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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孙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农民
工是我国最重要的就业群体之一，做好
农民工就业工作，不仅对稳就业大局、促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更对促进农民增收、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山东省潍坊市被确定为国家
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试点市。潍
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太福这样概括试点以来取得的成绩：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
进，创新打造就业帮扶、企业用工、创业培
育、技能培训、智慧就业‘五大平台’，实现
公共就业服务全链条贯通。特别是聚焦
农民工这一群体，创新打造‘零工客栈’

‘社区微业’等服务平台，让来潍农民工
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让在潍坊居住
的新市民能够多元增收、安居乐业。”

“零工客栈”：把“最完善的
服务”送给农民工

今年58岁的杜春海，是一名瓦工，进
城打零工十多年，回忆起之前在马路边

“蹲活”的经历，感慨颇多：“工厂很少招
聘50岁以上的，只能到马路市场抢活干，
时常三五天没活干。站马路边等活，夏
天热、冬天冷。一有雇主来招人，你必须
快速冲上去，才有希望被选中……”

变化发生于 2021 年 9 月，一处叫做
“零工客栈”的农民工就业服务场所，在
奎文区北苑街道建成使用。这座面积达
1500 平方米的“客栈”，具备了完善的待
工等活、技能提升、公共服务、生活配套、
运营保障等功能，平价超市、便民餐厅、
洗浴间等一应俱全，还为农民工提供免
费淋浴、理发等服务。

“我来到这儿登记后，立马领到了反
光工作马甲和工作证，待工区有遮阳棚，
不怕日晒雨淋，也安全。”杜春海说。

来自济宁市的农民工冯志接过话
茬：“‘零工客栈’不仅吸引企业来这里挑
工，还从网上给咱找活，没活时就组织培
训。现在，俺每月干活的天数由原来的
20 天增加到 25 天以上，月收入能达到
7000元左右。”

奎文区人社局局长吴茵政介绍，围
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奎文区
在辖区街道建立零工服务点 8 个，构成

“一栈八点”服务矩阵，覆盖 68 个社区。
工作人员线下全力“寻岗找活”，与120多
个在建工程项目、42 家物业公司、8 家家
政公司开展“订单供岗”合作，月提供用
工机会 1500 人次以上；线上开发就业服
务信息平台，用工双方线上签约，年服务
零工26万人次。

一处“零工客栈”，就是一处为农民
工提供最完善服务的平台。潍坊市人社
局党组成员、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主任李明介绍：“除了完善的就业服
务，‘零工客栈’还重点围绕培训提升和
权益保障等，为农民工提供多元服务，让
农民工更高质量地就业。”

围绕培训提升，“零工客栈”针对农
民工相对集中的技能需求，搭建“培训直
通车”，举办零工技能大赛，2023 年以来
已组织家政服务、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等
培训近2万人次。

围绕权益保障，潍坊一是成立零工
客栈工会，制定劳务协议文本，指导用工
双方签订，破解口头约定引发的维权难
等问题；二是联合人寿保险在全国率先
开发零工职业伤害保险，通过“政府补一
块、社会捐一块、用工方出一块”，让零工
无需缴费即可享受。

目前，潍坊市已经建成标准化“零工
客栈”22处，在 70个镇街、社区布局服务
点，年服务零工 380 万人次，零工找活成
功率达到 90%以上，人均月收入增加
1000 元以上，劳务纠纷量下降 80%以
上。同时，潍坊市制定全国首个《零工市
场建设与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入选“中
国就业十件大事——地方创新事件”，山
东在此召开了专题现场会。

“社区微业”：把“最幸福的
事”送给新市民

走进潍城区南关街道仓南街社区的
服务大厅，入口右侧第一间房就是社区
创业项目之一的“城南味道”工作室。室
内，3名女职工正在包饺子。

“之前在家照看老人、孩子，多年没
工作了。现在能在家门口就业，孩子上
学了，有点零散的时间，正好能到这里上
班，两不耽误，一月也能挣两三千元。”女
职工刘娜笑言。

