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行动”吹来就业春风

□本报记者张莹

2月11日，立春已过，豫西南南召县

城郊乡竹园沟村天气湿冷。早上10点，

驻村第一书记方治强走出村委会大院，

前往村西的电商基地，当天，淅川县老城

镇家子坪村党支部要来村里学习电商。

“方书记新年好！”竹园沟村下庄组

的李老四放下手中的农活，大老远和方

治强打招呼。“新年好！今年又种了啥蔬

菜？”方治强关切地问。从村委会到电商

基地，步行几分钟的路程，方治强不时地

和老乡打招呼。

方治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2020年3月，省教育厅派驻方治强来竹

园沟村任第一书记，42岁的他早已走遍

了全村299户人家：他经常去脱困户王

兴梅家帮助销售土蜂蜜；他协调捐赠的

艾条机让脱困户毛钦广创业免费使用；

崔明栋家的儿子厌学，他买生日蛋糕和

礼物给孩子过生日，多次去家里劝说孩

子归校……

“在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示范培训

班上，听了方书记介绍发展电商的经验，

我们专程前来学习。”在电商基地，来访

的家子坪村的王立伟告诉记者。

竹园沟村属于城乡接合部，大部分

为丘陵区，盛产红桃、黄金梨、土蜂蜜

等。“2018年，驻村工作队在省教育厅的

支持下建设了电商基地。”方治强介绍

道，电商基地是为了开辟农产品新的销

售渠道，特别是村里种植了1000多亩桃

树，六七月份桃子大量上市容易出现“卖

难”，而且，城郊乡的优质农产品非常多，

有梨、香菇、核桃、小磨香油等，在优先销

售本村农产品的前提下，全乡的优质农

产品都能线上卖。

在电商基地里，香菇、玉米糁儿、小磨

香油等几十种土特产整齐地摆放在展示

大厅，电商基地有农产品分拣车间、保鲜冷

库等，二楼还有培训基地。“培训面向全县，

是免费的，能扩大影响力使平台涨粉，还能

从中优选学员参与直播卖货。”方治强说。

2020年5月，竹园沟村又牵头组建

了城郊乡电商产业联合党支部助力电

商，共吸纳有共同发展电商意愿的党员

44人，涉及南召县城郊乡东庄、北沟、董

店等6个村，从电商产业源头到终端整

个产业链条服务，实现资源共享、难题共

解，抱团发展。

“2020年6月，竹园沟红桃合作社近5

万斤红桃出现滞销，在电商产业联合党支

部的组织推动下，红桃一下销售了4.6万

斤。”在电商基地工作的24岁主播魏心志

说，“2021年进行淘宝村播，30多万网友

同时在线观看，农特产品很快销售一空。”

竹园沟村电商火了，土特产插上了

数字的翅膀飞出了小山村。2021年，电

商基地销售水蜜桃26万斤、玉米面4000

斤、干香菇1300斤、土蜂蜜1000斤等，销

售额轻松突破100万元，解决了农产品

“卖难”问题，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能不能把千红杨种在电商基地？”

从新郑市赶来的联合党支部成员、河南

省彩源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智勇，决定向村里捐献百棵千红杨树苗，

商量着想种在电商基地，“因为这来的人

多，大家都能观赏！”

“明天，从培训学员里新招的三个大

学生要来直播卖货，开始新年第一播，今

年，电商销售一定会更火，大伙儿的日子

也会越过越红火！”方治强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李萌萌通讯员李鲲鹏

奋楫争先，攻坚克难。在鹤壁乡村振

兴快速发展的背后，有一支金融劲旅功不

可没——鹤壁市农村信用社，距离农民最

近、支农情怀最深，扎根“三农”。近年来，

鹤壁市农村信用社紧紧围绕乡村经济发

展大局，以党建为统领，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坚守“支农支小支微”的核心定位和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服务功能不

