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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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是 最 大 的 民 生 ，抓 就 业 就 是 抓

发展。

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实现充分就业，是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主要依

托。近日，我市公布十项民生重点实事，“推动高质量

充分就业”位列之首。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

细就业指导服务、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想民之所想，想民之未

想，多项就业帮扶举措齐发力，让群

众在谋得一份工作时更顺畅、

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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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鲁山县妇联“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老年人照护培训班在鲁阳街道和张官

营镇举办，18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会上，养

老护理人员通过理论讲解+实操演示的方

式，为培训班学员讲解了老年人护理的基础

知识及常见疾病的护理、心理健康关怀等，

学员们边学边练、相互交流。

近年来，该县妇联坚持“把培训作为基

础，把持证作为关键，把就业作为根本，把增

收作为目标”的工作思路，帮助妇女群众增

加技能、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共举办保健按

摩、家畜饲养、中式面点等适合妇女就业培

训班 374期，培训 18356人。

“因为孩子小不想外出打工，在村妇联

的帮助下参加了‘人人持证、技能河南’保健

按摩培训班，通过学习我很快掌握了保健按

摩的基础技能，后来县妇联介绍我到县城就

业。经过半年多实践后，我和丈夫在江河村

开了一家康复理疗店，目前生意走上了正

轨。”鲁山县江河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

心江河村创业妇女高云云讲述

了她的创业故事。

鲁山县妇联“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所取

得的成绩是该县蓬勃开展此项工作的一个

缩影。

鲁山县委、县政府为此成立县“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

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坚持“周调度、月通

报”，成立督导组，通过召开推进会、印发工

作简报、实地督导等方式督促工作进度，为

高质量开展培训评价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

障和制度保障。

该县人社局作为牵头部门，加大与相关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力度，主动与县直有关

部门和乡镇沟通联系，先后组织县妇联等多

个单位到乡镇开展中式烹调和面点、焊工、

种植、老年人照护等培训活动。截至目前，

全县共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8400 余人次，新

增技能人才 1100 余人，高技能人才 360 余

人，“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各项目

标任务在全市处于先进位次。

（本报记者 常洪涛）

人人持证有底气 创业门路更宽广

接开水、整理下脚料、为地面除尘……4

月 11 日早上 7 点 38 分，37 岁的李君来到位

于郏县经开区的河南立科达医疗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李君是郏县王集侯店人，之前和丈夫一

起在广东东莞务工，每年和父母、孩子聚少

离多。2023年春节后，听说郏县总工会、郏

县妇联将举行“人人持证、技能河南”电焊技

能培训，她第一个报名，并取得了从业资格

证。拿证第三天，她就应聘到该公司。由于

技术过硬、吃苦耐劳，她月薪近 5000元。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事关经济发展和

乡村振兴大局。2023 年，郏县相继开展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和“百日千万招聘

专项行动”，持续落实各项稳就业保就业政

策，对有就业需求的群众开展全方位、多渠

道送政策、送服务、送岗位活动。2023 年，

全县共开展招聘活动 45 场，提供就业岗位

1.7万余个，实现就业 7000余人。

创业是就业的延伸和发展。郏县结合

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出台支持返乡创业实

施意见和政策指引，指导帮助返乡创业人员

选好创业项目，持续优化县星辰里大众创业

孵化园、华联时代广场大众创业孵化园培育

功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四位一体”的全方位

服务。2023 年，该县成功申报市级大众创

业优秀项目 5家、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项目 3家，累计获得奖补资金 316万元。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的 关 键 在“ 人 ”在

“岗”。郏县人社局全面摸排农民工就业失

业情况和服务需求，指导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鼓励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