仓南街社区地处潍坊城郊结合部，
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相对聚集的社区。

“社区有居民1.3万人，其中35%是外来务
工人员，也就是现在说的‘新市民’。”社
区党委书记张霞说，“对他们来说，能在
家门口有活干，为家里多挣份钱，就是

‘最幸福的事’。”
居民的需求，就是服务的方向。

2022 年以来，仓南街社区在人社部门的
支持下推广“社区微业”就业服务，探索
出“城南味道”面点坊、“针心针意”修补
坊等项目 6 个，带动超 20 人在家门口创
业或就业，人均月收入增加1000元以上。

在刘太福看来，让新市民在家门口
享受到精准、便捷的就业服务，是推广

“社区微业”的初衷所在：“坚定扛牢稳就
业重大政治责任，通过‘社区微业’满足

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需求。目前，
已在全市195个社区开展试点，基本实现
全覆盖，2023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0.26
万人。”

潍坊为全面推广“社区微业”做法，
已重点搭建起“三个平台”：

——“微就业”平台实现帮扶“精准
化”。建立社区用工数据库，线上依托市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不间断发布需求和
岗位；线下依托社区小广场，定期组织供
需见面会，打造“家门口”的就业集市；同
时，精准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兜底解决
大龄失业人员、低收入人员等困难群体
的就业问题。

——“微创业”平台打通创业“快车
道”。盘活利用社区各类存量房屋资源，
创新搭建集社区工厂、社区工坊和社区
工友于一体的“社区三工”创业平台，既
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又组织
相同技能、相近需求的劳动者打造创业
共同体，提供项目推介、创业辅导、政策
咨询等全方位服务。

——“微培训”平台跑出就业“加速
度”。一方面，创新打造“零星学堂”“社
区夜校”“周末课堂”等培训载体，挖掘社
区技艺传承、手工手造等技术能手资源，
为居民传授实用型技能。另一方面，拓
展线上培训，将潍坊职业培训网、“青桔
创课”等线上培训资源引入到社区。

提升就业服务能力，潍坊永远在路
上。“潍坊市设立 1500 万元专项资金，联
合财政、城管等10多个部门，统筹提供工
商注册、摆摊设点、权益保障等就业创业
服务。开展‘一社区一品牌’创业行动，
引导各地结合产业特色、地域特色大胆
探索，已涌现出奎文区‘兴业金都’、临朐
县‘非遗小院’等一批品牌项目。”潍坊市
人社局副局长刘立新说。

农民工体面就业 新市民安居乐业
——山东潍坊市以“零工客栈+社区微业”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日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党员志愿者和河道保洁员在辖区双水河保洁。
近年来，路桥区以党建引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党建+治水”，落实河长
制、湖长制，建立起长效的治水、护水机制，保护水环境、守护水生态，让清清河湖润泽千
万家。 蒋友亲 摄（来源：大国三农）

□□ 张振 王磊

“今天有啥事情大家议、众人评，现场
办公解决好……”在安徽萧县圣泉镇单楼
村的“大众小屋”旁，十余位村民把板凳一
拢，干群围坐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

近日，圣泉镇党委书记邵翠芝利用
“书记接访日”来到村里开展“四下基层”
政策宣讲及现场办公活动，解决村里事、
邻里事、家里事、操心事。

“咱村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镇
里组织人员治理污水、修建道路，带领大
家发展庭院经济，种植黄花菜、菊花，就是
想把咱家乡建设得更美好，让乡亲们的日
子好上加上……”

宣讲以理论讲解、案例分享及互动交
流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邵翠芝讲述了
这些年党的光辉历程和非凡成就，又谈及
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壮大、粮食安全
生产、稳岗就业、乡村文化等民生实事，以

“土方言”阐述“大道理”，让村民听得进、
记得住、有收获。

在互动交流中，大伙儿谈教育、医疗、
住房及饮水安全，说交通变化、文化广场
建设。

“文化书屋里可以再添置个写字台，
让大家有事没事写两笔，有助于乡风文明
建设。”村党总支书记朱存健提出意见。

“可以放个长桌子，一会我来联系好，
明天就能送过来。”村项目工程管理员刘
永超看了房屋空间后，当场给出答复。

“村里搞建设我双手赞成，但建筑垃
圾要妥善处理好。”

