪些效益？

“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我国水资源时空

分布极不均衡，水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不相适应。”水利部水规总院副院长李原

园分析，“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聚焦短板弱项，

建设完备的水利工程，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

能力，有效破解影响发展的水瓶颈。”

“供水网”保用水安全。

峒河弯弯绕山流，坐落在湖南省吉首市

矮寨镇的大兴寨水库工程于近期开工。工程

由枢纽、供水和灌区 3 个部分组成，水库总库

容 1.13 亿立方米，工程设计灌溉面积 2.47 万

亩，多年平均灌溉水量 811 万立方米，将有效

提升吉首市防洪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改善

农业灌溉条件。

水利部门打造蓄、引、调等高效协同的供

水体系，为生产生活用水保驾护航，不断完善

从水源地到田地头和水龙头的供水网络体系。

“防洪网”保江河安澜。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为 大 江 大 河 防 洪 添 底

气。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于 7 月初开

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游荡性河段

河势，提高河道排洪输沙能力。安徽省长江

芜湖河段整治工程于 6 月 30 日开工，工程以

防洪保安为主，并兼顾岸线利用和环境保护

等综合效益。

今年上半年，水利部门聚焦保障防洪安

全，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投资

1313 亿元；同时推进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

库 除 险 加 固 、重 点 涝 区 等 防 洪 排 洪 薄 弱 环

节建设。水利部提出，到 2025 年，防洪突出

薄 弱 环 节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流 域 防 洪 工 程 布

局 进 一 步 优 化 ，流 域 防 洪 工 程 体 系 进 一 步

完善。

“灌溉网”保粮食安全。

“有收无收在于水”。现有的 7000 多处大

中型灌区，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主要

产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今年将

加强现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改造，新增

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 2500 余万亩，优先将大

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张祥伟说。截至

7 月底，大中型灌区建设改造完成投资 178 亿

元，国务院明确今年重点推进的 6 处新建大型

灌区已开工 3 处，大中型灌区建设、改造项目

开工 455 处。

健全机制——
扎实推动前期工作、拓

展筹资渠道，再开工一批成
熟项目

建设国家水网，特别是重大水利工程，可

充分发挥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

多的优势。

据估算，重大水利工程每投资 1000 亿元，

可以带动 GDP 增长 0.15 个百分点，新增就业

岗位 49 万个。据统计，截至 7 月底，水利工程

施工吸纳就业人数 161 万人。

今年要确保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30 项以

上，接下来怎么干？“重大水利工程前期论证

较为复杂，我们提出了全面加强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 19 项工作举措，多部门协同配合，建立

调 度 机 制 ，每 周 会 商 、每 月 调 度 。”张 祥 伟

介绍。

拓展多元资金筹措渠道。“为了进一步扩

大水利投资，水利部在积极争取加大中央财

政投入力度的同时，指导地方创新工作思路，

拓宽筹资渠道，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融资

金、社会资本等方面想办法增加投入。”水利

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说。

水利部将指导地方用好中长期贷款金融

支持政策，开展水利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试点，积极推动水利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 作 。 7 月 新 增 落 实 水 利 建 设 投 资 1436 亿

元，其中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落实了 564 亿

元，是上个月的 1.9 倍。

“全面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扩内

需、稳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大意义。

水利部门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台账管理，

挂图作战，在今年已经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

基础上，再开工一批纳入规划、条件成熟的项

目，全力推进补链强链、建网强网，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支撑。”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表示。

截至7月底，在建水利项目投资规模达1.7万亿元

投资持续发力 水网加快构建
本报记者 王 浩

核心阅读

重大水利工程是基础
设施投资的重要领域。今
年以来，水利投资持续发
力，国家水网建设加快推
进。随着骨架不断夯实，
循环更加畅通，国家水网
建设的综合效益正不断显
现，有力保障了生产和生
活需要，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支撑。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品质的要求提高，

“厨房升级”成为消费热点。调查显示，家电

消费趋势呈现出品质升级、注重颜值、智能潮

电等特点。

“目前，厨电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多

元化，但厨电产品作为功能性产品，应该最大

化满足消费者对于厨电功能的要求。”华帝股

份董事长、总裁潘叶江说。通过对大量消费

者进行调研，华帝认为消费者对厨电的要求

落在“专业、时尚、省心”，用更直白的说法就

是“好用、好看、好清洁”。

据介绍，“好用”依靠科技创新，即既要帮

助消费者恰到好处地解决实际问题，又要为

其带来独特体验，例如“好用”的燃气灶应是

“火猛又省气”，“好用”的油烟机则能有效排

烟。“好看”则离不开功能美学，在保证产品功

能的同时，通过颜色和细节提升产品质感。

“好清洁”则体现为替消费者考虑的态度，不

仅做面子，还要做里子，最大程度方便消费

者，不为其增添清洁烦恼。

去年 7 月，家住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的马

先生装修新房时，选购了华帝全套的厨电产

品。使用了一年后，马先生非常满意，“就拿

鸳鸯灶来说，外观设计得很漂亮，简洁大方又

不失美感，火力五挡调节非常精准。两个灶

头 ，一 个 猛 火 爆 炒 ，一 个 文 火 煲 汤 ，方 便 好

用。而且灶头可以完全拆卸下来，清洗起来

非常方便。”