断增强，发展实力持续壮大。

截至1月24日，鹤壁市农村信用社存

款余额321亿元，在全省率先完成“开门

红”营销活动存款目标，为持续服务鹤壁

“支农支小支微”、金融精准扶贫等方面提

供强大支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农村金融

主力军的使命重担。

在金融助力脱贫攻坚期间，累计投放

各类扶贫贷款8亿元，扶贫小额贷款投放

额在全市各金融机构排名第一，金融扶贫

户贷率位居全省前列，被鹤壁市委、市政

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持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主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截

至2021年年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86

亿元，涉农贷款占比达到91%。

鹤壁市农村信用社积极承担全市粮食

直补、社保卡养老金等代发工作，充分发挥

了连接政府、连接地方、连接群众的金融纽

带作用。截至目前，累计发行社保卡143

万张，占全市金融机构的92%，发行量占比

在全省农信系统排名第一。不断提高辖内

人民群众的金融可得性、获得感。

在2021年7月份辖内遭遇强降水汛

情后，鹤壁市农村信用社及时推出“农商·
防汛帮扶贷”等专项信贷品种，向受灾影

响的239家企业和1487户群众发放贷款

11亿元。面对疫情常态化，先后推出了纾

困贷、承接贷等信贷品种，累计发放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贷款2837笔，金额94亿元，

2021年累计为企业减费让利2293万元。

“三农”初心不变，服务地方金融有担

当。鹤壁市农村信用社将以此为新起点，

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加快体制机制改

革，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鹤壁市农村信用社 支农支小 服务乡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
雨）“我今天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会场

看看，没想到晟仕博新材料公司岗位要

求和我的大学专业一致，我当即报了

名，明天就可以签协议。”2月15日，在

郏县财源广场举行的“春风送温暖 就

业送真情”春风行动启动仪式现场，白

庙乡大郭庄村的肖召飞开心地说。

为帮助因疫情滞留的返乡人员、

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等以及有用工需求

的单位提供就业服务，郏县县委、县

政府利用元宵节特别举行了此次活

动，力争为用工企业和广大求职者搭

建双向交流平台，以实际行动拓宽农

民工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招聘现场，246家用人单位共提供

岗位11000余个，涉及机械制造、医药、

物流、建筑、餐饮等多行业多工种。据

不完全统计，此次共参会13000余人

次，达成就业意向7100余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
安范广统）“我邻居在县城东边的一个

工厂务工，听说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

今年我不想出远门务工了，专门过来看

看县里的招工信息，准备报个名。”2月

10日，鲁山县观音寺乡观音寺村村民侯

够在乡政府附近浏览“春风行动送温暖、

5000岗位任您选”大型喷绘版面。

鲁山县人社局局长杨冬玖介绍，

像这样的宣传版面鲁山县每个乡镇都

有。春节过后，鲁山县以“春风行动”

为抓手，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收集县内企事业单位用工信息，制作

“春风行动送温暖、5000岗位任您选”

大型喷绘版面，张贴在每个乡镇的显

眼位置，为县内外中小企业提供人力

资源支持。

截至目前，鲁山县已举办线上综合

招聘会2场、专场招聘会1场，累计推送

招聘岗位17500余个，52552人在今年

的“春风行动”中顺利实现复工。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

员余江）“我之前一直都在外面打工，没

想到息县也有这么多大企业，最重要的

是待遇还那么好，而且又能照顾家里

人，真是一举两得！”2月13日，在息县

产业集聚区一家企业的招工登记处，息

县曹黄林镇娄寨行政村村民李欣怡感

慨道。

连日来，为切实服务企业招工，帮

助群众就业，息县高位推动“春风送温

暖，就业送真情”暨春节期间集中送工

十日攻坚活动，把此次就业援助活动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重要抓手，明确产业招工十项优