“咱村是个大家庭，邻里间要相互谦
让，比如建筑垃圾清理、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等，多些理解和包容，啥事都好办。”

……
经过商讨，村里决定谋划成立村民理

事会、志愿服务队等自治和服务组织，开
展“好婆婆”“好儿媳”等评选活动，弘扬好
乡风、传承好美德，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乡亲们纷纷表示，过上了好日
子，还要为建设家乡作贡献，积极支持乡
村建设项目实施，参与村内公益事业，努
力把村庄建设成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圣泉镇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把开
展好“四下基层”活动作为提升基层党组
织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更有效地推动党
员干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把解民
忧、惠民生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安徽萧县圣泉镇：

“四下基层”解难题办实事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近日，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钓鱼台水库热闹非凡。湖上，
白雪覆盖着冰层；岸边，大秧歌俏皮扭起
来，锣鼓震天敲起来……随着一团彩烟腾
空冲天，“鱼把头”下达号令，冬捕季又一
年度在全省最北、面积最大的这个塞外县
域拉开帷幕，冰下拉网出鱼行动开始。

拖拉机绞盘缓缓转动，百余米大网慢
慢“爬”出冰面。“有鱼啦！有鱼啦！”随着
人群爆出的惊呼声，大大小小的白鲢、花
鲢、鲤鱼不断被拽上冰面，噼啪蹦跳。现
场沸腾了，渔民、游客无不眉开眼笑，不少
人争相托起、拎住其中的大个头鱼货，变
着姿势拍照发朋友圈，不顾零下20多摄氏
度的严寒，只为享受“踏雪寻鱼”之乐。

据了解，本次开启冬捕的围场钓鱼台
水库水域面积达 53.3万平方米，目前冰层
厚达 80厘米，冰冻期长达 70余天，为冬捕
活动持续开展提供了优良条件。

这次冬捕的头鱼重达 36 斤。头鱼是
吉祥、好运的象征，备受关注。在冬捕现
场，精彩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必不可少。
本次冬捕还邀请县内外160余名网红主播
现场直播，并在线上开展鱼货销售活动。

围场满蒙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生态自
然资源丰富多样。与诸多优势紧密结合，
围场县将此次冬捕季分为“木兰冬捕”赏
围场、“民族团结”观围场、“寻找年味”逛
围场、“跟着赛事”游围场、“畅玩冰雪”享
围场 5 个部分。活动期间，游客既能观冬
捕又能看民俗，体验塞外冬捕渔猎乐趣。

近年来，围场县以“赏冰乐雪”系列活
动为主角，发挥当地冰雪资源优势，以冰
雪“搭台”，让经济“唱戏”，传统的渔猎文
化、精彩的文艺演出、各具特色的冰上运
动异彩纷呈，成为提升全县知名度和美誉
度的新亮点、新品牌，推动全县旅游从一
季游向四季游转变，把沉睡的“冷资源”变
成了兴旺的“热产业”。

围场开启冬捕季“踏雪寻鱼”欢乐多

□□ 章亚运 王亨晶

“几处失电报警装置我们已经测试过
了，没有发现异常，请您放心。最近返乡人
群增多，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您所在台区的
负荷情况。”1 月 11 日，国网江苏南通供电
公司客户经理何鹏程、台区经理张羽生来
到江苏康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检测养殖
基地的失电报警装置，保障企业正常用电。

江苏省南通海安市是有名的“禽蛋之
乡”。近年来，当地养鸡业已从单一传统粗
放型养殖向自动化养殖、智能化蛋品深加
工转型，鸡蛋身价成倍增加。鲜蛋、蛋液、
蛋粉等产品销往全国 20 多个城市，并出口
中东、东南亚、欧洲等10多个地区。当地供
电公司结合养殖业新模式，做好精准服务，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全面提升用电客户的
满意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稳定电”：架起高效养殖“保障线”

