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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工程”和六种就业扶贫模式

邢台着力为贫困劳动力拓展就业渠道

全市服务业首次领跑三次产业

清河请企业对营商环境
进 行 微 信 投 票 测 评

本报讯 （记者黄清标 通讯员李
振胜） 2 月 13 日，巨鹿县举办春季人
才劳动力交流洽谈会，201名贫困劳动
力与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2 月 17
日，邢台市“正月正”大型招聘会设
立农村贫困人口招聘区，280余名相关
人员找到了满意岗位；2 月 27 日，山
东省青岛市 40 多家企业将到南和县，
参加邢台市和青岛市扶贫劳务合作专
场洽谈会⋯⋯新春伊始，邢台市人社
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就业扶贫行动，有
效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工程”和六种
就业扶贫模式，已在全市 200 多家企
业征集适合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
就业的岗位 6800 余个。去年，该市帮
助 14766 名 65 周岁以下的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完成年度任务的
121%。

为提高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该
市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工程，借助免费
培训，帮助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至少掌握 1-2 项就业技能和 2-3 项实
用技术，确保“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一是扶贫与扶志相结
合，对存在“等、靠、要”思想的农
村贫困劳动力，开展脱贫意识、择业
观念、务工常识等引导性培训，有效
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二是扶
贫与扶技相结合，按照企业用工要求
和岗位技能标准，对贫困劳动力“因

人施培、因产业施培、因岗施培”，开
展订单式、补贴式培训，确保受训对
象培训合格并就业。三是扶贫与扶智
相结合，组织市内公办技工院校到贫
困县开展专项招生，使每个有意愿的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都能入读，并
按照一定标准资助其学费、住宿费及
教科书费；对正在接受中等、高等职
业教育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新成长劳
动力，给予职业教育补助。

在此基础上，邢台市实施六种就
业扶贫模式，对有就业需求者，为其
推送不少于3个工作岗位；对贫困妇女
和不能离开家的，为其开发零部件加
工等居家就业岗位。

“扶贫基地+扶贫车间”模式，帮助
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鼓励企业将适
合分散加工的生产车间建在乡村闲置校
舍、厂房等处，为无法外出打工的贫困
人口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对吸纳贫困劳
动力就业 10 人以上或贫困劳动力就业
人数超过职工总数30%的企业或个体工
商户，由县级人社部门认定为扶贫基地
或扶贫车间，对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
业 6 个月的企业，每吸纳 1 人给予其

1000 元一次性补贴。河北同创众成服
饰公司在巨鹿县两个贫困村设立加工车
间，带动 41 人就业，其平均月薪超过
3000元。去年，全市1507名贫困劳动
力在154个扶贫基地或扶贫车间就业。

“企业+农户”模式，帮助农村留守
妇女等贫困劳动力居家就业。新河县
积极帮助贫困农民在家加工河北鑫梦
达光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眼镜盒、档案
盒等半成品，每人每年增收近万元。大
麓古纺布艺有限公司以“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带动巨鹿县180余名农村留守
妇女、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残疾妇女就
业，每人月薪1500元以上。

“互联网+特色产业”模式，帮助
贫困劳动力“云端”就业。该市结合
新业态发展状况，积极探索、广泛开
展互联网+羊绒制品、特色农产品、自
行车、宠物饲料、工艺玻璃等网上创
业就业项目，帮助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扶持创业+就业”模式，帮助贫
困劳动力自主创业。该市对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和创业者分别给予一定数
额的贴息贷款，对初次创办的个体工
商户或企业且稳定经营6个月以上的贫

困劳动力给予创业补贴，对在创业孵
化基地外初次创业的贫困劳动力在三
年内给予场地租金补贴。去年，该市
向贫困创业者发放创业贴息贷款 60 万
元、拨付创业补贴 21.5 万元和房租、
物业补贴141.2万元。

