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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2025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今起报名
共发布岗位317个，计划招聘427人，笔试将于3月22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沁）2月13日，潍坊市人社
部门发布《2025年潍坊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初
级综合类岗位人员公告》，标志着全市事业单位新
一轮人才招引工作全面启动。此次招聘涵盖市直及
各县市区事业单位，共发布岗位317个，计划招聘
427人。
　　本次招聘以“公平、平等、竞争、择优”为原
则，覆盖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公共服务等多个领
域。其中，市直单位计划招聘87人，岗位涉及财
政、医疗、教育、规划等关键部门；各县市区同步
发力，如青州市招聘36人、诸城市招聘38人、高密

市招聘53人等，充分满足基层人才需求。招聘明确
将退役大学生士兵、残疾人及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等
纳入专项招聘范围，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可报考专
项岗位。
　　报名工作2月17日9：00至21日16：00通过潍坊
市人社局网站统一进行，与省属事业单位招聘采用
同一系统。笔试将于3月22日举行，考试科目为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满分
各100分，内容参照国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大
纲（综合管理类A类），重点考查综合素养与实务
能力。

探险却遇险 谁该为“任性”买单
□本报评论员 薛静

  近日，6名登山爱好者结伴徒步从新疆
呼图壁县出发穿越狼塔C线，途中一名女子
因脚部崴伤无法行动，被困于天山河源峰海
拔3300米处，情况危急，急需救援。新疆应
急管理部门协同多方力量，克服高海拔、大
雾、厚雪以及无通信信号等诸多困难，历时
3天，最终通过“直升机+突击队”陆空联合
的方式救出被困者。近年来，冬季户外探险
运动颇受欢迎，但背后的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      （据《法治日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户外活动的追求
越来越多元化，徒步、登山、露营、攀爬，都深受
大家欢迎。尤其是“不走寻常路”的户外探险，由
于能看到不常见的山野风景，极大锻炼人在极限条

件下的耐受力，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但是户外探险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特别是人迹
罕至、没有开发的地方，风险系数更大，别说不适
合户外知识技能不足的普通人，就算是资深“驴
友”也有可能遇险。近几年，“驴友”擅自进入未
开发地区探险被困的新闻屡见不鲜，关于“救援费
用谁来承担”的问题引发全社会思考。
  野外救援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由于“驴
友”遇险地段多为未开发区域，地形地貌、气候等
都较为复杂，当地也往往缺少充足的安全设施保
障，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营救。不仅耗费了
公共救援资源，也让救援过程充满危险，甚至还有
救援人员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令人心痛至极。
  生命至上，即便当事人违规在先，救援行动也
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此类救援成本高昂，每一次搜
救背后，都代表着专业搜救队伍、医疗、通信等人
力成本和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多方面的费用支
出，这些不计成本的投入，显然不应该全部由公共
资源买单。
  对一些不听劝阻、无视规定甚至恶意违反的当

事人进行追责，并收取一定的救援费用，与法律法
规、公序良俗并不相悖，因为其行为已超出公共安
全保障的合理预期范围，实施救援费用追偿不仅是
对其漠视安全警示的惩戒，更是从经济角度促使行
为人守法。此类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客观
上造成公共资源的非必要消耗，理应为自身任性行
为承担经济责任。
  当前，国内有一些地区出台了有偿救援的规
定，如新疆、青海等地，针对救援费用进行了细
化。通过建立“违法违规必担责”的法律闭环，
可以有效遏制盲目探险的侥幸心理，一定程度上
减少此类险情发生。这种制度设计既维护了社会
公平，更确保了国家应急救援体系能够在真正的
突发灾难中释放最大效能。此外，为了避免“乱
收费”“胁迫收费”等问题，也需要相关部门尽
快出台救援标准，让被救援者或家属明明白白
付费。
  探索自然的自由意识再强烈，也存在边界。量
力而行，敬畏自然，是探险的先决条件，也是对自
身生命安全的负责表现。

我国今年将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为了更好保护古树名
木，我国将从今年开始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
　　这是记者14日从国家林草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
　　“今年1月出台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规定，全
国绿化委员会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古树名木资
源普查。距第二次普查启动已过去10年，从今年开
始启动第三次普查正当其时。”国家林草局生态保
护修复司（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司长刘丽莉
说，条例要求强化分级管理。针对不同树龄的古树
名木，在全面保护的基础上规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

措施，这对资源底数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有必要通过第三次普查完善资源数据
库，便于精细化管理。
　　刘丽莉表示，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未覆盖
国有林区原始林分和自然保护区，实际上在这些区
域大量林木都是古树名木，应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
等新技术手段，掌握这些区域的资源状况，以古树
群形式分类加以整体保护。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中，这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普查
工作方案，修订完善普查鉴定技术规范，争取用3年
时间完成第三次普查，及时向社会发布普查结果。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公布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获悉，国家网信办近日公布《个人信
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旨在为个人信息处理
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提供系统性、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规范，提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合法
合规水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个人信息
被企业、机构甚至个人广泛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保
护和个人信息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压实个人信
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加强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风险控制和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
据安全管理条例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审计作了规定。为有效落实法律法规要求，
国家网信办制定出台办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
计活动的开展、合规审计机构的选择、合规审计的

频次、个人信息处理者和专业机构在合规审计中的
义务等作出细化规定。
　　办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合规审计的
两种情形。一是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合规
审计的，应当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机构或者
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处理超过
10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两
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二是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存在较大风险、可能侵害众多个人的权
益或者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可以要求个
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进行合规审计。
　　办法将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17部门部署开展2025年

“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一起益
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服务行动将贯穿2025年全
年，重点从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企、人才兴
企、法律护企等五个方面开展，并于6月组织开展
“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
　　据悉，“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将广泛宣贯
各地区各部门惠企政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基于企业画像精准推送涉企政策信息，
推动出台更多普惠性针对性政策举措，及时帮助解决
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同时，积极打造消费场景，推动中
小企业拓展市场、融入大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值得一提的是，“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还将针对中小企业组织开展管理诊断、质量诊断、节
能诊断、中试验证、检验检测和专精特新赋能等服
务，开发推广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小快轻准”数字
化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搭建多渠道对接平台，助
力中小企业人才引进和用工保障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部门协
同、上下联动，组织各类服务资源、服务力量深入企
业、园区、集群。

  2月14日，在山东省潍坊市青州经济开发区一家
灌装设备制造企业，工人在车间内进行装配作业。新
春伊始，各地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力争
“开门红”。   新华社发

各地忙生产 力争“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