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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闫庆玲 边梓元 王 雪

就业，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

金昌市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不断强化劳动者

权益保障，努力提供质量更优、覆盖面更广的

就业服务，全方位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完善优化就业政策体系，幸福“立
得住”

今年，金昌市全面推行“就业专干+网格

员+信息员”模式，为全市 12 个乡镇和 43 个社

区各配备了 1 至 2 名就业创业专干，充实基层

工作力量，确保就业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出台政府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

职能文件，推动 22 个部门形成促就业合力。

为保障就业优先政策落到实处，金昌市

积极实施就业促进民生工程，着力优化就业

政策体系。

——大力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等

经办模式，实施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直补快办”，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累计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600 万元，向 86 户企业发

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230.1 万元，对不裁员、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为

609 名在职企业职工发放技能提升补贴资金

80.55 万元，全力促进稳岗扩岗。

——成立就业服务小组，深入企业和一

线开展政策解读、维权保障、金融助力等七大

行动。

——加大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返乡创

业基地建设力度，累计建成省级创业孵化基

地 3 家，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6 家，

孵化（入驻）企业 173 家，带动就业 1167 人。

——将招聘活动下沉到求职者集中的社

区、乡镇举办，在基层站所设立就业服务站

点，针对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开展送岗上门

等活动，千方百计促进就业。

截至 5 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4163 人，输

转城乡富余劳动力 7.98 万人，输转脱贫劳动

力 4998 人，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重点群体就业有保障，幸福“靠得住”

2023 年，金昌将金川区城乡劳务综合服

务中心改造升级为综合性零工市场，提供现

场招聘、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一站式”综合

服务。截至目前，金昌市已有 2 个零工市场和

6 个零工驿站投运，日均提供招聘岗位 1000

余个，被国家人社部确定为零工市场供求分

析城市。

金昌市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优势，用好

用足招聘服务、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就业

“工具包”，保障重点群体顺利就业。

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

进计划，开展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政

策落实、公共部门稳岗扩岗等一系列行动，积

极搭建政校企联动桥梁，全市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

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

服务，积极向就业困难人员推送就业岗位信

息、技能培训课程、创业扶持政策，确保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对市场化渠道难以实现

就业的困难人员，通过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实 现 就 业 ，全 市 共 安 置 公 益 性 岗 位 1718 人

次，累计发放各类补贴 4982.22 万元。

扎实开展“春暖农民工”等专项行动，鼓励

新建乡村就业工厂（帮扶车间），突出“一对一”

帮扶、“点对点”接送、“一站式”服务，引导农民

工就近就地就业。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

管理，为无法离乡、无业可扶的劳动力托底。

助劳动者技能傍身，幸福“稳得住”

在金川区双湾镇天生坑村的“共富工坊”

里，新建的厂房已经投运，30 台缝纫机、裁切

机、印刷机等各类设备整齐排开，10 多名女工

正紧张地加工着吨包袋。

在这里，村民们可以带薪培训，也可就近

就业领取计件工资，工作熟练后一个人每天

可以挣 150 到 200 元。

金昌市把培训课堂开在车间、办在田间，

搭建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舞台，让技能增收路

越来越敞亮。

针对地域特色、行业特征、技能特点，金

昌打造培育“镍都巧手妹”“丽城育婴员”“巨

匠叉车工”等各具特色的劳务品牌，扎实开展

劳务品牌培训，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吸纳和

带动更多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骊靬焊

匠”被认定为全省首批省级劳务品牌，永昌县

被认定为“爱心理发员”劳务品牌示范县。

全市人社部门坚持需求导向，聚焦“2+4”

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需求，深化工学一体，推

进产教融合，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

式”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

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企业培训技能型人

才 1.61 万人。

优化拓展服务渠道，幸福“守得住”

前不久，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李芳通过金昌市人社局直播带岗活动，

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她感慨地说：“直播

带岗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双向推介平

台’，让我们找工作更加方便快捷。”

今年以来，金昌市人社部门不断优化就

业服务，创新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

服务效能，基本建成覆盖全面、统筹城乡的就

业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化、

均等化、专业化服务水平。

金昌市启动“人才超市”，坚持“周周有招

聘，月月有专场”，实现线下招聘活动与甘肃人

才网金昌分站、甘肃人社综合服务平台等线上

平台协同互补，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招聘服

务工作格局。实施人社局局长直播带岗暖心

行动，通过“现场招聘+直播带岗+线上云聘”模

式，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探”直播带岗等各类招

聘活动 174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10万余个。

同时，纵深推进“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

组织开展新业态领域创新创业大赛，配套开

展新就业形态创新创业论坛、沙龙等活动，激

发全社会创业活力。提高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额度，强化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创业扶持政策

落实，今年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25 亿元，

带动就业 2888 人。

——金昌市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端 稳“ 金 饭 碗 ” 铺 就 幸 福 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汤 宏