“劳务协作+输出”模式，帮助贫
困劳动力外出就业。该市分别与京、
津、鲁等发达地区和本地118家规模企
业 （服务机构） 建立扶贫劳务合作关
系，建成各类家庭服务业示范基地 5
家，及时为输出人员提供就业信息、
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创业指导、权
益维护等“一条龙”服务，去年劳务
输出转移就业913人。按照邢台市政府
与青岛市政府去年秋季签订的相关合
作协议，从今年起，青岛市政府要为
前去务工的每个邢台市贫困劳动力，
每年报销 2 次往返交通费；每月给予
800元就业补贴；视实际情况，每月补
贴 500 元房租，每年给予不超过 3000
元的技能培训补贴。

“‘三无’人员+扶贫专岗”模
式，兜底安置贫困人员。邢台市因地、
因户制宜，灵活开发保洁员、治安员、
护林员等公益性扶贫岗位，安置无法离
乡、无业可就、无力脱贫的大龄和残疾
贫困劳动力。去年，这个市安置就业困
难贫困人员 3526 人，每人每月专岗补
贴不低于300元。

在全市 200 多家企业征集适合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的岗位 6800 余个，去年帮助 14766 名 65 周岁以下的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本报讯 （记者邢云 通讯员杨永
丽） 今年春节，邢台市金华舒怡苑小
区业委会副主任贾文元最爱向亲友说
的一件事，就是经过“上会”协商，8
栋楼 276 户居民统一了意见，通过集
中联片改造，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停车难等愁事也解决啦！

贾文元口中的“上会”，是去年 9
月初，邢台市桥西区针对近年来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难、居委会管理难等问
题创新推出的“管家议事会”。他们以
社区党建为引领，实行多元主体共
治，从“管大家”向“大家管”转
变，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取得好效果。

“‘管家议事会’不止是个会，
而是社区多元共治的平台。为了有效
解决社区治理难点，我们在实际工作
中摸索出了这项工作机制。”桥西区副
区长王育红说，只有充分发挥各方优
势，才能激发全社会活力。他们推出
的“管家议事会”就是以共同管理为
基础，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积极性，从“背对背”转到“面对
面”，形成有效互动。

“管家议事会”是在该区搭建“一网
三会”的基础上，按照主体多元、各方平
等的原则组建的“1+6+N”议事机构。

“1”即“管家议事会”理事长，一般由社
区党组织书记担任；“6”为六类固定成
员，由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物业公
司代表、业委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律
师组成；N是利益相关方，根据协商事项
动态调整，人数不限。

“管家议事会”以社区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具体工作，着力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服务功能，居民的需求在哪里，
党组织的服务就紧跟到哪里。2018
年，团结小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
社区党委召开多场改造方案征求建议
会，让居民自己决定改造什么、如何
改造。改造过程中，社区党委推动小
区成立业委会，业委会第一时间着手
解决了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居民闫
善修开心地说，党组织就在咱身边，
贴心又暖心。

日前，笔者在鸿溪社区党员教育
室门前看到，一项项由“管家议事
会”协商出的结果贴在公示栏上。“这

些事项不仅张贴在公示栏上，还要落
实到行动上。”社区主任孙会芹说，这
些事项会通过微信群等形式向各利益
相关方通报进展，确保件件有回音。

现在，这种社区管理模式已全部覆
盖桥西区的 89 个社区，并在不断完善
中。其中，针对全区 295 个老旧小区的
改造工作，按照“先易后难、多种模式、
逐步推进”的思路，正在有序推进。

王育红说，接下来全区将实行奖
励积分制等措施，使社区治理成效进
一步提升，让社区共建共享的交响曲
更加和谐。

针对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难、居委会管理难等问题

桥西区推出社区党建“管家议事会”

□通讯员 曹胜锋 潘志方

在隆尧县，说起身边好人，大人
小孩都能为你念叨出几个来。近年
来，该县先后有王桂文、董荣端、李
兰珂等 7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曹
献坤等 7 人荣获提名，焦海申、潘荣
汉 等 11 人 入 选 “ 燕 赵 好 人 ” 榜 ，
53人荣获“邢台好人”称号。好人典
型层出不穷，与该县持续开展的“道
德典型引领工程”息息相关。

从 2009 年开始，隆尧县以“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和“十
大孝星”“感动隆尧十大新闻人物”

