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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融媒体中心

人勤春来早，务工正当时。2 月 20 日，会宁县

在圣地广场举行 2024 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提供岗位丰富，求职者众多。

李尚是求职者之一。作为会宁本地人的他曾

在外地打工多年，早就有返乡就业的想法。“我之

前一直在新疆工作，出门在外最不放心的就是家

人，希望能通过这次招聘会在家乡找到一份稳定

又能照顾家人的工作。”李尚说。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聚焦有用工需求的单位和

农村劳动者，把就业岗位送到劳动者特别是脱贫劳

动力身边。共有来自上海、天津、兰州等地的 131家

企业和机构参与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

“我们将‘春风行动’作为做好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创业的重要抓手，统筹各方

资源，促进人岗对接，积极满足各类劳动力需求，

实现稳就业增民生福祉、保用工促企业发展。”会

宁县政府劳务办公室主任闫有智说。

近年来，会宁县抢抓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高峰期”和企业招聘“黄金期”，采取“线上+线

下”双管齐下模式，扎实推进稳就业、保就业工作，

以返乡复岗、稳岗就业、暖心服务等措施为抓手，

千方百计帮助劳动力稳岗就业，带动全县劳动力

就业增收。

此外，着眼县域产业发展用工需求，会宁县不

断深化区域劳务协作，持续提高有组织输转水平，

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积极促进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魏永刚）

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

清水县融媒体中心

“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开始啦！先给

大家看看刚采摘的草莓，每一颗都又

大又红……”近日，在清水县郭川镇黄

大村的草莓大棚内，技术员刘伟跟直

播间的“粉丝”聊着草莓的品质。

在他身后，几位村民在为客户

挑选成熟的草莓。大棚里，直播的

询价声、游客的笑声，此起彼伏，组

成了一曲欢快的“迎春合奏”。

看到记者来访，郭川镇陇塬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虎斌迎了

上来，并顺手摘下几颗草莓。“快尝

尝，我家的草莓又大又甜。”刘虎斌

说，“现在正值草莓成熟的时节，两座

温室大棚也迎来销售旺季。”

“我种植的草莓品种为红颜、章

姬，2023 年 11 月开始上市，可以销

售到今年 6 月中旬，预计总产量在 2

万斤左右，估摸着能卖 30 多万元。”

刘虎斌告诉记者，“现在通过网络平

台购买草莓的客户很多，我们赶上

了好时代，‘莓’好生活红似火。”

草莓品质好，自然卖得俏。黄大

村的草莓不仅在网上受到消费者青

睐，专程前来采摘草莓的游客也越来

越多。

“我们住在秦州区，通过直播了

解到这里的草莓品质好，正好今天有空过来采

摘。我准备过两天再通过网上下单，让老板送货

上门。”正在采摘的市民陈先生说。

红彤彤的草莓不仅给村里带来了人气，也让

不少村民鼓起了腰包。据了解，草莓大棚每年给

黄大村村集体带来 3 万元分红，在这里常年务工

的村民有 50 多人。

“我在合作社务工，主要负责除草、浇水等，一个

月工资 4500元。自家还种了苹果树，年收入 8万元

左右。”今年 55岁的黄宏有乐呵呵地说，现在他住上

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2023 年以来，

郭川镇首次利用设施大棚闲置期种植草莓，喜获

丰收。下一步，当地将继续扩大草莓种植面积，

发 展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裴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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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县融媒体中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近日，

