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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2 月 17 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就
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明确 19 项重点任务，从提高产业
发展的就业带动力、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健全就业公共
服务体系等 5 个方面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

《方案》提出，要挖掘第二产业新
就业岗位 15 万个以上，新开拓第三产
业就业岗位 35 万个以上，重点扶持 600
个中小型家庭农牧场、200 家中小型合

作社，到 2025 年底人力资源服务业产
业规模突破 200 亿元。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给予 2 万元的一次
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和 2 万元的创业
补贴，全区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专业
占比提高到 50%以上，各行业职业技能
培训规模达到 35 万人次以上，扩大自

治区“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规模至 3000
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高校、零工市
场等优化升级不少于 300 个“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打造“就业内蒙古”求职
招聘平台和“蒙速聘”移动客户端，搭
建便捷高效的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出台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
登记平台

于3月1日上线试运行
近日，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公共数

据资源登记平台已开发完成，正在进行部署和测
试，将于3月1日上线试运行。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
制定统一的登记技术和业务标准，负责建设国家
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确保与各省级平台对
接，实现登记信息互联互通和统一赋码，各省级
数据管理部门牵头建设省级登记平台，目标在今
年年内构建起职责明确、分工负责、运转有序的
全国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体系。

记者了解到，国家数据局所属事业单位负责
办理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中央企业的
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省级和地级市登记机构建设
由省级数据管理部门统筹。

陈荣辉说，登记主体也按照属地原则，到相
应登记平台进行资源登记。但需要说明的是，不
少地方登记平台还正在建设，暂时无法提供属地
登记服务，这些省份可以先行使用国家平台进行
登记。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不仅是公共数
据资源的管理系统，也是信息披露和资源发现的
窗口。”陈荣辉说，平台上线运行后，供数单位可
发布数据资源和产品信息，用数单位可查找数据
资源等，更好实现供需对接，为降低全社会用数
成本、促进数据资源价值释放创造条件，同时通
过登记工作，掌握全国公共数据资源底账，加强
授权运营信息披露，促进授权运营规范化、透明
化。 （据新华社报道）

三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大遗址

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
近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大
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通知》是加
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统筹协调大遗址
保护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关系的全国性指导文
件。

《通知》以统筹处理大遗址保护与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发展等相互关
系，以及大遗址用地需求保障为主要关注点，依
据文物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土地管理法以
及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结合地方具体实
践经验，明确了相关要求。

强调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全覆盖，分类优化
编制要求。突出要求做好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国
土空间规划衔接，确定了文物古迹用地划分情形
和途径。统筹大遗址保护与耕地保护建设，整体
协调大遗址与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的关
系。明晰大遗址与农业生产的“相容使用”情形，
支持大遗址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保留村庄
振兴发展。强化大遗址用地需求保障，通过部分
重要大遗址开展示范引领。 （据《新京报》）

重磅信息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对讲
机的使用需求，促进对讲机产业高
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
管理局（国家无线电办公室）近日
印 发《国 家 无 线 电 办 公 室 关 于
150MHz 和 400MHz 频段对讲机频
率使用管理和设备技术要求有关
事 宜 的 通 知 》（以 下 简 称《 通
知》）。

《通知》共22条，明确了不同类
型对讲机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无线
电台（站）设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
备管理、无线电干扰保护等事宜。
一是根据对讲机应用场景和使用对
象，分为专用对讲机、共用对讲机、
公众对讲机和水上对讲机四种类

型。二是规划专用对讲机频率供相
关部门使用，规划共用对讲机、公众
对讲机频率供个人、家庭、团体、部
分商业用户或无需干扰保护的单位
使用，规划水上对讲机频率供交通
运输、渔业、海洋系统（行业）等部门
使用。三是规范对讲机管理尺度，
采用许可、简化许可、免许可等多种
模式。四是要求生产企业在共用对
讲机、公众对讲机机身显著位置醒
目标识“共用对讲机”“公众对讲
机”，且不得具备调谐到专用对讲
机、水上对讲机和业余电台频段的
能力。五是规范各类对讲机技术体
制、发射功率、频率容限、杂散发射
等技术要求。

《通知》自2025年3月1日起施
行。由于对讲机已广泛应用于各
个领域，统筹考虑各地频率使用规
划调整和产业实现能力，为对讲机
无线电频率使用、无线电台（站）设
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
等预留过渡期，同时明确已获得许
可的对讲机台（站）经批准可以延
续使用到设备报废为止，以便产业
界和用户做好调整前后的准备和
衔接。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
强政策引导，做好新旧政策过渡和
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通知》实施，
助力新型工业化发展。

（据《法治日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优化调整对讲机管理政策
促进对讲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标准体系安全管理顶层技术标准征求意见

新增“传输安全技术处理要求”明确不应采集内容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
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顺应导航
电子地图安全应用相关领域技术
进步、产业发展和相关政策的要
求，支撑导航电子地图等相关行业
领域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组织
起草了《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
术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强制性
国家标准（计划号：20241012-Q-
466）（以下简称《基本要求》），于近
日在其官网对外公布。

据 了 解 ，在 此 之 前 ，GB
20263—2006《导航电子地图安全
处理技术基本要求》于 2006 年 3 月
15 日发布、2006 年 10 月 1 日实施。
自该标准发布至今，导航电子地图
社会化应用逐渐趋于多元化和丰
富化，其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导
航电子地图的采集、制作、更新已
由专业方式向众源方式转变，其生
产、传输、服务和表示正面临新的
安全风险与挑战。这也正是《基本
要求》的制定背景。

据了解，《基本要求》作为适
合我国国情、支撑导航电子地图等
相关行业领域技术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技术文件，为导航电子地图制
作测绘资质单位、汽车制造企业和
零部件厂商等开展导航电子地图
安全应用提供了通用的技术指导
和要求，进一步规范导航电子地图
安全处理与社会化应用，并顺应导
航电子地图相关国家重大战略及
部门政策新规要求，对推动导航电
子地图等相关行业领域技术发展、
市场秩序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均具有重要作用。

《基 本 要 求》规 定 了 公 开 出
版、销售、传播、展示和使用的导航
电子地图在数据采集、制作和表示
过程中，空间位置技术处理、传输
安全技术处理、服务安全技术处理
的要求，以及不应采集和表示的内
容。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要求》
新增“传输安全技术处理要求”，
明确导航电子地图传输过程，应

使用符合相关规定和文件要求的
商用密码进行技术处理。涉及导
航电子地图制作和更新过程中的
网络传输，应满足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第三级及以上要求。并提出
导航电子地图确需向中国境外提
供的，应符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要求。

《基本要求》还提出，导航电
子地图采集过程，不应采用各种
测量手段获取以下内容：精度优
于±7 毫伽的重力异常数据；带有
名称、属性、位置等信息的国家等
级控制点的坐标成果；高程注记
点、等高线、数字高程模型及数字
表面模型；国界和国内各级行政
区域界线；国家禁止采集的其他
信息。

据了解，《基本要求》是我国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标准体系中“安
全管理部分”的顶层技术标准，也
是我国自然资源标准体系现在应
有和预计制修订的重要标准。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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