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编辑 唐 莉 校审 胡彦军 ●●●●

02综合
2024年4月15日

星期一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近年来，市妇联把推动广大女性劳动力在家政劳
务领域就业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着力扩大“礼贤妹”“乞巧妹”
“金徽妹”品牌宣传效应，促进妇女从事家政劳务行
业就业增收成效显著。自2022年以来，全市每年输转
劳务人员68万人，输转女性劳动力达20万人次。

强化技能培训，铸造致富“金刚钻”

市妇联依托劳务品牌家政服务员培训项目，坚持
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妇女能力素质，促进妇女在家政
领域创业就业。组织联动各县区妇联深入各乡镇培训
家政服务员、育婴嫂、养老护理员，每年培训达3000
余人，着重强化广大妇女家政劳务技能的培养，培训
结束后经技能鉴定合格的培训学员就业率达100%。今
年以来，为了帮助“陪读妈妈”这一新的社会特殊群
体在就业技能和照顾家庭方面实现“双赢”，市妇联
开展了专场“陪读妈妈”家政劳务技能培训，让“陪
读妈妈”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全市就近就业妇
女20000余人。

积极争取项目，搭建就业“致富桥”

2022年以来，市妇联坚持多方争取，整合各类资
源，多措并举持续开展妇女家政劳务输转项目，“点
对点”“一站式”有组织培训输转女性家政劳务人员1
万余人。在培训输转的过程中，始终秉持“扶上马，
送一程”的初心和理念，为她们免费提供初级培训、
免费体检、免费食宿安排等全程贴心服务，同时通过
签订承诺书、集体宣誓等形式，呼吁广大妇女姐妹外
出务工不忘热爱家乡、热爱家庭，更加孝敬老人、体
谅爱人、关心孩子，争做好媳妇、好妻子、好妈妈，
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今年年初，市县两级妇联联合
人社、劳务相关部门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暨东西部劳务协作专项服务活动，举办招聘会19场
次，提供岗位数2150个，有力推动劳务市场女性就业
率的提升。

强化维权保障，撑起维权“爱心伞”

市妇联坚持把建立健全维权站点作为保障妇女家
政劳务人员权益的关键举措。持续发展壮大“陇原妹
劳务输出示范基地”和“陇原妹劳务输出姐妹维权驿
站”等组织和机构，定期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回访，
积极稳妥处理各种劳务纠纷，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外
出务工妇女合法权益，确保输出一批、成功一批、巩
固一批、带动发展一批；积极支持协调各县区成立妇
女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为全市广大妇女姐妹提供政策
法规宣传、就业援助服务和用工权益保障，为妇女上
岗搭建求职服务平台；强化人文关怀，持续发挥好在
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的“在京家政服
务业妇联”组织的作用，使在京务工的2万名陇南籍家
政服务员有了“娘家”和“娘家人”。

（市妇联供稿）

本报通讯员 杨 童

连日来，在礼县祁山镇五一
村、中王村的冬花中药材种植现
场，村民们分工明确、手法熟练地
进行旋耕机松土、熟地覆膜、勾垄
施肥、分拣药苗、栽植冬花，你来
我往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在这儿干活，一天能挣
到100元，这里离家近，活也比较
轻松，收益还可以。”五一村村民
陈小红说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
来，祁山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资
源禀赋优势，瞄准市场需求，结合
耕地流出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
源，把中药材种植与农民增收、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集体经济壮大相
结合，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
地流转、农户参与的方式，大力发
展中药材种植，将中药材资源转化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良方”。

五一村鸿杉种植农民合作社负
责人李向阳说：“我种植中药材已
经好几年了，收益还可以。这个药
苗是我自己育的苗，覆膜是为了保
温、保墒、防草。我们合作社今年
种植了320亩冬花，预计一亩地收
入4000元以上。”

目前，祁山镇冬花中药材种植
基地药苗栽种工作已基本完成，在
此基础上，该镇将根据全镇实际情
况，科学分析、规划、完善流转土
地的使用，不断丰富中药材品种，
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在药材深加工
上做文章，逐步壮大中药材产业，
提高种植户收入，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农民增产增收。

礼县祁山镇：

不 误 农 时 不 负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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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民政局结合“三抓
三促”和“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
年”行动，对标优化营商环境要求
和群众需求，坚持多措并举，积极
攻坚克难，推动各项民政事业长足
发展，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应有
作用。