记者走进天祝县松山镇德吉新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大棚鳞次

栉比，棚内菌棒整齐排列在立

体 支 架 上 ，散 发 出 淡 淡 的 菌

香, 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搬运

菌棒。

张梅花已经在食用菌种植

基地务工一年多。“食用菌大棚

离家很近，采摘蘑菇一天能挣

120 元左右，春节期间搬卸菌棒

一天可以赚 140 元，既照顾了

老人孩子，也增加了收入。”张

梅花说，在务工过程中，她还学

到了食用菌种植技术，今年，她

打算自己种大棚菌菇，目前已

经申请了小额助农信贷。

近年来，天祝县立足独特

的 自 然 、地 理 、气 候 和 区 位 优

势 ，坚 持 用 工 业 思 维 谋 划 农

业 ，突 出 全 产 业 链 开 发 ，深 入

推进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品牌化、精细化

发展，走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

路子。

为 带 动 周 边 农 户 增 收 致

富 ，2023 年 初 成 立 的 天 祝 均

旺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

用“ 企 业 + 基 地 + 农 户 ”的 模

式，与当地农户开展全方位合

作 ，对 有 意 愿 自 主 经 营 的 农

户，公司以固定价格提供菌棒

成品，并在菌菇培植过程中为

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让农户了

解食用菌产业，学习食用菌种

植技术，通过发展食用菌产业

增收致富。

“我是天津市蓟州区人，2023 年，我在天

祝县承包了 476 座大棚，在种植过程中发现

当地食用菌菌棒需求量很大，我觉得商机来

了。”天祝均旺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均表示，2023 年下半年公司在德吉新村建

设了菌棒工厂，日产菌棒 3.4 万棒，带动当地

近百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工资

在 4500 元左右。

天祝县海拔高，气候冷凉，自然病虫害

少，是国内中低温型食用菌产品的理想产地

之一。近年来，当地积极引进龙头企业，规

划建设了天沪菌业、臣祥菌业、天禾菌业、瑞

珍菌业等 6 个食用菌产业园，成立了食用菌

研 究 院 ，不 断 发 展 食 用 菌 产 业 ，助 力 群 众

增收致富。 （张大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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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融媒体中心

“你好，我的社保之前断缴了，请问现在如

何办理补缴手续？”近日，民乐县一位老人来到

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咨询社保业务。工作人

员立即上前帮忙取号，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不一会儿，老人顺利办完了相关业务。

这是民乐县努力优化政务服务平台，不断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创新开展行政审批工作的

一个缩影。

2023 年以来，民乐县聚焦企业和群众办

事“跑腿多、材料多、环节多、流程长”等堵点难

点问题，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努力构建方

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

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2023 年，

民乐县被评为全省“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

“线下设置‘企业开办专区’，将企业开办

串联审批模式优化为并联审批模式，实现申领

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等业务一次性办理。线上

依托‘一网通办’平台，将企业注册登记等 6 个

环节企业信息数据共享，压缩为 1 个环节，让

企业群众办事更方便。”民乐县政务中心工作

人员邸锦玲说。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民乐县政务中心

探索“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努力让群众少跑腿、

好办事。推行“一站办”，创新开展“一门式”进

驻“清零行动”，设置 10 个综合服务区，将原来

多层审批简化为窗口人员直接受理办理；设置

“一窗办”，大力推进“综窗”改革，变“多窗跑”为

“一窗办”；深化“一次办”，分类建立“四办四清

单”事项，两批次公布 76 项“一件事一次办”主

题服务和 132 项“跨省通办”事项，推动服务提

质增效。

同时，民乐县全面优化基层政务服务能

力，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大厅标准

化体系，让群众办事更便捷、高效。推进“三级

联动+集约服务”建设，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向基

层延伸，全县各乡镇社区和行政村均按照统一

建设标准，建成覆盖县镇村三级联动的便民服

务体系；大力开展“党建引领+网格服务”帮代

办，选配驻村党员干部或设置志愿服务岗，划

分片区面对面为来访群众提供咨询回复、一次

性告知、帮办、代办等服务；开通“12345”便民

服务热线，全时段全天候向社会公众提供便

捷、高效、规范的热线服务。

近日，走进民乐工业园区，新设立的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全方位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园

区“帮代办”队伍深入推进“模拟审批”“容缺受

理”“区域评估”和“企业投资项目行业主管部

门服务代办制”；推行线上“一表填报”、一次实

名验证，线下一窗受理，同一窗口出件，做到

“一步到位、一次办理”。

“公司自2021年落地以来，得到了民乐工业

园区的大力支持，发展进入快车道。目前公司年

产 800 兆瓦高效光伏组件生产线已正式投产运

行。”甘肃大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长庆说。

民乐县聚焦优势产业发展、重大项目落

地、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等方面，着力营造公开

透明的营商环境。

“通过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

业和群众‘少跑腿’，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民乐县工业园区管委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祁晓蓓 韦娜）

