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3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严蓉晖 电话：5325915

民 生

社会新闻部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本报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贫困
群众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宜秀区罗岭镇多措并举保障贫困人口
稳定就业，靶向发力纵深推进，提高贫
困群众人均收入，全面巩固脱贫成果。
2020年宜秀区罗岭镇贫困劳动力907
人，计划外出务工633人，截至3月26
日，该镇已务工 624 人，上岗率达到
98.58%。

“精准摸穴”
战“贫”队伍下沉一线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无缝衔接中，罗岭镇及时调整角色，集
结以党组织为核心，多级、多部门联动
的扶贫队伍力量，党建引领，各部门协
作，镇扶贫工作站、驻村工作队、各村扶
贫专干联动，网格化管理“三长”助力，
帮扶团队下沉，利用信息化手段、入户
走访，线上线下压实“双包”责任。截至
3月20日，罗岭镇已完成576户脱贫户
走访帮扶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贫困劳
动力实际就业难题和生活难题，发挥战

“贫”队伍作战力量。
罗岭镇结合返乡返城贫困农民工

就业情况摸底行动，进一步开展贫困劳
动力就业情况摸底调查，定区域、定户、
定人，建立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台帐和
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扶贫影响情况统
计表，动态掌握贫困群众外出务工情
况，“调息凝神”做到“五摸清”，即：疫情
影响清、就业意向清、务工地点清、未上
岗原因清、发展产业清。“精准摸穴”，对
全面摸底登记在册的907个贫困劳动
力，对标万元户及万元以下户，按照“一
户一方案”原则，靶向施策，全面降低疫
情对该镇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生产经
营性收入的影响，蓄力冲刺“人均万元”
的决战目标。

“点穴”造血
拓展就业渠道促增收

针对“新冠疫情阻碍贫困劳动力走
不出去”问题，罗岭镇多措并举，“蓄力
通督”。疏通企业用工“经络”，全力推
动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鼓励企业、重大项目等优先组织和使用
贫困劳动力。畅通就业信息“中枢”，组
织贫困劳动力参加“春风行动”网络招
聘会，利用媒体网络渠道，把就业岗位

信息送到家、到户、到人。“点穴”造血，
结合镇村重点工作和项目，开发临时岗
位，组织贫困劳动力投入春耕备耕，从
事“居家就业”、特色养殖、城乡绿化等
工作；开发公益岗位，以保洁员、护林
员、睦邻长等就业扶贫公益岗位托底安
置，截至3月27日，罗岭镇3家带贫龙
头企业吸纳劳动力72人，贫困劳动力5
人，2 家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 10
人；通过精准对接，帮助17名贫困劳动
力落实企业务工；11人参与到该镇特色
种养菊花种植居家就业岗、55人参加
村内植树造林、茶场务工、人居环境提
升保洁等临时岗位；开发公益岗位生态
护林员16个、睦邻长15个，保洁员7个、
防火员3个、小区值守1个，聚力帮助贫
困劳动力135人实现增收。

一个都不能少
政策保障全覆盖

针对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罗岭
镇积极帮助落实政策保障全覆盖。鼓
励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帮
助落实扶贫车间用工一次性复工复产
补助，共计5人2500元，帮助疫情防控

期间吸纳贫困劳动者就业的小微企业
（含就业扶贫车间）落实每人1000元一
次性补贴，新增贫困劳动力共计2人，
扶贫车间共申领补贴 2000 元。市场
难以实现的就业保障，政府政策兜底，
开发42个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全面
落实就业帮扶政策，确保企业用工和
贫困劳动力就业政策保障一个都不能
少，打破用工招工两难局面。“今年形
势严峻，存在用工难和就业难的矛盾，
在吸纳贫困户就业上，我们很乐意优
先考虑，一方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另
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性补助给了我们很
大的支持和信心。”罗岭镇扶贫车间负
责人说到。

2020 年罗岭镇贫困劳动力 907
人，计划外出务工633人，截至3月26
日 ，已 务 工 624 人 ，上 岗 率 达 到
98.58%。“一个都不能少，无论花多大
力气，我们都要帮助每一名贫困群众
解决就业务工难题。”罗岭镇党委书记
郝艳艳说，要克服疫情影响，稳住脱贫
户的“钱袋子”，提高贫困群众人均收
入，全面巩固脱贫成果。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韩敏 董佩佩）

稳就业 促发展 保民生

宜秀区打通就业增收“任督二脉”

本报讯 为做好防疫情、促
返岗、稳经济工作，宿松县二郎
镇坚持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
手抓、两促进，积极谋划、精准施
策，确保3月底前就业规模达到
或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该镇积极采取线上招聘、线
下宣传服务等措施，着力搭建求
职者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各
村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广泛开发
公益性岗位，帮助贫困户就近安
排就业；两个就业扶贫驿站全面
开工，带动80余名贫困户家门口
就业；各扶贫项目施工过程中，
还优先考虑贫困户参与务工。
截至目前，该镇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就业率达到100%，有效巩
固了脱贫成效。

