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熊先军 编辑/夏江 美编/曾晓华 校对/曹江帆
072022年4月12日 星期二

广告

服务周刊
广告

就业创业服务

本报讯（记者 罗曦）日前，乐山市2022年度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召开，总结2021年人社
工作，安排部署2022年重点任务。会上通报了获
得市委市政府以上表彰表扬情况，颁发了“社韵人
物”奖。

2021年，乐山大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布
《乐山市返乡创业项目地图》，出台《乐山市加强农
民工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开发上线“合作社+经纪
人”劳务平台，在省内率先构建市、县、村三位一体
的农村劳务合作体系，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0.47万人。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23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3.54%，始终控制在4.4%以内。乐山

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峨眉山市创客梦工
厂、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被评为
省级创业孵化基地，乐山市获批“全国新就业形态
技能提升和就业促进项目2021年试点市”，并被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表扬为“全省去冬今春农
民工服务保障技能培训先进市”。

2022年，乐山人社部门将紧紧围绕全市“旅游
兴市、产业强市”主线和市委“345”工作思路，围绕

“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突出“1+3”人社工作主
题。将进一步扩大现代农业园区就业容量，加强晶
硅光伏企业用工保障；援企纾困稳就业，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就业容量大的餐饮、住宿、零售、旅游、客

运等行业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做好退役军人、
退捕渔民、残疾人、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重点群
体保就业工作，持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就业增收；拓展稳就业渠道，加强劳务合作社、创业
孵化基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就业创业载体建
设，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不断提高劳务输出
组织化程度，做大劳务经济规模，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推动充分高质量就业；当好“基金管家”，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聚焦“文旅引领”，大力发
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突出“国省字号”，打造示范创
建金字招牌，为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
力量。

稳就业 强服务 促发展

乐山人社今年工作这样做

市中区
本报讯（记者 罗曦 摄影报道）日前，

在市中区平兴镇千亩茶园，采茶工人正在
阳光下忙活。“我参加了前段时间市中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寻茶匠’
活动，感觉薪酬还不错，在活动结束后就
联系了茶园来这里采茶，一天下来能挣好
几百元呢！”一名采茶工笑呵呵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春季用工，开发
更多本地岗位供劳动者选择，今年春节
后，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该局依托各
镇（街道），广泛收集规模以上农业生产主
体采茶、摘果、种植等春耕用工需求并进
行梳理，随后通过开展在“嘉”就业专场招

聘会和“寻茶匠”行动，依托新闻媒体、微
信公众号和村组微信群等进行广泛宣传，
将岗位信息送到劳动者身边。

该局还开通“春茶采摘用工保障专车”
4列，为平兴镇、全福街道等地近万亩茶园
输送采茶工，帮助农民工、脱贫劳动力、退
补渔民、低收入人员等重点群体增加劳务
收入，有效解决了春季用工不足和促进增
收的问题。

截至目前，该局为有用工需求的茶
园、茶庄和采茶工成功牵线搭桥，累计吸
纳季节性用工5600余人，确保茶园不荒、
工人不慌。

采茶忙

犍为

本报讯（吴茂蕾 记者 罗曦）为做好转
移就业服务，打通服务农民工的“最后一
公里”，在犍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的支持下，2022年1月，犍为县首个“暖心
驿站”玉津镇互和社区农民工综合服务站
挂牌成立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该服务
站已为农民工提供服务1500余人次。

据了解，该服务站汇集“农民工服务
站+电信服务点+金融服务点+邮政网点”
四大功能，在综合服务站里，农民工可以
及时了解招聘信息和农民工服务保障政
策，办理返乡创业、技能培训、证照办理、
权益维护等，相关部门也能动态掌握辖区
内农民工转移输出、回引创业等情况。服
务站依托电信“数字乡村平台”，可为农民
工提供出行购票、就医挂号、生活缴费、发
布惠民信息等服务。另外，农民工还可以

在综合服务站内享受到金融服务，进行账
户查询、办理社保查缴、惠农贷款申领等，
还可以在站点进行信件、包裹寄递和接
收、农产品销售等，十分方便。

该服务站还开通“云频道”电视端、“云
平台”手机端，实现大小屏覆盖，同时建立

“乐创乐业”数字化就业服务专区，创新就
业服务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推送“云
广播”语音系统、“望乡”视频系统，建立电
信“魔镜慧眼”视频聊天、服务和监控平台，
农民工朋友可随时和家乡亲人沟通交流。