民乐：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静宁县融媒体中心

舞龙斗狮、扭秧歌、唱戏曲……伴随着一阵阵锣鼓声，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表演

轮番亮相。长龙舞动，时而蜿蜒、时而翻腾；身着鲜艳服装的秧歌队员翩翩起舞，舞

姿优美灵动，场下掌声雷动，观众频频叫好，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传统

社火把早春的静宁闹得红红火火，让全县人民尽享年味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

（司磊 雷乐天） 静宁县新店乡社火表演贺新春。

静 宁 社 火 贺 新 春

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开工仪式现场。（资料图） 岑文喆

玉门市融媒体中心

近日，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

项目开工仪式在玉门举行。该项目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性强，是目前全省投

资体量最大的工业项目。这个项目由浙江巨化

集 团 投 资 建 设 ，本 次 开 工 的 化 工 部 分 总 投 资

410 亿元。

玉门，中国石油工业摇篮、“铁人精神”发祥

地、西北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工基地。

巨化集团，中国最大的氟化工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浙江省最大的化工基地。

从浙江衢州“氟都”到祁连山下的“石油之

城”，一个老字号国企，一个西北老“工业重镇”，

这是一段跨越大半个中国的“缘分”。

2020 年 12 月 ，在 中 国 氟 硅 行 业 绿 色 发

展 大 会 上 ，玉 门 招 商 小 组 成 员 陈 永 强 结 识 了

浙江巨化集团首席工程师（时任巨化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绍勤。在之后的三年多时间

里，双方代表频繁往来、对接洽谈，力促项目

落户玉门。

“缘起”的背后，是玉门的一场精心准备。

玉门从产业链上游“追根溯源”、下游“顺藤

摸瓜”，全产业链研究国家产业政策，跟踪谋划

源网荷储一体化、硅氟材料、可降解塑料、煤油

炼化等招商方向，靶向招商精准且有力。

项目有方向，相关企业又在哪里？玉门市

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强说：“最直接、最

高效的办法，就是参加相关行业研讨会，找到行

业龙头，建立直接联系。”

诚意和专业是巨化集团对玉门招商团队的

最初印象，也是撬动双方合作的起点。

在玉门市招商服务中心，一本 200 多页的

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项目策划书引人注目。

“这是玉门市招商团队专门为项目制定的策划

书，内容翔实，足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和重视程

度。”陈永强说。

三年时间，玉门市巨化项目工作服务专班

先后组织 47 批次双方代表互访对接；完成各类

招商工作材料 400 多份；配合服务省市县巨化

项目推进会议 50 余场次……

“来玉门，没错！”王绍勤说，“项目落户后，

酒泉市、玉门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接协调，项

目专班负责人带着我们跑项目、跑工地，帮我

们 解 决 临 时 办 公 场 所 、项 目 推 进 中 疑 难 杂 症

等，为我们发展争取了时间，这里的营商环境

有热度！”

从“一处跑、跑一次”到“一次也不用跑”，

从“五减一容缺”到“四制两单”帮办代办，从入

选“全国最具创新力政务服务大厅”到编制出

台《玉门市“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指南》，各类

审批时限压缩率达 92.29%，玉门营商环境领

跑全省，连续 5 轮迭代推进营商环境改革，玉

门优化营商环境的脚步一直没有停顿……一

系列改革举措精准实施，营造“审批最简、机制

最活、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精准”的投资

创业“软环境”。

正如王绍勤所说，“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有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

神。”

作为全国氟化工的代表，甘肃巨化高性能

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将为玉门开辟一条全新

的化工产业链。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实现

销售收入 400 亿元以上、工业增加值 300 亿元

以上。同时，将补齐国家产业短板，实现高性能

硅氟新材料国产替代。

随着浙江巨化项目的引进，玉门得以紧跟

产业变革趋势，抢占绿色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新赛道。全国最大的陕煤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落地玉门；中石油首个可再生能源制氢项

目开工建设；中核新奥 70 万千瓦“光热+”等项

目加快实施；艾郎风机大叶片、鲁玉东壹高分子

绝缘材料等项目建成投产……越来越多的合作

之树正在茁壮成长。 （徐 玮）

410 亿元的巨化项目化工部分为何落地玉门

“ 这 里 的 营 商 环 境 有 热 度 ”

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开工仪式现场。（资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岑文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