同时，该镇发动村两委、党
员志愿者和驻村干部，拉网式对
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信息的排查，
精准掌握返乡务工人员信息。
重点对返乡务工劳动力就业需
求进行登记，形成台账，全面掌
握返乡人员就业意愿和动向，精
准掌握返乡务工人员就业需求，

实施动态管理。按照返回原地
继续工作、转到其他地方寻找工
作、就近就地就业三个类别，该
镇党委政府对外出务工返岗注
意事项宣传到户到人，提醒引导
务工人员合理安排返程复工时
间、加强个人防护、保护自身安
全，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群等方
式及时发布就业政策和推送就
业岗位，目前已发布800余个就
业岗位招聘信息，全镇劳动力基
本实现稳定就业。

对辖区范围内的企业，该镇
党委政府指导其提高站位，进一
步降低招聘门槛，放宽用工条
件，在确保防控安全的情况下，
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吸纳群众
就业，满足企业复工需求。对外
地企业，加强输入地、输出地信
息对接，与用工企业加强联系，
要求企业做好接车服务，为返岗
人员提供“点对点、门对门”服
务，为农民工外出提供便利。截
至目前，该镇通过“点对点”服务
方式，输送劳动力近200名。（记
者 何飞 通讯员 方华勇）

二郎镇贫困劳动力就业率100%

本报讯 光伏扶贫是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创新举
措，截至3月30日，太湖县寺前
镇通过光伏扶贫，开发公益性岗
位100余个，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太湖县寺前镇
加强光伏扶贫项目管理，确保
光伏扶贫电站发挥脱贫成效，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为加强
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确
保电站正常运行，该镇安排专
人负责，通过光伏扶贫信息系
统、供电公司的发电收益数据
和扶贫入户核查等方式，实时
监测、检查光伏扶贫电站的运
行情况，对存在异常的光伏扶
贫电站及时与运维管理公司联
系解决，并定期组织人员对光

伏扶贫电站进行日常维护。
在规范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收益分配，确保带贫减贫实效
上，该镇组织各村结合村情实
际，分村制定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收益使用分配计划。对受疫
情影响不能正常外出务工、半
弱劳动力等贫困群体，该镇想
方设法开发公益岗位鼓励贫困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拓宽贫困
群众就业渠道，目前共开发公
益性岗位100余个，有效带动贫
困人口增收。目前，寺前镇各
光伏扶贫电站运行正常，光伏
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监管制
度进一步健全，为贫困人口顺
利实现稳定脱贫提供强力支
撑。 （通讯员 周盛南）

寺前镇加强光伏扶贫项目管理

本报讯 连日来，作为职工
“娘家人”，怀宁县总工会主动作
为，在协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积极助推防控期间企业复
工复产，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展现工会担当、
贡献工会力量。

该县把今年春风行动的服
务对象重点放在困难职工和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上，安排专人统
计复工复产企业个数及职工数，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汇总招聘信
息，积极动员鼓励企业通过安徽
职工服务网、安徽公共招聘网等
网络招聘平台开展招聘活动，向
职工提供省总、市总网络直播招
聘会平台；截至目前怀宁县总工
会已通过网站、微信群、QQ群发
布66家企业招聘信息，招聘岗位

800多，需求人数3216人。通过
线上线下双结合方式，积极引导
务工人员就地就近就业，解决企
业用工难问题。

怀宁县总工会还选派工作
人员专职驻经开区，指导企业按
照《企业复工复产后日常管理清
单》要求，严格标准、强化管控，
落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督
促检查复工企业开展体温测量、
佩戴口罩、职工食堂分餐、职工
宿舍卫生及日常消毒等工作，并
做好各项信息的追溯登记工作；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在食堂、宿
舍区制作防疫知识宣传展板；既
当“监督员”又当“服务员”，帮助
企业筑牢防疫防线，稳妥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丁瞳）

线上线下双结合引导就地就近就业

3月28日，工人在怀宁县凉亭乡
雨具公司内忙碌，该公司生产一次性
雨具、鞋套等，并通过网络平台销
售。为实现科学复工、安全复产目
标，凉亭乡安排班子成员和医护人员
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专门包保，强化
指导。同时，各企业开展严格的返岗
人员疫情核查，推行“小单元、网格
化”管理，并安排专人发放口罩、进
行体温检测和车间消杀等。

通讯员 檀志扬 赵林玉 摄

科学复工 安全复产

本报讯 3月 29日下午，望江县
凉泉乡凤林村就业扶贫车间里，6名
贫困人员如往常一样，忙碌着。他
们戴着口罩，缝纫衣服。“在家待时
间长了，没有进账，每天还要花费。”
贫困户程群兰说，没想到车间这么快
恢复生产，每月可挣2000多元，收入
有了保障，脱贫有了希望。截至3月
29日，该乡500多个贫困户顺利就近
就业。

