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松县集中力量打造“宿度就业”
品牌，努力提供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
务质量，促进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信息“精准推送”

今年37岁的周力，2009年毕业于
东北农业大学，以前一直在外务工，今
年通过宿松县人社部门提供的就业信
息，回乡工作，既兼顾家庭，又获得满
意收入。他就职于职的县内某公司已
有7个月，职务是技术部工程师，工资
每月7000元左右。

周力是宿松打造“宿度就业”实现
服务“零距离”的众多受益者之一。“建
设线上线下平台，更新劳动力数据库，

‘宿度就业’要求精准、快速，通过多种
渠道、不同措施为返乡务工人员、失业
人员、高校学子、脱贫人口等不同群体
提供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宿松县
就业局局长朱志刚说。

宿松县建设线上线下双平台，定
期发送就业信息，让求职者足不出户
就可获得岗位信息。线上，每月定时
通过多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岗位信息，
并通过抖音直播、视频推介等形式介
绍县内各重点企业。线下，在节假日
期间及时印发宣传单、宣传册，在人流

量大的公开场合进行返乡就业政策宣
传、推介县内重点企业。

宿松县结合农民工返乡登记的契
机，精准掌握返乡劳动力就业情况，在
安庆全市率先全面建成52.6万人的劳
动力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通过购买
服务形式动态更新形成53.1万人的劳
动力数据库，明确了求职者的求职需
求，全面掌握了全县重点企业用工情
况。同时，线下依托人力资源市场每
周三、周六召开“2+N”招聘会，至今，开
展“2+N”招聘活动118场，服务企业用
工1832户次，达成就业意向2461人。

品质服务“供需对接”

宿松县架起求职者与企业的交流
与对接桥梁，使得求职者获得一手求
职咨询，企业快速获得人才。

宿松县与县内三家电子、机械制
造企业赴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对接活
动，并与多所高校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目前已带领县内
12家重点企业进入多所高校招聘，吸
纳高校毕业生于县内就业，已达成就
业意向105人。

就业见习是青年提高岗位实践能
力的重要途径。该县加大见习组织力

度，提升见习服务保障，做到见习岗位
数量有保证、质量有提升、服务有保
障。该县募集各类型的青年就业见习
岗位462个，推进招录聘用各类岗位
1000余个，有力地保障了高校毕业生
留在宿松就业。

同时，宿松县大力开展开车“送工
入企”活动，接送各乡镇求职者深入企
业参观，带领求职者进车间、进食堂、
进宿舍。全县共组织开展12期“送工
入企”专项活动，通过“人力大巴”将
694名各乡镇的求职者送到企业参观，

“点对点”为企业精准输送劳动力。
在就业工作中，宿松县的很多事

项都实现了“一次不用跑”，并要求各
类事项和信息“加速往前奔”。为提升
毕业生的档案转接工作，该县接入安
徽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新系统，
实现档案信息电子化，做到所有档案
知其来源有其去处，确保每名大学毕
业生的档案不漏登、不错登、不重登。
同时积极宣传线上办理流程，群众足
不出户就能办理所有档案业务。

就业圈拉近求职“半径”

今年刚满30岁的祝碧华，通过宿
松县“三公里”就业圈“快聘”小程序找

到了县内工作，工资每月5000多元。
该县在“三公里”就业圈知晓率、注

册率、人岗精准匹配率方面下功夫，让就
业信息“走进”社区，让岗位信息“走进”
居民手机。该县在社区开展就业创业政
策宣传，实地走访经营实体并帮助其注
册、发布岗位；同时安排职业指导人员
一对一指导，提高人岗精准匹配率。

“架起对接‘暖心桥’，建设服务新
标准，助力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切实
让‘三公里’就业圈拉近求职‘半径’。”
朱志刚说。截至10月中旬，该县已向
23个乡镇（街道）发放宣传单20000余
份，各服务窗口累计访问量 1425368
次，居民登记数54341余人，投简历数
4926份，注册企业数1590家，在招岗位
数4057人，就业总数2343人。

同时，宿松县顶格发放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补贴，采取“免报直发”经办
模式和补贴直达银行账户的精准发放
模式，即无须参保单位申请，通过大数
据比对筛选出符合普惠性稳岗返还条
件企业并核定应返还金额。公示期满
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资金发放
至企业银行账户。今年以来，该县已
为509家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补贴196.24万元，惠及职工6524人。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司舜

线上线下双平台 人岗需求精准配

“零距离”服务实现“宿度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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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真

本报讯 岳西县白帽镇双畈村依
托当地特色资源，着力做好“土特产”
文章，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