一是完善政策制度，全面夯实
社会救助基础。联合相关部门印发
了《陇南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及救助
帮扶实施细则》，为解决低收入人
口认定条件、认定主体不明确等问
题，靠实相关部门救助帮扶责任、
形成救助帮扶合力提供了政策支
持。采取线上定期监测和线下主动
发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落实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
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匹配
落实相应的救助政策。2023年，全
市开展困难群众线上监测预警4次，
反馈预警信息2.81万人次，落实各类
救助帮扶政策5571人次。

二是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激发
养老服务活力。建设陇南市社区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以及省级示范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整合“社区嵌
入式”照护服务、文娱活动、营养

餐厅、康复医疗、适老产品体验租
赁等功能，积极探索为老年人就近
养老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
的服务。建设全市新型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运营服务监管等业务
应用系统，搭建“线上＋线下”贯
通的信息平台，为全市20多家养老
服务机构、乡镇（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的运营提供“智能化”服
务和监管。

三是坚持放管并重，持续规范
社会组织发展。适时召开全市社会
组织执法监察工作联席会议暨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部署会
议，会同相关部门紧盯重点领域，
采取依法取缔、责令解散、劝散、
引导登记等方式，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15家。持续深入开展“我为
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督促行业
协会商会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
项目，努力降低会费标准，鼓励有
条件的行业协会商会减免企业会
费。2023年全市132家行业协会商会
通过减免和降低收费减轻企业负担
362.06万元。

四是聚焦群众关切，大力提升
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依托陇南乡村

大数据平台建成陇南网上陵园，在
全省率先开展网络祭祀服务，引导
群众选择文明低碳祭扫方式，抵制
低俗祭祀用品和迷信活动。孤儿救
助资格认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
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实现跨省通
办；婚姻登记和临时救助金给付实
现省内通办。大力推进数据直达基
层试点，积极推进高龄津贴发放数
字化等工作，全面提升民政政务服
务水平，真正实现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高
群众满意度。建成全省首个开放式
婚姻登记场所，利用白龙江两岸生
态湿地公园，着力打造户外婚纱摄
影、登记为一体的婚姻文化基地、
陇南网红打卡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

陇南民政有效履行了在基本社
会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
服务方面的职责，为创造良好营商
环境、加快“三城五地”建设贡献
了力量。

围绕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提质
增效年”行动，按照全市招商引资
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相关要求，下
一步，市民政局将紧紧围绕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与落实惠
民政策相结合，通过开展“一项活
动”、实现“四个转变”、健全
“三个网络”，全力推动陇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开展“一项活动”，就是在全
市民政系统深入开展“学思想、守
初心，学纪律、守规矩，学法律、
守底线”活动，全面加强干部队伍
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纪律法治建设。

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在服
务对象上，从特定群体逐步向适度
普惠型转变。二是在服务内容上，
从物质帮助为主逐步向照护服务和
关爱服务转变。三是在服务质量
上，从解决“有没有”“够不够”
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从
“粗放式”供给向“精细化”服务
转变。四是在服务形式上，从“人
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从
传统供给和管理向“数字化”“法
治化”“智能化”方向转变。

健全“三个网络”，一是兜牢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网，二是织密老
龄人口关爱服务网，三是管好基本
社会事务服务网。

积极发挥民政职能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 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冉富强

 两 当 县 举 办 的
２０２４年红色记忆·生
态 之 旅 — —— 两 当 县
“‘樱’你而来 ‘香’
约两当”樱花周旅游文化
系列活动于４月１２日拉
开帷幕，来自陕西省宝鸡
市、凤县、略阳县，定西
市等地的艺术团和旗袍队
在两当县滨河路樱花大道
进行了华服巡游活动。
本报通讯员 王开琮 摄

（上接第一版）畅想有朝一日站在
其落地窗前，或许“春江花月夜”
的极致浪漫会在那一刻具象化。

“玉垒乡风光无限的山山水
水，将来都会建起星星点点的民宿
集群。”玉垒乡景区开发负责人张
学军介绍，从大景区式观光旅游转
向亲近自然的乡村体验式旅游是一
种大趋势。因此2021年以来，他们
累计投入4000万元不断提升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以油菜花田为观
赏点，徒步穿越+民宿康养为主体
的山地生态旅游产业链。

守望乡愁，幸福可期。走进中
国传统古村落陇南市康县朱家沟
村，四周林木环抱，山野鸟语花
香，曲径通幽处石碾、石磨等旧时
农耕老物件触手可及，仿佛是凝固
了时光。2016年朱彦杰夫妇返回朱
家沟创办了首家古村民宿——— 五福
临门。经过5年勤劳“耕耘”，
2021年五福临门民宿被评为全国甲
级民宿。如今，每年游客接待量近
8万人次，旅游收入超200万元。