在甘南州夏河县，大夏河宛如一条碧绿

的绸带，穿越山川峡谷，滋润万物。

盛夏时节，大夏河清澈见底，流经之地绿

树成荫，花草繁盛，与山川草原交相辉映，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大夏河是黄河流域上游的重要水系，夏

河县境内流域面积 4675 平方公里。

为提高河湖保护与管理能力，夏河县建

立县、乡（镇）、村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共设置

河湖长 188 名。其中县级总河长发挥“头雁

效应”主动巡河问效，深入河湖一线，现场“把

脉问诊”。乡村河长定期开展巡河查看，破解

难题，发挥了基层管、护、巡、查的作用。2023

年，全县各级河长共巡河 1.8 万余次，整治岸

线长度 16.5 公里、清除弃土弃渣 580 余万立

方米、清理河道塑料垃圾 15 万立方米。

吉合可合—博拉镇段河长完成巡河，里

程 1.72 公里；康日让哇河—桑科镇段河长完

成巡河，里程 2.25 公里……这是夏河县河长

巡河实时记录的片段。

利用科技手段，夏河县水务局能监测到

各乡镇村组的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掌

握巡河人员的巡河完成情况，包括巡河时间、

里程、次数及发现的问题。

“2023 年，我们在大夏河和重点河流安

装了 7 台视频监控设备，覆盖岸线长度约 16

公里，通过智慧河湖平台，能在手机上实时监

测河流动态，有效监控河湖‘四乱’问题，监督

河道水环境治理。”夏河县水政监察大队队长

宋海龙介绍。

如今，智慧河湖建设已成为夏河县推进

河湖长制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夏河县还把“清四乱”作为河湖治理的有

效抓手，县检察院、法院、公安、司法部门联合

开展了全县河湖重点领域专项执法行动，持

续加大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查

处力度。2023 年，累计开展暗访督查 15 次，

发现的问题全部按期完成整改。

“我们以整治河湖‘四乱’、治理污染排放

等为重点，纵深推进河湖长制工作，坚决筑牢

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宋海龙说。

夏河 多元共治绘就美丽河湖画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 红 心 柳 ，张 四 杈 ，保 护 耕 地 有 国

法。不减一寸少一匝，饭碗牢牢手中拿，

仓满库满好当家，断粮心急火辣辣……”

“ 杆 两 根 ，一 根 杆 ，普 及 宣 传 民 法

典 。 讲 案 例 ，学 条 款 ，提 高 全 民 法 治

观 。 遇 事 莫 钻 朋 友 圈 ，法 律 法 规 是 靠

山……”

在临洮县，“普法花儿”受到广大群

众欢迎。其用朴实而饱含法律知识的台

词，本地方言土语，向老百姓宣传法律知

识，在寓教于乐中引导群众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

近年来，临洮县把法治宣传教育作

为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核心举措，结合

主动创稳行动，靠实普法责任、创新宣传

方式，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平安临洮、法治

临洮保驾护航。

临 洮 县 司 法 局 组 建 了“ 普 法 花 儿 ”

策 划 专 班 ，深 入 基 层 进 行 调 研 ，掌 握

第 一 手 资 料 ，提 出 了 普 法“ 花 儿 ”的 新

构 思 ，并 积 极 与 临 洮 花 儿 专 家 、民 间

艺 人 沟 通 协 调 ，创 作 有 关 作 品 。 同

时 ，联 合 南 屏 镇 政 府 ，邀 请 民 间 花 儿

爱 好 者 —— 南 屏 镇 干 部 汪 新 负 责“ 普

法花儿”文案创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洮花儿与法

治宣传结合在一起，把耕地保护、环境保

护、谨防电信诈骗、宣传民法典等编成农

家话唱出来、演出来，既能让村民了解法律法规，也能让

大家更加了解临洮花儿这种表演形式。”汪新说。

一首首普法花儿，唱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引导群众

感受法治的普惠性。

“乡亲们！临洮县‘幸福临洮 法治同行’普法宣传

文艺节目巡演走进新添镇，马上就要开始啦！”日前，由

临洮县司法局主办的法治文艺节目首场演出在新添镇

潘家庄村拉开了帷幕。

演出通过一个个法治文艺节目，弘扬普法先进典

范、地方的凡人善举、道德模范以及家规家风家训、普及

法律常识等，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

“我们的演出内容涉及民法典、人民调解法等法律

知识，小品《张大牛变形记》《婆婆也是妈》紧紧结合婆媳

关系及重男轻女等社会问题，提倡转变观念移风易俗，

将人人平等的思想灌输到群众心里。”临洮县司法局普

法与依法治理股干部权淑政说。

为促进法治宣传深入农村、深入民心，临洮县历时

10 个月精心打造了“幸福临洮 法治同行”普法宣传专题

文艺演出。演出涵盖小品、舞蹈、秦腔、花儿等多种形

式，在临洮县各乡镇定期开展巡回演出，助力法治乡村

建设。

此外，临洮县司法局还成立了“普法宣传骑行队”，

将“平安临洮”“法治临洮”等宣传活动主题融入骑行活

动，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县、建

设法治临洮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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