接下来，犍为县将逐步试点推广农民
工综合服务站，计划在2022年建成20个
农民工综合服务示范站，“十四五”期间建
成203个农民工综合服务站，实现所有村
（社区）全覆盖，让人社温暖浸润每一位农
民工的心田。

今年要建20个农民工综合服务示范站

本报讯（记者 罗曦）为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促进
就业的作用，井研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紧紧围绕数据收集上报、
加强政策宣传、优化工作流程等方面扎实推进失业保险工作。

该中心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筑牢思想防线，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企事业单位实地讲解，大力宣传失业保险政策，让企业和广大
职工了解失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对
失业保险的认知度。充分利用全国社会保险信息比对查询系统
等就业信息网络，通过定期登记统计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摸清县域内劳动力资源状况，强化失业动态重点监测，做好数据
分析，确保失业保险及时准确发放。严格按照失业保险金“畅通
领、安全办”工作要求，放宽申领期限、减少证明材料、优化经办
流程、规范失业保险转移接续、全力推进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
同时，强化信息审核和多平台数据比对，核实人员信息，防范基
金冒领、骗领风险，确保基金安全。

沙湾

人社“寻茶匠”架起就业桥

疫情防控、就业服务两不误
本报讯（罗杰 记者 罗曦 摄影报道）一边是疫情防控工作，

一边是就业创业需求。近期，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多
措并举，深入村组、企业、农民工综合服务站开展农民工疫情防
控宣传，加强防控力度，增强农民工群体防疫意识，做到疫情防
控和就业创业两不误。

该局组织人社系统干部职工，组队深入村组开展“敲门行
动”，在排查外地返沙人员主动报备、居家隔离等情况的同时，也
积极向居民发放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等政策资料，介
绍就业创业政策，并对群众提出的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的问题及
时进行了解答，让群众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还能了解就业政
策和就业信息，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针对辖区企业，该局安排专人上门查看疫情防控措施是否
到位，了解企业用工、生产运转、农民工在岗情况，宣传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等政策，在走访中收集企业反映的意见建议8条，接下
来将针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做好就业服务。

该局充分利用农民工综合服务站点加强农民工防疫宣传，
通过语音播放《致沙湾籍农民工的一封信》，实现所有镇（街道）、
村（社区）全覆盖。选派专人专题录制30秒防疫音频，通过云喇
叭平台点对点对农民工进行电话推送，3000余名农民工通过手
机进行接听，取得良好实效。

井研 筑牢失业保险基金安全屏障

人社工作人员到企业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并宣传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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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应对疫情
这里樱桃不愁销

“今年的水晶樱桃产量预计100万斤，在大家的帮助下，现在
供不应求！”受疫情影响，犍为县芭沟镇的水晶樱桃现代农业产业
园里没有了往年熙熙攘攘的游客，但对于樱桃的销售，园区负责
人胡先军却并不担心。

胡先军的樱桃园区种植面积达3500余亩，当前正是丰产
期。3月底，胡先军为即将到来的樱桃季展开宣传，谁知疫情却
再次出现。

游客进不来、工人不好请、采摘下来的樱桃也存在运输问题，
加上樱桃本就不是容易储存的水果，要是照这样下去，园区每天
的损失都将在50万元左右。

于是，胡先军向当地及相关部门反映了自己的困难。
“我们多方位加强营销宣传，利用微信公众号、镇村组干部微

信群、朋友圈等形式，解决水晶樱桃销售的难题。”芭沟镇副镇长
魏堂正告诉记者，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他们落实疫情防控规定，
及时和业主对接联系，申请运输车辆通行证，解决了樱桃的外运
难题。如今胡先军的樱桃基本已全部预售出去。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胡先军还定向捐出5万元，用于支
持犍为抗疫。 记者宋雪 白建伟

“要不是胡书记他们来帮忙，我这
么多菜卖不出去，就得烂在地里了！”4
月 9日下午，犍为县石溪镇新房村3
组，残疾农户张稀才言语中止不住的谢
意。不远处，驻村第一书记胡祥和村

