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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用工单位公共服
务能力，着力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经县委县政府同意，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
向县域内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
人员100人，聘用期限为一年。现公
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本次招聘的安置对象为有就业

意愿、有劳动能力经过系统认定的就
业困难人员，符合劳动力条件（男
16-60周岁，女16-55周岁）且符合
岗位要求。就业困难人员类型主要
包括：

（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
员；

（二）登记失业人员中距法定退
休年龄5年以内的人员；

（三）残疾人；
（四）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
（五）随军后无工作的现役军人

配偶；
（六）享受定期定量抚恤和生活

补助的优抚对象；
（七）烈属；
以上各类就业困难人员须提前

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社部门进行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且信息录入“辽
宁省就业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二、招聘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社会主义；
（二）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热爱保洁保绿行业，能吃苦耐
劳，有责任心。

三、招聘办法及程序
（一）发布公告
通过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政府网

站、融媒体、蒙古贞日报等发布公告。

（二）报名
1. 报名时间：2025 年 6 月 18

日-24日（工作日上午9:00--11:
30 ，下午13:30--16:30）；

2. 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报名地
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社局三楼
324室；

3. 报名人员提交报名材料并填
写《申请表》2份（申请表附后）。

（三）报名材料
1.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

件2份）；
2.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原件1

份）；
3.不同类型就业困难人员需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内
（一）非本县户籍人员；
（二）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人员；
（三）已领取营业执照人员；
（四）已享受公益性岗位待遇人

员；
（五）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

员。
五、资格审查
本次招聘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招

聘的全过程。报名人员报名填报信
息必须真实有效，凡发现报名人员不
符合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立即取
消其被招聘资格，情节严重的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六、聘用岗位和岗位要求
（一）聘用岗位
在市政、园林、环卫、物业服务上

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招满为止。
（二）岗位要求
男女不限，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

件即可（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以辽宁省
就业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为准）。工作

为非全日制。
七、录用程序
（一）报名人员到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人社局三楼324室录入系统审
核通过后填写公益性岗位就业申请
表。

（二）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在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政府网站公示5个
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用工单位
统一办理相关聘用和薪酬待遇手续，
并报县人社部门备案。各用人单位
按照“谁用人、谁负责、谁管理”的基
本原则，建立日常监督制度，安排专
人负责公益性岗位出勤统计、岗位管
理等方面的日常监督和考核工作，确
保城镇公益性岗位运行“有岗有人有
事有责”。

（三）签订公益性岗位就业协议
书：聘用人员需按规定与用人单位签
订公益性岗位就业协议书，聘用期限
一年，聘用人员应服从岗位分配，否
则取消聘用资格。

八、公益性岗位人员待遇
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非全日制

工作，工作时长为每日4小时。岗位
补贴为1462元/月，补贴标准执行阜
新市小时制最低工资标准17元/小
时。同时由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九、其他事项
报名人员须保持电话畅通，因联

系不到本人影响上岗的视为放弃。
本次城镇公益性岗位聘用期限为一
年，最终解释权归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咨 询 电 话 ：0418-3592832、
359283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6月17日

关于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巴扎兰村壹兴牧业育肥牛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公告
辽宁壹兴牧业有限公司委托阜新市

鑫源环境保护有限公司承担《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阜新镇巴扎兰村壹兴牧业育肥
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征求意见
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特将工程基本内容向社会
公告：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简述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巴扎兰村

壹兴牧业育肥牛项目位于辽宁省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阜新镇巴扎兰村，本项目行
业类别及代码为牛的饲养A0311，总投
资 5000万元，占地 147.43 亩。主要为
肉牛养殖项目，最大存栏量7000头。新
建牛舍22栋、堆粪场2座及办公用房1
间。针对污染物产生情况采取了有效污
染防治措施，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源
均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得到有效处
置。建设项目符合产业政策，选址合理，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项目在此建设是
可行的。

二、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vs-

rxpa09oHn_rYOOYtyDQ?pwd=
iysm

提取码: iysm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周围企事

业单位的职工及附近居民；
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dpnqaUDD-IAjUv0Ob7Z5MQ?
pwd=z79q

提取码: z79q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意见进行

反馈：邮箱：xyhbfgs1517@163.com
征求意见稿查阅期限为本信息公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

多重优势，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机遇所在。应进一步探索可再生能源

多样化发展模式、畅通绿色电力并网

渠道，打造零碳能源试点工程，多措并

举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2025年

版《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

全球能源领域投资预计将增至3.3万

亿美元，同比增长2％。其中，约2.2

万亿美元将集中投向可再生能源、核

能、电网和电气化等领域。对我国来

说，发展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农村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

多重优势，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机遇所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强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公共充换

电设施。农村的屋顶空间是安装分布

式光伏、风电装机的绝佳场景，全面开

发农村屋顶空间，有助于盘活闲置资

源，还可以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用

能需求，有效保障农村能源安全。

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还能

助力减污降碳协同。农业是柴油消费

大户，由于燃烧效率低、污染治理难度

大，散煤及柴油使用严重影响农村空气

质量和居民健康。推进农村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发展，以绿色电力代替农村散

煤燃烧及农机具柴油消耗，有助于从源

头改善农村用能结构，逐步降低化石能

源消费，促进减污降碳协同。

也要看到，目前农村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系列挑

战。比如，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单

一、风光电力装机及并网审批流程繁

杂、新能源充电桩及储能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等问题亟需解决。未来，应进

一步探索可再生能源多样化发展模

式、畅通绿色电力并网渠道，打造零碳

能源试点工程，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可

再生能源发展。

因地制宜探索农村可再生能源发

展模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千乡

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

支撑下，结合农村实际场景，鼓励引导

农户和村集体自建及合作建设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施。探索构建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牧光互补等多元化发展模

式，促进风光发电与传统产业融合，释

放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在有条件的

地区，创新可再生能源建设、运营及收

益分配机制，引导企业、社会资本、村

民广泛参与，推动建立政府、企业和农

户的共建共享合作模式，盘活农村闲

置资源，推动农民创富增收。

加快农村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畅通绿电并网渠道。随着农村分布式

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电动汽车下乡快速

推进，余电上网和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加大。为了有效消纳绿色电力，确保

电网安全有效运行，需逐步推进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有序完善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微电

网和局域网建设，鼓励农村绿色电力

就地就近消纳，优先供给周边农户和

地区使用，富余电力并网用以保障城

市和工业用电需求。

打造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储用一

体化综合集成系统，建立零碳能源试

点工程。在国家公布的农村能源革命

试点县及其他可行地区，谋划建立集

风光电力、储能、终端用能以及优化控

制技术于一体的可再生能源产储用集

成系统，打造零碳能源自给自足的微

单元体系。在微单元内部，村民优先

自主消纳绿电，剩余电力可以汇集于

小微型储能装置备用。通过开展零碳

试点工程，探索风、光、储、充、用等的

优化集成，以点带面推进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发展，为农村能源零碳变革开

拓可行路径。

（经济日报）

合 理 利 用 农 村 可 再 生 能 源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
●勿在住宅内充电
●勿飞线充电
●严禁电池进楼入户
●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
●不擅自改装修理
●不使用非标产品
●禁内部进水

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
要做到——

推进安全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