目前，凉泉乡还剩80户221个未
脱贫人口，其中 70 户为低保和五保
户，较去年增加6户22人，提标15户

45人，为26名贫困人口安排公益性岗
位，多渠道增加未脱贫户收入，确保
未脱贫人口在年底顺利实现脱贫。
为此，该乡组织2016-2019年的 84个
扶贫产业相关经营主体全部复工复
产，凤林村就业扶贫车间带动6户贫
困户就业；壬辰占村扶贫农产品加工
基地转型升级，生产口罩，优先吸纳
贫困户。

对脱贫难度较大、贫困发生率较
高的韩店村、横山村，该乡实行挂牌
督战，乡主要领导包村实战，量身打
造“责任包保网络图”和“重点工作

任务清单”，驻村扶贫工作队、村两委
加强跟踪走访，实行动态监管，落实
各项产业发展、就业帮扶、社保兜底
政策，重点加大产业扶贫项目投入，
提升两村的脱贫攻坚力度。截至3月
29日，该乡500多个贫困户顺利就近
就业。

扶贫项目推进是增加贫困户收入
的有效途径，目前，该乡首批21个项
目严格按照“一规程五办法”的要
求，完成了设计、预算、招投标工
作，落实专人每天现场查看项目施工
进度，实行两天一通报，3月底完工率

能达到50%。第二批4个产业扶贫项目
现已形成设计方案，四月初将开工。

另外，该乡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一安全”、“两率一度”、“退出档案资料
整建”、“项目现场核查”、“人居环境整
治”等问题，特别关注五类重点户的

“三保障一安全”问题，努力实现目标
不减、标准不变、全面清零、不留死
角。结合专班下基层，对全乡906户重
点户再次走访，全面了解疫情对他们生
活造成的影响，帮助解决排查出来的问
题，促进高质量脱贫。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龙梅）

望江凉泉：

发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红白喜事礼金不准超过50元；过
年过节从不放烟花爆竹；小孩周岁、
老人做寿不办酒席；村庄公益事业村
民踊跃捐款……这样的好传统，在安
徽省怀宁县黄龙镇杨林村丁坦组坚守
了80多年。

丁坦组有55户236人。这一规矩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听村里上岁数
的老人讲，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的四十年代。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丁
树平老人，就是当年的见证人之一。

“从我记事起，听父辈讲，我们村庄谁
家红白喜事，最早礼金只象征性送一
毛钱，邻里都过去帮忙，而且不吃
饭。现在条件好，十年前，礼金规定
不准超过50元，算起来有80年了。”
丁树平老人说。

丁树平老人今年儿子新房3月份
刚刚落成，没有放一挂鞭炮庆祝，更
没有办一桌喜酒。“就家里人在新房里
一起吃了一餐团圆饭。”丁树平老人
说，像他家这样的喜事不办酒席，村
民都习以为常，亲朋好友、左右隔壁
邻居空手上门道声祝贺就行了。

胡桃芳是杨林村妇联主席，对村庄
里好传统的形成过程非常清楚。“我是
1994年结婚的，当时亲朋好友礼金只要
8元钱，连鞭炮都没有放，村庄的人都
前来祝贺、帮忙，就像一家人一样。”
谈起当年自己的喜事，胡桃芳很是骄
傲。她说，丁坦组谁家办红白喜事就是
在家里请亲戚吃顿饭。没有亲戚关系的
村里乡亲随几元钱礼金，不在主家吃
饭。不管礼金多少，随礼人的名字都会

被主家写在一块红纸上，挂在屋外最显
眼的位置以示感谢。

到了90年代，物价涨了，村民们就
觉得几元钱礼金有点低。村民一起商量
后，提议组里的份子钱涨到50元，不准
再涨。现如今，大家的腰包鼓了，村里
很多年轻人觉得再随50钱的礼有点不好
意思，就拿着100或200元去贺喜。但
不管随礼的人拿去多少钱，办喜事的人
家都坚持只留50元钱，多出来的就找回
去，因为“组里的规矩不能破”。

在今年春节期间，丁坦组家家户
户张灯结彩，挂满了大红灯笼、春
联、福字，到处透着过年的吉祥与喜
庆，但没有哪家放一挂烟花爆竹。“不
是只有鞭炮声才可以带来年味，而且
我也更喜欢清新的环境，和家人一起

贴福字、贴对联、做美食，把家里到
处布置得喜庆洋洋更可以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村民丁绍红说。像丁绍红家
不放烟花爆竹过新年的，在丁坦组家
家户户都一直坚守下来。

丁坦组还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
制定村规民约、每年选举“堂管”等
举措，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焕发出了
乡村文明新气象。

别看丁坦组村民在送礼金上“小
气”，但在村庄公益事业建设上都很大
方，村庄10多年前就修建了村庄水泥
路，近几年还修建了村民休闲广场、
村民活动中心、当家塘、绿化亮化
……营造了自然、朴素、洁净的美丽
乡村，好传统让群众有了更多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通讯员 檀志扬

村庄好传统 坚守80年

3月27日，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正动用挖掘机在该村少岭组清除路旁
沟中的污泥浊水。近日，该镇以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
目标，加大疫情期间农村生活垃圾清理转运力度。通讯员 孙传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