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
路和庄园”之称的双畈村，按照“一
村一品”产业发展的思路，把生姜做
成支柱产业。“两人一亩姜，脱贫有
保障，一人一亩姜，致富奔小康。”
这是双畈村流传的一句谚语，更是如
今双畈村的真实写照。村“两委”成
立生姜合作社，按照“村集体+合作
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为村民
提供生姜种植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
村民则依靠小小的生姜，铺就一条宽

阔平坦的致富之路。生姜产业不仅壮
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增
收致富。

在做大做强主导生姜产业的同
时，双畈村还引进黑猪养殖、蔬菜基
地、青梅园观光、南瓜种植、姜蒜轮
作等多元化产业体系，为发展注入活
力。双畈村驻村工作队同村“两委”
着眼于民生实事，在充分了解村情民
意的基础上，整合村级资源，积极对
接相关单位和部门，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先后建成年存栏2000头生猪规模
的养殖场；争取茶叶绿色高质高效项
目资金发展茶叶100亩；争取抛荒地

项目资金发展50亩甜玉米；争取合肥
蔬菜共建项目资金发展生姜 100 亩；
争取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资金发展中药
材120亩。同时，驻村工作队对接商
家将小黄姜入住超市，帮助销售生姜
4万斤；引进山东金乡红蒜品种和种
植技术，建设“生姜大蒜水稻”轮作
试验基地15亩；与村两委共商谋划建
设4000立方，存储达 1600吨的仓储
保鲜库一座。

“村里几乎家家都种生姜，有机肥
需求大，希望村委会能与有机肥公司
联系，为村民争取更低的价格。”前不
久，村民姜孟华向村“两委”建议。后

村“两委”与某与肥料公司多次洽谈，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约定凡是双畈村
村民皆能以低于市场价 10元/吨的价
格购入有机肥，有效降低农户种植成
本，促进生姜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双
畈村充分汲取广大村民智慧，开展“集
思广益 建言献策”主题活动，鼓励村
民积极建言献策，做好乡村发展统筹
规划，为乡村发展尽一份力。通过建
言献策，统筹干群智慧，发挥干部群众
的主观能动性，将全村村民拧成一股
绳，绘就强村富民新画卷。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汪涛 储丹娜）

做好“土特产” 迈上振兴路

本报讯 金秋十月，在宜秀区杨
桥镇余湾村的山丘田野间，黄绿相间
的橘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游客们携
亲伴友，穿梭在橘园里挑选采摘，果
农们也在乐呵呵地忙碌着，享受着丰
收的喜悦。20 多年前栽下的柑橘
树，如今已成为余湾人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
10月21日，记者进入余湾村，路

两旁皆是摆摊卖橘子的村民，粗略数
了下，有四五十家摊位。“我家橘子
皮很薄，汁水多，很甜，来，给你尝
尝。也可以到园子里去采摘，我家橘
园就在路边上。”村民余爱云热情地
招呼着停下问询的游客。

余爱云家有1亩6分地橘园，总共
60 多棵橘树，每年能产七八千斤橘
子。“每年从国庆节卖到11月上旬，今
年国庆假期生意好，来采摘的游客一
波接着一波，一天就卖了1000多元。”
余爱云开心地说。

余湾种植柑橘历史悠久，当地土
生土长的朱红橘，已有200多年历史，
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20世纪90
年代，朱红橘就能卖1元/斤。”余爱云
回忆，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鼓励大
家种柑橘，还从外地统一引进了温州
蜜橘树苗，种柑橘给补贴，村民们都改
种柑橘，少的一家一亩，多的一家七八
亩，现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种的全

是柑橘。“一年卖橘子能挣两三万元。”
余爱云家院里还种了杏子、枇杷等果
树，一年摆摊卖水果足够老两口生
活。果树变身“摇钱树”，让她家的生
活越过越好。

“目前全村有橘园1200亩，年产柑
橘300余万斤。”余湾村党支部书记余
帅说，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帮农户卖
橘子，统一收购、统一分拣、统一包装，
每年能外销橘子10万斤。余湾村还依
托水果采摘，打造集采摘、游玩、垂钓于
一体的“周末经济”，农家乐如雨后春笋
般崛起，来村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国庆假期每天爆满，一天要接待
500多人。”余湾村某农家乐负责人谢

秀珍说，她家以前也种橘子，后来看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发展起了农家
乐。现在她家有40亩果园，还有垂钓
园，每到节假日，都有游客来休闲采
摘。前两年，她还将家里的老橘树进
行高接换种，嫁接上新品种，今年新品
种柑橘挂果，每斤采摘价30元，颇受游
客欢迎。

余帅介绍，余湾村现有农家乐14
家，很多家年收入已达300万元以上。
下一步，村里将逐步引导农户种植其
他品种的果树，丰富水果的品种，增加
农户的收入。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朱姗姗）