“最美隆尧人”“十佳美德少年”等评
选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先进典型的
挖掘、培育、推荐、评选活动，发动
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先进典型评选推
荐，建立“收集、筛选、核实、整
理、上报”工作流程，形成道德模范
的评选机制，确保先进典型事迹的真
实性、典型性和广泛性，推进典型培
育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为把道德典型引领活动引向深
入，隆尧县高密度组织搭建评选活动
的载体，从原来每年组织一次大型评
选活动增加为每年组织10次以上评选
活动，仅去年以来，该县举办全县评
选活动 15 场次，基层推荐参评群众
300 人次，涵盖助人为乐、孝老爱
亲、敬业奉献、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等方方面面。从基层推荐到评审，全
县参与群众达5万人次。

对评选出来的各类典型，该县充
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载
体广为宣传。几年来，该县共组织先
进典型巡回宣讲活动 31 场次，近 6 万
人次接受教育、受到启迪。

“把‘道德典型引领工程’作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来推进，引导干部群众在互动参与的
实践体验中升华道德情感，从而引领
道德风尚。”隆尧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潘栋军说，“道德典型引领工程”
还推动了该县志愿服务活动由点到
面，蔚然成风。

在尹村镇西侯村活跃着一支志
愿者队伍，叫做“西侯村爱心志愿
者协会”。会员们经常走村入户，为
困难群众提供志愿服务，目前已组
织志愿活动 50 余次，帮助对象近百
人，捐助款达 20 多万元。在西侯村
的带动下，尹村镇成立了镇志愿者
协会，下设 25 个分会，在册志愿者
5000 余人，开展活动 500 余次，累
计捐款近 50 万元。同时，东良镇、
隆尧镇等全县 12 个乡镇相继行动起
来，组建自己的志 愿 者 服 务 团 队 ，
其中东良镇“乡贤+”模式成为培
育 乡 风 文 明 、 构 建 社 会 和 谐 的 新
亮点。

隆尧县传统文化志愿者协会拥有
成员 300 余人，有工人、农民、干
部、个体经商户等，最大的年过七
旬，最小的十几岁。他们以“倡导孝
亲敬老，传播传统文化”为宗旨，围
绕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文化，
开展各项公益活动，成为隆尧县精神
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好人典型层出不穷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隆尧持续开展“道德典型引领工程”

本报讯（记者邢云）2月21日，邢台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市统计部门发布
2018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数据。据介绍，
2018年，邢台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质量效益不断提升，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特别是从三次产业结
构看，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首次成为三次产业中占比最高的产业。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服务业拉动有力。
2018 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2150.7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完成 265.42 亿元，增长 4.6%；第二产业增
加值完成 876.76 亿元，增长 5.0%；第三产业
增加值完成1008.58亿元，增长9.9%。

值得一提的是，“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实
现增速第一、增加值占比第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第一。”邢台市统计局负责人说。其中，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46.9%；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59.7%，高于第一产业 50.9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8.2个百分点。

同时，2018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完成总
产值461.2亿元，比上年增长4.9%。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2%；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34.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6.1%。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148.1 亿元，
比上年增长9.4%。

2018 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 63764 万美
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62451 万美元，增长 7.6%。全部财政收入完
成 27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公共财政
预 算 支 出 完 成 493.3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7.6%。民生支出平稳增长。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
4.3%；教育支出增长 9.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长
20.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5.1%。

此外，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52 元，同比增长
11.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40 元，增
长9.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87元，增长11.7%。

2018 年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完 成
1008.58亿元，增长9.9%，实现增
速第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闫秀真）春
节期间，清河县公安局服务窗
口照样忙碌，前来办理业务的
群众络绎不绝，仅农历大年初
二至初四，便办理居民身份证
30 余张，补办户口本 5 本，接待
群众咨询 30 余人次。同时，20
余位户政科民警深入全县 70
多个村庄和企业，将 561 张身
份证送到群众手中，受到群众
称赞。

“为给返乡、出行、出游人
员及企业及时提供便捷服务，
春节前我们利用各种方式宣传
服务公告，提前公布各窗口加
班时间及预约电话，努力做到
服务窗口春节‘不打烊’，服务