惠政策。

“县里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既解

了企业的难，又暖了工人的心，真正实

现了‘招工、送工、稳工’，也为我们企业

用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地一

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县抢抓“双节”外出人员返乡有

利契机，借助政府部门网站载体，充分

营造“就业一人，幸福一家”的浓厚氛

围。同时，实行“党建招工、亲情招工、

以工招工、以工带工”的招工方式，搭建

起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连心桥”。

“‘企有所呼、民有所愿、我有所

应’，县委、县政府致力于当好企业的

服务员、群众的勤务员、政策的宣传

员，真正做到‘稳就业’和‘优服务’两

不误，持续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该县副县长刘创

说。

截至目前，全县组织送工初审

1104 人，办理入职 558 人，在职 454

人。其中通过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农民

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登记失

业人员300余人实现就业。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申鸿
皓）“不用东奔西走，家门口照样就业挣

钱。”2月14日一大早，社旗县潘河街

道胡春强骑着电动车赶到县开发区汽

配产业园，开始了虎年春节后第一天

的工作。“工资不低，离家也近，生产生

活两不误，真好！”就在2月9日，胡春

强参加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

织的线上直播招聘活动，并与汽配产

业园的南阳同道弹簧有限公司达成了

就业意向。

春节前后，社旗县人社部门坚持疫

情防控与服务保障“两手抓”，以“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成果检验“观念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的成果，多措并举全力

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工作，不断拓宽群

众就业渠道，夯实持续增收基础。

该县用好返乡人员信息台账，利用

流动宣传车、派发宣传单等方式，线上

线下宣传返岗复工及免费健康体检相

关政策，做好信息服务对接；同时，协调

县内外企业150余家，通过线上招聘等

形式向群众推介就业岗位3000余个。

及时收集反馈发布省内外企业开工（复

工）、疫情防控最新要求，精准对接复工

信息80余条；加强省外劳务协作，与当

地政府“点对点”做好接车服务，确保务

工群众能安全下车门，直接进厂门，打

通了返岗复工的“最后一公里”。

真情实举稳就业，春风送岗暖人

心。信息台账统计结果显示，该县春节

期间返乡 34726 人，其中省内返乡

11065人，省外23661人。截至2月14

日，已实现返岗就业24072人，其中省

内7386人，省外16686人；就近就地就

业1020人。

本报讯（记者黄华）2月16日，驻马

店市驿城区残联的培训中心内，数十名

残疾人在培训老师的指导下正在认真学

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编织技术。当

天，由驻马店市人社局、市残联联合举办

的2022年残疾人就业援助月暨残疾人

就业宣传年活动正式启动。

近年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残疾人就业工作，通过集中安置、按比

例安排、扶持集体就业和个体从业等方

式，积极支持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残疾人就业率持续提升。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探索创新

的残疾儿童融合教育模式、基层党组织

助残扶贫模式、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

中托养模式在全国推广。其中重度残

疾人集中托养模式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奖组织创新奖”，被国务院扶贫办推荐

为“全球减贫案例”，该联合会还荣获第

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驻马店市残疾人“美丽工坊”建设示

范单位恒美工艺编织有限公司负责人余

水云表示，通过巡回培训的方式拟对九

县两区300余名残疾人妇女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编织技能培训，帮助有就

业能力和愿望的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

实现就业增收、共同富裕。

“为更好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我

们将主动和人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等部门协调沟通，为残疾人就业连线搭

桥，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切实增

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市残联理事长张

银良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宁津瑜）“今天请大家吃饭过元宵节，黑

芝麻的、花生酥的都有，吃完再盛……”2

月15日，民权县白云寺镇政府为企业务

工人员烹饪了开年第一餐，以“霸王餐”