康瑞生态农业公司是位于城东镇的一
家禽蛋养殖企业，养殖过程中的上料、光
照、捡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化。该养殖基
地主要管理者陈健皓是一名“90后”硕士研
究生，带领团队负责160万羽蛋鸡的现代化
养殖，基地年产蛋量达2.8亿枚。

“我一直想将电气化养殖这种新的理
念带到乡村。”2019 年，陈健皓带领团队来
到海安开启蛋鸡养殖事业。

在建设初期，基地就计划引进层叠式
笼养设备生产线。“这是一种智慧养殖模
式，1个饲养员能管理 10万羽蛋鸡，但能否
成功落地，关键在于电。”陈健皓表示，电是
高密度养殖的生命线，如果断电 1 小时，就
会对蛋鸡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城东供电所了解这一情况后，为避免
其他用户用电故障对基地供电产生影响，
在线路改造中申请将该基地所在线路上负
荷较大的用户进行拆分，以此全面保障基
地供电。该所还通过自主研发的供电可靠
性在线监测系统，对基地用电负荷进行全
天候辅助监控。

在张羽生建议下，基地配备了3台专用
发电机，定制了 2 套失电报警装置，可通过
监测线路通断和温度变化，自主研判是否
发生失电。自 2019 年建成投运以来，基地
未发生过一起外线失电情况。

“致富电”：拓宽生态养殖“品牌路”

“鸡粪臭，鸡粪脏，大风一吹臭满堂。”
养鸡产生异味一直是困扰江苏苏鹏禽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难题。为此，该公司专门引

进电气化鸡粪处理设备。设备将鸡粪集中
处理，通过扇式吹风系统，将鸡粪中的含水
量从 75%降低至 55%-65%，再通过中央输
粪带将粪便输送到板式风干房进行风干，
最终得到含水量20%的干粪，成为当地供不
应求的优质有机肥。

当地供电所员工专程上门对苏鹏禽业做
过一次全面用能分析，建议苏鹏禽业将传统
的柴油叉车等设备进行电能替代，进一步减
少异味的产生，如此一来，不仅减少了空气
污染，每年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约10万元。

电力不仅改变了苏鹏禽业的鸡舍环
境，还助力了蛋鸡产量的提升。在电力的
加持下，11栋鸡舍不断升级，各种高科技手
段叠加：仿太阳光照灯每天为蛋鸡提供 16
小时的日光浴；恒温恒湿设备将蛋鸡生存
环境控制在25摄氏度……“壮硕的鸡、优质
的蛋”成为业内对苏鹏禽业的评价。

依托良好的养殖环境，苏鹏禽业的养
殖基地不仅获得了江苏省无公害禽蛋标准
化示范场、江苏省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等称号，企业打造的科技生态园还获评国
家星火工程项目。

“绿色电”：注入转型发展“催化剂”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传统养

殖户纷纷开始转型，将目光转向利用闲置
屋顶安装光伏电板，以实现夏季隔热、冬季
保温，还可以大幅降低用电成本。

然而，以一个中等规模养殖场为例，用
传统方式安装光伏电板需要约 30 个小时，
安装过程中打桩、切割会产生大量噪音，直
接影响蛋鸡生产，甚至影响蛋鸡寿命。

如何帮助已建成的鸡舍安装光伏电
板？当地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负责人丁剑
组织部门技术骨干多次向光伏厂家取经，同
时对不同材质的屋顶、施工工艺、施工时长、
使用寿命、噪音大小、施工成本进行全方位
评估，摸索出“预制光伏电板”的施工方案。

这套方案可以根据鸡舍屋顶闲置面积
和形状提前建模，由光伏企业生产光伏电
板，在地面完成固定后，通过吊车安装到
位，再通过焊接代替传统的螺栓或铆钉连
接，不仅实现了“静音”施工，而且鸡舍顶部
的施工时长仅2小时。

“这个方案真不错，帮了我们大忙！”看
着丁剑提供的光伏电板安装方案，陈健皓
兴奋地说。

丁剑介绍，根据测算，预制光伏电站建
成投运后，当地一个中等规模的禽蛋养殖
企业每年可降低用电成本超110万元，减少
碳排放2200多吨。

电力赋能养殖业“禽蛋之乡”产业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