“摇钱树”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 金秋十月，记者走进
桐城市新渡镇龙塘村某瓜蒌园，60
亩瓜蒌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工人正
在查虫防治，一派丰收景象。

“我以政府贴息的5万元小额信
贷资金入股，每年分红2000元；平时
在园区从事修枝、除草、施肥、打药
等工作，每年务工收入达万余元。”
58岁的脱贫户曹金华一边配药给瓜
蒌防治，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桐城市大力推进脱贫户小额信
贷放贷工作，让有发展生产意愿、
符合贷款办理条件的脱贫户“能贷
尽贷”。该市深入摸排符合申请条件
的脱贫户，组织镇村帮扶联系人入
户宣讲小额信贷有关政策流程，调
动脱贫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为实

现小额信贷“贷得到、用得好、收
得回、可持续”的目标，桐城市纪
委监委驻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加强信
贷回访，强化资金监督，将小额贷
款真正用到造血增收的“刀刃”
上。截至10月份，该市为4109户脱
贫户发放小额信贷共计17009万元，
帮助脱贫户发展种养产业，预计户
均年增收1万多元。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有效投
放为脱贫户提供了资金支持，激发
了脱贫户的内生动力，为助力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强
有力的金融支撑。”桐城市财政局局
长、金融办主任雷鹏说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孙传银）

小额信贷助力脱贫户增收

本报讯 10月 20日，记者走进
宿松县佐坝乡环湖村赤灵芝种植基
地，大棚中朵朵灵芝亭亭玉立，头顶
褐色的孢子粉，散发出阵阵清香。

“赤灵芝从培育到收获正常情
况只要4个月。”基地负责人汪红亮
说，今年他种植了8000多个菌包，一
个菌包可以收割3茬，每茬可收获一
株赤灵芝。第一批已经售出125公
斤，销量非常好。

“褐色的孢子粉，成熟后工人采
摘下来，再经过光照24小时后直接
运往广东。”汪红亮前些年在广东和
朋友一起种植过赤灵芝，有种植经
验。今年他回老家尝试种植，效果
不错。明年他将扩大种植规模，带
领更多的村民加入种植队伍。

环湖村“两委”因地制宜，通过“村
企共建”模式，引入赤灵芝种植，在为
村集体增收的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务
工增收。该村赤灵芝种植基地目前有
三个大棚，忙的时候要聘请6名工
人。“我从今年初就在基地务工，平整
土地、搭建大棚、安装滴灌设备、铺膜、
采摘……打一天临时工就能领到200
元工资，还有30块钱的饭补。”村民顾
金花对这份家门口的工作非常满意。

“赤灵芝浑身都是宝，明年将增
加种植大棚12座，将赤灵芝作为壮
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特
色产业来发展。”环湖村党总支书记
汪中华说。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吴小娟）

特色产业兴村富民

本报讯 10月 20日，望江县长
岭镇板桥村卓家老林头自然村村民
自发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现场
一片繁忙景象。

长岭镇启动“清洁长岭”行动，改
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板桥村
广泛宣传，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掀起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热潮。卓家老林
头自然村是 2023 年省级美丽中心
村，整治过程中，村民对自家房前屋

后垃圾、树枝落叶进行集中清扫，对
水沟等卫生死角进行彻底清除，对影
响交通和行人通行的树枝杂草路段
进行修整，对影响村容村貌的柴堆、
杂物进行集中清理。全村共出动机
械15辆次、人员近百人次，清除积存
垃圾1.5吨，清理房前屋后堆放物30
多处，营造出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檀春红 徐凯）

村民齐心建设美丽家园

10月13日，望江县回龙街道某公
司生产车间，技术人员在研讨新产
品，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近年来，回龙街道利用区域优
势，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助推企
业高质量发展。该公司产品应用于
特种车辆、风电、轨道交通、物流等多
个领域，产品60%为出口，客户分布欧
美等地，年销售额近2亿元，为当地提
供20多个就业岗位。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郑菲 摄

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

10月15日，望江县太慈镇慈湖村党支部与结对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党员志愿者们到田间地头、道路两边及池塘周边清理杂草杂物。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迅员 田荣 摄

本报讯 怀宁县秀山乡在抓实
思想教育、育优干部人才、夯实基层
基础等方面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全
面提升组织工作水平。

秀山乡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利用公众号，开设专栏，针对全乡
16个党支部677名党员建立学习群，
及时推送学习链接并交流心得。该
乡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建立健全素
质培养、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
励的干部工作体系；完善年轻干部教

育培养、实践锻炼、选拔任用机制。
秀山乡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基础，抓好
2023年“书记项目”，并在工作中开
展跟踪问效，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该乡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
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
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为乡村振兴
筑牢坚强堡垒。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徐菁）

育优干部人才 夯实基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