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讯（记者郑亚雷）11月27日，记者

从省疾控中心获悉，目前成都威斯克重

组三价新冠病毒（XBB+BA.5+Delta变异

株）三聚体蛋白疫苗已配发至我省各

地，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或者18~59
岁患有较严重基础疾病人群、免疫功

能低下人群、感染高风险人群及已完

成基础免疫或已感染新冠病毒人群

均建议尽快接种。

陕西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相关负

责人提醒，已完成基础免疫或感染新冠

病毒的目标人群，在最近一次接种3~6个

月后或最近一次感染6个月后（两种情况

均发生的，以时间最近的一次为准），可接

种1剂次含XBB变异株抗原成分的疫苗。

未完成基础免疫且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群，应先完成基础免疫接种。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深圳康泰公司、医

科院生物所）基础免疫为2剂次、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智飞龙科马CHO）基础免疫为

3剂次、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康希诺

肌注式）基础免疫为1剂次。

据悉，目前含XBB变异株抗原成分的

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运抵全省各地，需要接

种疫苗的群众可以关注陕西疾控公众号

查询周边接种单位，或咨询所在区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当地接种安排。

含XBB变异株抗原成分的新冠病毒疫苗已配发至我省各地
建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尽快接种

阳光讯（记者 李梦君）11月28日上

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

布会，邀请省人社厅厅长蔡钊利，介绍人社

服务保障全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

况。我省强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创新基地等3种创新平台建设，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人

员离岗创办企业和兼职创新创业。

不断改进和创新人才评价方式

我省畅通人才引进渠道，紧扣重点

产业方向，编制《2023年陕西省制造业24
条重点产业链急需紧缺岗位人才需求目

录》，为合理引人引才提供科学依据；建立

特殊、急需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由科研单位自主招聘博士毕业生，将基

层科研单位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提高

至35%，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

宽。近三年，我省成功引进高层次人才

8000余人，事业单位自主招聘急需紧缺人

才1.5万人。截至目前，全省共有专业技术

人才221万人，高技能人才159.6万人，其中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5人，中华技能大

奖10人，全国技术能手99人。

我省不断改进和创新人才评价方

式，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人才，近三年，有

2.9万名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截

至目前，全省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

构480家，累计开展评价5785批次，发放等

级证书44万人次。

强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
3种创新平台建设

我省充分发挥平台在集聚创新资

源、支撑创新发展、转化创新成果等方

面的作用，强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

作站、创新基地等3种创新平台建设。近

三年，省级财政支持博士后创新创业

8700万元，新设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

创新基地46个，目前我省共有博士后科

研平台407个，年均进站博士后1100人，

平均年龄31岁。

陕西依托“博士后创新创业、人力资

源、职业技能”等3项赛事平台，不断培育

创新力量，用好“博士后创新创业园、技能

大师工作室、创业孵化基地”等3类创新载

体。近三年，我省投入支持资金2.21亿元，

建成国家级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大师工作室202个；着力打造创新成果

转化示范基地，认定10家省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奖补1个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500万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鼓励

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

和兼职创新创业，离岗期限由3年延长至6
年，离岗期间各项权利、福利待遇不受影

响，消除人才“后顾之忧”。近三年，5000余

名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围绕七项重点任务
进一步强化精准服务理念

蔡钊利表示：“目前，我们正以‘人社

工作进园区’为总牵引、总抓手，围绕‘推

动政策落地、强化用工保障、促进技能提

升、加强人才支持、优化社保经办、加强用

工指导、搭建直通平台’七项重点任务，进

一步优化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精准服务

理念，全力推进人社干部、惠企政策、高效

服务、信息平台进园区、进企业，主动融入

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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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韩冯盼校对杨宏玲

阳光讯（记者佟怡）11月28日上午，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满载着日用百货、健

身器材、服装等货物的X8155次中欧班列

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

往德国汉堡，这标志着中欧班列（西安）自

2013年11月28日开行首趟以来，已累计开

行十周年。十年来，中欧班列（西安）已累

计开行20897列，开行量约占全国中欧班

列开行总量的四分之一，开行量、货运量、

重箱率等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为加

快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注入了强劲动能。

2013年11月28日，伴随着西安至阿拉

木图国际货运班列的汽笛声，拉开了中欧

班列（西安）发展的序幕。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丝路起点区位优势

和铁路运输优势，大力开行中欧班列。自

2013年开行首趟以来，开行量逐年递增，特

别是自2018年起，中欧班列（西安）发展进

入“快车道”，全年往返开行量突破1000列，

超过了2013年至2017年开行量的总和；

2019年至2021年更是实现了“井喷式”增

长，逐年突破2000列、3000列、3800列，2022
年开行4639列，中欧班列（西安）实现了市

场培育、辐射欧亚、客车化开行、集结分拨

“四级跳”，西安已成为全国中欧班列开行

城市中，首个开行量突破4600列的城市，今

年开行量有望突破5000列。

今年以来，截至11月28日，中欧班列

（西安）累计开行4843列，已超去年全年开

行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3.77%，运送货

物总重43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3.2%，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开行量、货运量、重箱

率等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中欧班列（西安）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下一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将

加快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为构

建“一带一路”立体交通网络，助力“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运能保障。

十年来中欧班列（西安）已累计开行20897列开行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阳光讯（记者张滢）近期，西安市修
订升级了《西安市高层次人才评价确认

实施办法》及《西安市高层次人才评价确

认标准参考目录（2023年）》，进一步建立

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

才评价体系。

本次修订突出聚焦产业、服务发展，

聚焦全市“六个打造”和八个方面重点工

作，立足西安市六大支柱产业和五大新

兴产业人才需求，在原有科技创新创

业、企业经营管理等领域之外，新增

“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作为评价维

度。在具体标准制定中，锚定电子信息

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大数

据云计算等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领

域，研究提出新标准17条，并首次将服

务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成果转化的高级

技术转移人才纳入确认范围。

注重将市场认可、行业通行的指标

作为人才评价的重要标准，在重点产

业、金融等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

尽可能采取薪酬、个税等标准评价人

才，以人才的市场议价能力凸显其个

人价值；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薪酬不

足以反映专业水平的领域，设定经行

业认可的指标作为人才评价标准，逐

步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

导向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西安市修订升级高层次人才评价确认实施办法和标准参考目录

我省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有关情况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和兼职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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