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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好作风 当好“贴心人”
——黄龙县白马滩镇确保干部作风能力提升

通讯员 白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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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年”活动开展以来，黄龙县人社局聚
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以“三个年”活动为契机，聚
焦巩固拓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成果，持续
落实“1+5”就业帮扶工作模式，全力促进脱贫
群众就业增收，坚决稳住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坚
决守住不发生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底线，为
乡村振兴持续助力。

公益“小岗位”托起就业新希望

“我年纪大了，也没有一技之长，出去打工
也比较困难，家里还有2个娃要上学，现在在村
里当保洁员，每月还有固定的收入，我很满足。”
今年49岁的明建兰，是界头庙镇高粱村堡坡组
的脱贫户，提起公益性岗位帮助她在家门口就
业的事情，她很是感激。

和明建兰一样，在农村公益性岗位上实现
增收的，还有石堡镇梁家河村村民郭志平，因年

龄和身体原因，他无法外出务工，在就业帮扶
下，他成了一名村公益卫生保洁员。“在村里干
保洁工作，不仅能够在家门口上班，还能为我们
村的环境卫生出一份力，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郭志平感慨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给我
提供这样好的就业机会，每个月的稳定收入大
大减轻了我家的生活负担。”

聘请相对稳定脱贫户担任公益岗，是县人
社局联合各乡镇政府开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
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在开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中，
县人社局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围绕有劳动能力
的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帮扶的目标，以县、乡、村
三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载体，积极开发实施
乡村公益性岗位，优先向脱贫户、监测户、城镇
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倾斜，精准帮扶脱贫

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制定公益性岗位管理
制度，对人员在岗情况、工作考核、岗位补贴发放
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不仅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还
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截至目前，全县已通过城镇公益岗安置 16
人，乡村信息员岗安置 52人，乡村保洁员岗安置
141人，旅游公厕公益岗安置4人，公益专岗安置4
人，累计帮助 217名脱贫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

学技能强本领 让农民端牢“技能碗”

进入冬季，正值核桃树管护的重要时节。在
白马滩镇白马滩村，村民方军龙正忙着给自家核
桃树剪枝、涂白。

“多亏了咱县人社局开展的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让我们的种植技术提高了不少，从核桃清园整
地、涂白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节都给我们讲得很
清楚。”方军龙高兴地说：“有了技术人员的专业指
导，我这几亩核桃树的过冬难题轻轻松松就解决
了。”

为增强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技能本领，让脱贫
户有技能、好就业、能致富，近年来，黄龙县人社局
深入开展“千人大培训”活动，结合县域行业企业、
乡村产业、旅游事业等发展实际，联合相关领域部
门、企业，采取“理论授课+实地教学”模式，为脱
贫劳动力提供针对性、个性化、专业化的培训，让
脱贫户切切实实地掌握一技之长，切实提高他们
增收致富的本领，助推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是我县2023年‘千人大
培训’确定的重点培训项目，也是职业技能培训深
入基层，为民服务的直接体现。”县人社局副局长
张耀龙说：“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苹果、核桃、中药材
种植，中蜂、畜牧养殖，农家乐、乡村旅游等，把培
训班放在农民群众家门口，既方便了大家学习专
业知识，也能够提升广大农民农业生产技术，进而
推动产业发展，促进脱贫劳动力增收致富，助推乡
村振兴。”

据统计，2023年县人社局累计举办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8期，累计参训1230人次，其中参训脱贫
劳动力312人。

拓宽就业路 圆家门口“就业梦”

走进石堡镇吉家河龍山云雾茶厂，各类制茶
设备不停地运转着，脱贫户王红梅正忙着对连翘
茶进行称重、包装，赶制年前的订单，包装车间内
一派繁忙景象。

在龍山茶厂工作多年的她，生活条件日渐好
转，“这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我不用晒太阳，干得
活儿也轻松，还能照顾到家里。”王红梅告诉笔者。

在龍山云雾茶厂，像王红梅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的脱贫劳动力，还有11人。据龍山茶厂总经理
黄玉飞介绍：“通过茶叶加工、茶叶包装等，茶厂吸
纳了周边脱贫劳动力 12人，茶厂劳动强度小、技
术门槛低，脱贫户们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还方便
照顾家庭，干得好每月收入可达5000元。”

为切实解决脱贫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2023年黄龙县正常运营社区工厂 7家，就近吸纳
就业108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3人；正常运营就业
帮扶基地5家，就近吸纳就业74人，其中脱贫劳动
力 36人；兑付社区工厂一次性岗位补贴、场地租
赁费和水电费补贴6.69万元。

为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
——黄龙县巩固拓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

通讯员 刘小燕

自“三个年”活动开展以来，黄龙县白马滩镇坚持高位
起步，高质高效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抓牢中心工作
作风保障，以强有力的作风建设为“三个年”活动提质增效，
深入群众、走近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确保干部作风能
力提升年活动取得成效。

听民声，在“接地气”中聚民力

“叔，最近天冷路滑，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
及时联系我们镇村干部……”雪后，白马滩镇政府干部联合
村干部走进老党员家中，访民情、听民声，为他们送上冬日
里的温暖。