良 好 的 使 用 体 验 离 不 开 背 后 的 创 新 投

入 。 例 如 通 过 采 用 气 凝 胶 隔 热 涂 层 、双 面

隔 热 技 术 等 ，华 帝 推 出 定 向 辐 射 聚 能 锅 支

架 ，使 燃 气 灶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的 热 能 散 失 大

大 减 少 ，聚 能 灶 最 高 负 荷 提 升 到 5.2 千 瓦 ，

热强度提升 22%；依托 7 天长效抑菌储存的

干态技术，洗碗机不仅洗得干净，而且能实

现长效存储；搭载自清洁功能后，油烟机等

可 以 自 动 清 洗 ，快 速 去 除 内 腔 残 留 的 顽 固

油污。

随着厨具消费者群体不断呈现出年轻化

的趋势，从 2015 年开始，华帝进行年轻化、高

端化的转型升级，主动连接年轻消费群体，并

针对人群特点推出差异化产品。例如针对年

轻消费者的下厨需求，通过烟灶联动、灶具简

易烹饪及蒸烤一体机的智能菜单，使下厨体

验更加轻松愉悦。

“年轻人追求的是更加科学、合理、健康

的生活方式。”潘叶江认为，厨电企业面对的

是一群有品位、有判断力、更年轻化的消费

者，他们认同理性消费，愿意为体验买单，又

十分重视产品背后的机理，这对厨电企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业内人士认为，“好用、好看、好清洁”的

厨电符合当代消费者对厨房的想象，能有力

推动行业发展。“我们认为每一款产品同时

承 载‘ 三 好 ’功 能 才 真 正 符 合 消 费 者 的 需

求。”潘叶江直言，“这样一来，华帝就能与消

费者建立更加坚实的连接，品牌与用户完成

双向奔赴。”

华帝围绕“好用、好看、好清洁”展开设计

用好产品服务消费者
本报记者 李林宝

本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吕中正）中国新型储能产

业创新联盟近日在京成立。该创新联盟由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合

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电网企业、发电企业、高校和科研

院所、储能技术与装备企业等 62 家单位携手组建。

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创新联

盟理事长宋海良表示，该联盟的成立是骨干企业与科研机

构的强强联手，也是产业链上下游的整体协同，标志着我国

新型储能行业进入创新驱动、协同有序的发展阶段。

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党委书记、院长杜忠明介绍，随着

能源转型不断加快，预计 2030 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

1.5 亿千瓦。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创新联盟的成立，立足新型

储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紧扣新型储能重大共性问题，将

在政府指导下汇聚各方优势资源，打造合作、发展和技术共

同体，加快实现新型储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服务政府决

策咨询，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

加强产业链整体协同

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初秋时节，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农民种

植的玉米、辣椒等农作物迎来

收获季，当地村民抢抓晴好天

气将收获的农作物摊放在房前

屋后进行晾晒，构成一幅幅美

丽的“晒秋图”。

图为 8 月 13 日，岑巩县注

溪镇衙院村村民在晾晒玉米。

唐 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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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8月 14日电 （记者庞革平）近年来，广西将

农业品牌建设作为“三农”重要工作予以大力支持，通过打

造农业品牌，大力推动“桂品出乡”。到 2021 年底，广西农

业品牌总产值达 1397 亿元，品牌总价值 3200 亿元以上。

广西创设农业品牌目录，共精选“广西好嘢”品牌 411
个来加强培育，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76 个、农业企业

品牌 129 个、农产品品牌 206 个。通过多措并举，目前已有

一批“桂字号”农业品牌脱颖而出。百色芒果等 11 个区域

公用品牌上榜农业农村部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录。横县茉

莉花茶等 9 个品牌入选 2021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

100 强。2013 年起认定广西老字号品牌 73 个，其中经商务

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9 个。

品牌构建带动产销对接，有力推动“桂品出乡”。围绕

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广西举办 17 场相

关大型活动，达成合作意向金额超 230 亿元。广西实施农

产品仓储冷链物流建设五年行动，累计建成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 1965 个，建成库容 20 万吨以上。

品牌建设助力“桂品出乡”

广西重点培育411个农业品牌

■加强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③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