“朱家沟没有过多商业气息，
归隐山林的乡村风貌反倒能唤起游
客的乡愁、缓解焦虑。”朱彦杰说

客人多是回头客或朋友介绍过来
的，他们喜欢在朱家沟的鸟叫蝉鸣
中缱绻时光，通过吃山野小菜、读
书聊天忘却烦恼。

甘肃拥有广袤草原、茫茫戈壁
和洁白冰川等美丽多元自然景观，
其中70%以上旅游资源集中在乡
村。眼下正是最美四月天，从“陇
上江南”到甘南草原，从陇东黄土
高原到千里河西走廊，无数旅游从
业者也在积极“春耕备耕”，期待
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承载客人们的
“诗与远方”。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效
祖介绍，近年来，甘肃持续擦亮
“陇上乡遇”乡村旅游品牌，创
建了21个乡村旅游示范县、200个
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培育了530
个乡村旅游合作社、1100多家乡
村旅游民宿。大数据监测显示，
2023年，甘肃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53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481.93
亿 元 ， 分 别 较 2 0 1 9 年 增 长
19.84%、41.74%，一幅幅火热生
动的乡村旅游画卷正在陇原大地
徐徐展开。

（新华社兰州4月12日电）

本报讯 4月11日，由共青团陇
南市委主办，共青团康县委员会、康
县电商中心、康县阳坝镇人民政府承
办的“乡村振兴 青春助农”原产地
公益直播活动在康县阳坝镇油坊坝村
举办，为助力乡村振兴、推介家乡农
特产品奉献青春力量。

活动前，开展了“乡村振兴 青
春助农”直播培训会，工信部培训中
心认证高级电商讲师、甘肃省人社
SYB创业讲师、陇南市电子商务发展
研究院人才培育培训中心主任陈龙辉
结合参训青年实际，围绕直播场景搭

建、主播技巧，选品、抖音、快手流
量规则及短视频素材如何增加曝光、
观看量等内容进行培训。阳坝镇30余
名青年主播和直播爱好者参加活动。

此次直播活动为康县专场，直播
中，主播推介了康县春茶、香菇、木
耳、菜籽油、羊肚菌等各类特色优质
农产品，让广大网友可以短时间内了
解产品，通过与网友互动，推介康县
阳坝自然气候、人文资源、风土人
情，有效拓宽了陇南优质农特产品的
销售渠道。

（李芳芹）

我市开展“乡村振兴 青春助农”

原产地公益直播活动

张竹林遗失武都区安化乡文家沟村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武集用（1990）字第05060001号，现声
明作废。

挂 失

近日，武都区南山公园内的牡丹和芍药相继盛开，吸引众多市民及
游客前去观赏。 本报通讯员 胡本平 摄

徽县讯（通讯员杨婷）近日，
“诗韵大河·古道青泥”农文旅融合
系列推介活动在徽县大河店镇腰庄村
高山梯田油菜基地举行。

活动现场，书画摄影作品展、特
色小吃、农特产品在油菜花海边有序
陈列。游客们纷纷前往品炒茶、尝野
菜、喝甜饮；文人墨客在盛开的油菜
花田吟诗作画、挥毫泼墨；摄影爱好
者们在诗画田园中用镜头记录最美人
间四月天。文艺活动在以天为幕、以
质朴的油菜花海为背景的田野中浪漫
上演。古筝伴奏诵读《诗韵大河·古
韵青泥》、舞蹈《上春山》、独唱
《明天会更好》、民乐合奏《绣金
匾》等农文旅推介节目轮番上演。欢
快的音乐、优美的舞姿、经典的戏

剧，瞬间将现场氛围点燃，欢呼、鼓
掌声在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中不绝于
耳。在场的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
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近年来，大河店镇积极探索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深入挖掘文
化、旅游资源，将传统文化、古道文
化与自然风光、田园风光相融合，依
托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对基础设施
进行提档升级，建成了花映三泉国家
4A级景区、“古道青泥”传统古村
落、“诗意文池”景区，木皮岭环线
万亩梯田油菜花海，开发建设青泥山
居民宿、花语星空露营基地。村镇干
部引领群众创办农家乐、农家客栈，
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以农文旅融
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徽县举办“诗韵大河·古道青泥”

农文旅推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