分 发 挥 特 长 和 优 势 ，提 高 供 需 匹 配 精 准

度。同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性培训评价

在技能人才建设中的引导作用，高质量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以新生代农

民工为重点，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

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2023 年，完成

职业技能培训 2.6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 1.6

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3514人，新型学徒制

培训 83人。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服务优化有温度 转移就业更顺畅

4 月

10 日 ，在

位于江苏省昆

山市千灯镇的昆山

市福利旺精密机电（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42

岁的叶县辛店镇大木厂村村

民顾晓辉正在一台车床前忙碌着。“俺

媳妇也在这儿工作，俺俩每月收入两万

元，是转移就业服务中心帮俺俩找的活

儿。”他高兴地说。

顾晓辉口中所说的转移就业服务

中心全称叫河南叶县驻昆山市转移就

业服务中心，位于昆山市高新区昆太路

628 号，2022 年 7 月揭牌，叶县人社部

门的谷丹丹被长期派驻在这里，负责向

昆山市输送就业人员。该中心挂牌后

不久，刚刚脱贫的顾晓辉就被介绍到这

家公司上班。两年后，顾晓辉的妻子也

来了。两人经过努力，还清了家里 20

万元的债务。目前，仅在该公司就业的

叶县务工人员就有 30多人。

叶县是农业大县，也是劳动力输出

大县，务工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之一。2020 年疫情突袭，使得回乡过

年的务工人员不能及时复岗。叶县克

服困难，集中组织一批大巴车，并派乡

镇干部护送务工人员返岗，当年仅向昆

山市就护送务工人员 6000多人。

此举感动了昆山市政府，双方交

流频繁并发展成为友好城市。2022

年 7 月，河南叶县驻昆山市转移就业

服务中心在昆山市政府的支持下揭

牌。“及时搜集企业用工信息向乡亲们

发布；接纳来昆山务工人员；为务工乡

亲们维权……”谈起成立该中心的初

衷，谷丹丹解释道。

正当记者进行电话采访时，一位务

工人员到该中心拿证件。原来，在昆务

工人员需要来回邮寄证件及生活物品

等，叶县政府会帮助免费邮寄证件等，

该中心也就成了收寄站。2023 年春

节，记者到该地采访时，还参加了该中

心为务工人员组织的包饺子、相亲等活

动。“既能加强乡亲们之间的联系，又为

他们提供家的感觉。”谷丹丹说。

异地有了“娘家人”，叶县来昆务工

的人员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已有 3万多人，叶县也成为在昆山市务

工人员最多的县。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异地“娘家”有爱心
工 作 奋 斗 更 安 心

4 月 11 日下午，在自家的菜鸟驿

站，老板单厚钧和几名工人分拣、存取

包裹，忙个不停。

“要不是有创业担保贷款，作为一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都不知道啥时候

才能开起来这个菜鸟驿站。”单厚钧说，

有了贷款助力，加上自己踏实肯干，现

在店里经营形势超出预期。

今年初，单厚钧通过多方实地考

察，决定开一家菜鸟驿站，但开店所需

资金成了第一道难题。在湛河区人社

局就业办工作人员沿街宣传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的过程中，单厚钧上前咨询，

工作人员了解其情况后，认为他符合创

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当即告知申请贷

款所需材料，随后又派专人进行指导。

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 14 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创业与就

业密不可分。”该区人社局副局长张留

强说，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投放力度，全

力支持新建企业“成活”和原有企业“强

壮”，可以产生更多就业岗位，帮助更多

人实现就业。

该区人社局创新服务方法，改进服

务流程，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多措并举

为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以贷款促创业，以创业带就业。根据相

关政策，该局一方面降门槛提额度，将

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的人数与企业现有在职职

工人数的占比由 15%下降为 10%，超过

100人的企业下降为 5%，

将符合条件的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高到 30 万元；另

一方面，持续改进业务办理流程，在做

好线上审核、征信查询等工作的基础

上，大力推行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线上办

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位于河滨公园的“公园里”大众创业

孵化园项目，以花卉市场、花卉周边等为

主创业线，该区人社局多次上门宣传，为

商户讲解相关就业创业优惠扶持政策，

目前该项目有10余家商户享受使用创业

贷款，合计使用贷款额度200余万元，整

个项目园区已有300余人创业就业。

去年以来，该区累计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7600 余万元，帮助 260 余家商户

及 8家小微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

带动就业 600余人。

（本报记者 孙聪利）

贷款投放有力度“贷”动事业更强壮

“近 3 年以来，新华区积极参与省

级、市级充分就业社区创建评选，创建

总量位居全市第一，同时矿工路街道

幸福街社区获评全市唯一国家级充分

就业社区。”4 月 10 日，提起新华区“充

分就业社区”相关工作，该区人社局局

长许跃华十分欣慰。

当天，矿工路街道人社所所长张

娜娜在幸福街社区市民学校里组织

开展就业创业培训，“社区的就业创

业培训、宣讲活动每周都有，很受居

民欢迎。”

在创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的过

程中，该社区利用市民学校开展就业

创业政策培训，同时通过成立失业人

员互助小组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宣

传群等，建立起社区就业信息服务网

络平台，夯实了就业创业工作基础，增

强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高校毕业生主

动就业、自主创业的信心。去年，幸福

街社区采集用工信息 300条，提供岗位

106 个，登记新增就业人员 511人，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275万元。

今年初，新华区人社局在谋划工

作重点时，把推动就业工作重心持续

向社区下移作为关键内容。

因前公司业务调整，年前刚失业

的西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 43 岁居民

张红艳，如今已是德信泉的一名理货

员。据张红艳介绍，今年正月初六，

她在社区微信服务群转发的招聘信

息看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就通过社

区牵线顺利找到了工作。“招聘信息

持 续 更新，只要有岗位，我们就会转

发。”该社区人社专干说。

为不断提升家门口就业创业工作

的服务能效，红旗街社区对有就业能

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进行就业失业

状况摸排，并及时录入“互联网+就业

创业”信息系统，实现人员底数清、就

业状态清、技能水平清、服务需求清。

去年，该社区累计登记新增就业人员

321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70万元。

此外，新华区充分发挥“小社区、

大就业”的典型引路作用，实现 11个镇

（街道、筹备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

挂牌运行，推动 35 个社区劳动保障服

务站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工

作，延长社区服务链，确保就业创业不

断线。

（本报记者 毛玺玺 通讯员 商靖烨）

信息排摸有底数 对接需求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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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辉在操作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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