“你们年年都来看望我，逢年过节不忘记我，真的很感
动，现在政策好得很，我家里啥也不缺，没什么困难……”神
玉村74岁的老党员薛全生感动地说。

在关心老党员的同时，另一方面，干部们用熟悉而亲切
的“乡音”，把主阵地“搬”到群众家门口、把新思想讲到群众
心坎上，及时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把“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下基层”从“声边”传到“身边”。让人民群众做到了
解政策、认同干部、与党同心，让为民事“事事入心”，从而密
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形成上下齐心、团结奋斗的局面。

访民意，在“探实情”中增动力

“家里都有哪些困难？今年蜂蜜销售的咋样？核桃卖
完了没……”连日来，白马滩镇农业产业党小组带着产业发
展中存在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深入村组开展调研，对当前群
众核桃、蜂蜜、花椒等滞销农产品进行摸底统计，与农户面
对面了解情况，一路看一路问，把农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一
一记录下来。

听民声方能解民忧、访民意方能办实事、察民情方能促
发展。白马滩镇紧盯问题、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摸实情、集民智、理思路、出良策，依托白马滩农副产品加工
中心统一收储采购。据了解，目前已经帮助群众销售滞销
核桃5620斤、蜂蜜3500斤、花椒1300斤，切实将一张张“问
题清单”转化为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成效清单”和群
众的“幸福账单”。

解民情，在“排民忧”中强合力

“不急，您慢慢说，喝杯水……”白马滩村包村干部随即
打开接访记录本，一边仔细询问，一边将来访人反映的情况
和诉求一一记录下来。

“医保不会缴，怎么在手机上操作？”“家人生病住院了，
医保报销，都需要什么手续？”“还有2个月就满70周岁，高
龄补贴怎么申请”……为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宣传信访政
策，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白马滩镇变“被动接
访”为“主动下访”，面对面地倾听群众的诉求，耐心细致地
为群众解释有关政策和法规，让群众有问题找得到人、说得
上话、交得到心，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接访群众96人，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32件，收集群众诉求、意见建议105条，化解群众信访诉
求28起，矛盾排查率达100%，调解率达100%，真正做到“矛
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展作为，在“破难题”中提效力

施工现场，挖掘机和运渣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项目建设进展如何？推进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

白马滩镇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主要领导带队多次深
入黄龙山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神峪·领悦）院子二期、暖
山别院精品民宿等项目施工现场，与党员群众深切交谈，
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从“挂图作战”到“带图作战”，实
地了解困难问题，“解剖麻雀”、现场办公。同时，要求镇
村干部严把工程进度关和质量关，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增进民生福祉。

据了解，镇党委、政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协调解
决资金保障困难、施工力量不足、作业现场安全隐患等6个
实际问题，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实现研学旅游、康养度
假、商业经济、庭院经济互补共通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孔维炜） 2023年以来，富县全力推
进工业经济稳步发展，加快项目建设，加大平台建设，促
进融合发展，围绕加速构建现代化工业系统，跑出项目建
设“加速度”，打造富县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位于吉子湾社区的富县农副产品深加工集配中心项
目已经完成土地平整，该项目是由西旅生态实业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 8000万元，占地 65亩，分三
期建成。

富县农副产品深加工集配中心项目负责人李昊泽介
绍说，一期建设标准化粮油生产加工车间，利用国内最先
进的全压榨、低温过滤和物理精炼技术，配套全自动食用
油灌装生产线，丰富产品多元化；二期建设年产万吨杂粮
以及预包装鲜食玉米加工车间两座；三期建设年产 8000
吨 NFC果汁加工车间一座，通过引进全自动鲜榨果汁生
产线，实现果品精深加工，解决产品单一、销售渠道受阻
等难题。

据悉，该项目的实施能够促进农产品种植、加工、销
售各环节协调发展，亩均投资 123万元，预计年可生产粮
油 1万余吨，果汁 8000吨，鲜食玉米 2万吨，实现亩均产值
193.1 万元，亩均税收 9.9 万元。同时，可提供就业岗位
200余个，带动 4000余种植户在大豆、玉米等种植业方面
增加收入，人均增收 1.5万元。

与此同时，由陕西金脉环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贵金属回收利用一期项目，也正在加紧设备调试中。
项目规划总投资 2.2亿元，占地面积 74.4亩，共分两期建
成。

据了解，富县农副产品深加工集配中心项目一期计
划投资 4500万元，占地面积 14.4亩，主要以提取废旧三元
催化器中滤芯装置进行粗炼为主，建设 1200吨废旧三元
催化器回收处理装置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1.9亿元。二期规划投资 1.7亿元，占地面积 60亩，主要以
延、榆能化以及省内 28家火力发电站、3家制药厂产生的
废弃催化剂和一期项目粗炼后的产品进行精炼提纯为
主，建设以钌、铑、钯、铱、铂等稀有贵金属为主的精炼车
间，成品主要用于军工、汽车等高新行业。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 30亿元，利税 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00余个。

服务者说
把工作做在基层，把实事干在一线，白马滩

镇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下一步，我
们将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保障，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雨中送伞”的贴心，
让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本领高强成为干部的鲜
明标识，在“三个年”活动赛道上展示新作为，彰
显新形象，跑出好成绩。

——白马滩镇党委副书记 井泽鑫

● 白马滩镇帮助石门村村民销售核桃

服务者说
下一步，我们将精准聚焦脱贫劳动力

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搭建平台、畅
通渠道，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坚持落实好
各项就业补助政策，千方百计帮助脱贫劳
动力端稳就业“饭碗”，努力提升脱贫劳动
力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助力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黄龙县人社局局长 吴学民

● 黄龙县人社局开展2023年第四期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