的形式助力企业复工招人。

鑫利鞋业是白云寺镇务工人员最多

的一家企业，目前已经有一半员工复工。

2月15日上午，工人们同时收到了一张“霸

王餐券”。“没想到还有这种待遇，中午一起

去食堂吃饭过个节。”收到餐券的工人们，

开心地约起饭来。

“今天是我第一天来这边上班，没想

到一来就吃到了免费午餐，真是太开心

了！”外来务工人员曹志鑫打包好盒饭笑

着说，他要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工友

们去，让更多人品味到这份早春的“暖心

餐”。

“为企业务工人员准备‘安心第一

餐’，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吃得开

心、暖心，工作顺心、安心。”白云寺镇党

委书记梁付营说，这次活动除了要让他

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也希望

能起到帮助企业复工招人的目的。

2月15日晚上，滑

县农商银行通过助力

乡村振兴直播间将中

国传统文化、金融知识

与直播抽奖巧妙融合，

营销宣传安馨贷、生肖

卡等特色产品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直播效果，

直播持续近2个小时，

吸引2511人次观看，

转化客户 100 余人。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

员史如月摄

民权县白云寺镇

为企业员工送上“暖心餐”

息县 牵线当“红娘”服务招工忙

社旗县 返岗复工路 暖心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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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沟村电商火起来

实事惠民生聚力谋出彩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全省5G基站累计达到9.71万个

驻马店市

技能培训助力残疾人就业

郏县举办线下招聘会
71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鲁山县开展“春风行动”
52552人顺利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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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一名求职者

正在现场填写招工信息表。

当天，正值元宵节，确山县举

办 2022 年“春风行动”暨

“春风送温暖 就业送真情”

专题招聘会，200多名求职

者现场与30多家企业达成

了就业意向。本报记者 黄
华通讯员张红张琳摄

本报讯（记者王旭）2月16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实事惠民生 聚

力谋出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省通

信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孙力

介绍了2021年我省扩大5G网络覆

盖面重点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

2021 年，我省新开通 5G 基站

5.17万个，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全省5G基站累计达到9.71万个，实

现了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5G

网络规模位居全国第5位。全省5G

终端用户快速发展，用户总数达到

3184万户，居全国第3位。

目前，全省信息通信业正在推进

的5G重点行业应用共402个，主要涉

及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

网等13大类应用领域。2021年计划

投资8.1亿元，完成投资8.17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100.2%。

下一阶段，全省信息通信业将围

绕建设“网络强省”“数字河南”，锚定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今年全

省计划新建5G基站4万个，加快构建

以5G、千兆光网等通信网络为基础、

以超大型数据中心等数据和算力设

施为核心、以工业互联网等融合基础

设施为突破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

系，进一步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

“大动脉”，打造全国重要的信息通信

枢纽和信息集散中心，夯实数字经济

新底座，培优做强数字经济，全面提

升数智赋能，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各领

域数字化转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

供新平台、新支撑。

本报讯（记者王旭）2月16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实事惠民生 聚

力谋出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省大

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继军介绍了

2021年我省推进提升移动政务服务

能力民生实事的落实情况。

“豫事办”作为提升河南移动政

务服务能力的重要平台，在服务群

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

年年底，“豫事办”实名注册用户数

达6059万，累计上线3788个事项，

各地“豫事办”分厅上线事项均在60

个以上，共计上线 2727项事项，超

额完成任务。累计为 6059 万用户

提供了超32亿次服务，节约群众出

行里程 3亿公里、办事时间 5亿小

时。

据了解，“豫事办”是我省为老百

姓提供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的移动

端官方总入口，于2019年11月21日

正式上线发布，所提供的服务覆盖人

社、公安、教育、税务、卫健、住建、民政

等厅局单位，具备查询、办理、预约、缴

费四大功能，为河南老百姓提供“生

老疾病、衣食住行、安居乐业”的全生

命周期的政务服务。

“豫事办”已被列入2022年省重

点民生实事。下一步，省大数据局将

加快“豫事办”分厅建设步伐，推动“豫

事办”建设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从“省级单点发力”向“全省

一盘棋”转型，持续优化系统性能，提

升用户使用体验，真正做到让群众感

到“能用”“好用”“爱用”。

“豫事办”累计上线3788个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