“两委”干部正顶着烈日帮他装菜称菜，
口罩下的脸庞已渗出汗水。

今年56岁的张稀才为肢体二级残
疾，虽然家中只有他一人，但喂鸡种菜
很是勤劳。去年，他种下一亩多青菜，
平日里精心照料，可当青菜开始采收
时，疫情却再次出现。

为配合疫情防控，附近的市场和赶
集活动都暂时取消，张稀才的数百公斤
蔬菜也没了销路，对此他很是着急。4
月6日，他拨通电话，向驻村第一书记
胡祥求助。

“平时老张的菜，都是自己或亲戚
运到集镇去卖。”胡祥告诉记者，自疫情
发生以来，他和村“两委”就一直关注村
里的产业，通过微信帮村民卖樱桃等水
果。眼见老张遇到困难，他开始通过自
己的微信群和朋友圈，为老张的蔬菜宣
传“吆喝”，通过预订来平价销售。

新房村村委会副主任聂惠兰告诉
记者，在确保符合防疫要求的情况下，
驻村第一书记成为了“菜篮子”书记，胡
祥每天会提前收集蔬菜的订购信息，利
用业余时间帮助张稀才收菜、称菜、装
菜，再用自己的车将蔬菜运回，放在各
小区门口、通过无接触的方式配送。

如今胡祥和村“两委”已经帮张稀
才卖出蔬菜1600多斤，帮村民卖出樱
桃等水果数百斤。 记者 宋雪

携手抗疫

自疫情发生以来，犍为县玉屏镇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不断
优化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面对疫情，管住入口、外防输入是关键。重要交通卡口，车
流量大，对外来的车辆、人员核查工作任务繁重。网格员们主动
请缨，坚守卡点，每辆车经过，他们都看车牌、看证件、测体温、查

“三码”、登记具体信息，每一个环节做到细致入微。3月30日
以来，网格员们一直轮流值守卡点，先后引导外地返回人员
1000余人次，把好外地输入型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为精准施策、精准管控，该镇把疫情防控纳入网格化管理，
在现有的网格基础上，进一步细分81个微网格，每个网格由一
名党员干部担任网格长，各村组长、志愿者为网格员，将每个区
域具体划分到每个负责人，真正做到责任到人、关系到户。同
时，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对照分类管控要求，对
辖区内11个村、2个社区、19个驻镇单位实行分级分类、动态管
理，精准做好疫情防控。通过逐户排查及县级部门大数据反馈，
建立返犍人员实时信息库，实现大数据动态管理。

记者 白建伟

“他们6个全部去集中隔离了，这村
上要咋个整哦？”3月31日傍晚，一通电
话让正在值班的王飞犯了难。

王飞是犍为县孝姑镇板桥村1组的
组长。3月3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遭遇战在犍为打响，板桥村“两委”立即
组织启动防疫模式，开展各项工作，王飞
也第一时间加入其中。

3月31日下午，正在忙碌的板桥村
党支部书记龙会祥突然接到通知，孝姑
镇有位工作人员是某确诊病例的密接，
而村“两委”班子共6名成员，都与这位
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均属于次密接、需要
集中隔离。

时间紧急，龙会祥挨着打电话安排
工作，向王飞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并于傍
晚出发前往集中隔离点。面对这个犯难

的现状，王飞迎难而上，主动担起责任，
当天晚上便通宵值守没有回家。

排查值守、宣传劝导、防疫消杀、服
务保障……王飞和另外5名组长扛起了
战“疫”大旗，同时镇上也派出3人前来
增援，带领全村人民抗击疫情。

防疫卡点处，王飞和大家24小时轮
流值守，对往来车辆进行严密的排查、登
记、测温、扫码等，严防死守确保不漏一
车、不漏一人；乡间小路上，王飞背着几十
斤重的消毒药水，积极参与消杀工作，确
保重点区域及居家人员家中消毒到位。
此外，王飞还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幼儿园
老师等热心人士20余人，组成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队，开展“敲门行动”，宣传防疫
政策，对返村人员进行全面摸排，并劝导
村民不赶场、不扎堆、不聚集。记者 宋雪

胡祥（左一）帮张稀才收菜称菜 记者宋雪 摄

工作中的王飞 犍为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分装现场 记者宋雪 摄

村“两委”班子集中隔离
他扛起战“疫”大旗

小小网格员
化身防疫“排头兵”

着急！残疾菜农因疫情愁销路
别慌！菜篮子书记当上带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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