‘不减温’。”清河县公安局副局
长蔡普琴说。

据了解，春节期间，在清河
县像公安局这样服务“不打烊”
的职能部门有 6 家，服务企业
30余家。这是清河县转作风优
环境带来的新变化。

为进一步促进清河营商环
境的深度优化和提升，清河县
开展企业评部门、项目评股室

活动，采用微信扫码网上无记
名投票方式，对被评单位分 5
个等级进行投票。参加测评的
人员凭随机发放的输入码登入
系统便可投票，后台不显示投
票人手机号码，每个手机只能
成功投票一次，保证了投票便
捷公正。通过广大企业参与测
评，近日，共收到有效测评票
373张。

该活动的实施促使清河县
各职能部门进一步深化服务举
措，为企业和项目提供更优质服
务。全县32名县级领导、16家职
能部门深入到 100 余家企业走
访调研，主动靠前服务，随时解
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如经
济开发区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
为一家车企跑办各种手续，县分
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第一时间为
一家企业解决生产旺季招工难
问题等。各职能部门通过进一步
深化服务，受评“较好”“好评”档
次占到 80%以上，一些得票“一
般”和“差评”的部门和科室则痛
下决心，积极采取措施改进服务
和作风。

本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
员王培）“及时清理草苫上的积
雪，防止雨雪打湿草苫，压坏棚
室；减少浇水次数，降低棚内湿
度；适当增加草苫覆盖厚度，注
意保温增温⋯⋯”前不久的一
个早晨，裴建伟接到了农技员
杨省格打来的电话。

裴建伟是任县大屯乡东许
花村的蔬菜种植大户，他带领村
民成立了任县建伟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目前发展蔬菜大棚
100 多个，“有杨老师‘一对一’
的指导，我们种菜心里有底。”

清理棚上积雪、指导增温防
病，在任县的大棚地里，随处可
见技术人员和农民交流、忙碌的
场面。据任县农技推广服务中
心主任李庆彬介绍，去年 9 月
份，该县制定了农技推广实施
方案，成立了技术专家组，遴选
出 65 名农业技术指导员，与选
定的 65 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

（种植大户）签订了帮扶和服务
协议，实行一对一帮扶。截至
目前，该县农技指导员下乡指
导科技示范主体达 1300 人次，
解决农业技术难题450个。

任县：农技指导员
一对一帮扶种植大户

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邢台市各地精心组织民间艺人赴
乡村演出，为当地百姓奉上了一道道民间文化艺术大餐。这是日
前民间艺人在广宗县民间艺术节上表演跑竹马。

通讯员 王垒 刘泓麟摄

近年来，邢台经济开发
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新
制造“三新”产业，为区域经
济发展带来新动能。图为近
日河北富晶特玻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的工人在防火玻璃
生产线巡检。该公司位于邢
台经济开发区，是以研制、加
工和销售特种玻璃为主的科
技型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
环 境 工 程 、精 密 工 程 等 领
域。 记者 赵永辉摄

本报讯（记者邢云）创新房产档案智
能化服务载体、深化“立等可取”，拓展房
屋抵押网签和智慧房管 APP 服务，记者
日前从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
获悉，经省考评组认定，该管理中心档案
工作目标管理达到省 AAAAAA 级标
准，这是全省住建系统首家获此殊荣的
单位。

近年来，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
理中心在全面完成房产档案数字化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信息化、智能化工作力
度，联合软件公司研发互联网云服务模
式，在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推出智慧房
管APP，去年6月份正式上线运行，实现
了房屋交易业务和产权档案管理业务网
上办、掌上办，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据统计，去年，邢台智慧房管 APP
软件下载量 2 万多，总用户已达 8807
户，下载注册人脸识别用户 7872 户，利
用智慧房管 APP 查询房产信息 6998
次，办理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 1389 宗、
商品房备案确认3896宗、预购商品房抵
押网签 227 宗、存量房转让备案 402宗，
预约业务 22 宗。房屋交易产权管理 29
项业务线上覆盖率 96.5%，立等可取办
结率 100%，网上自主申请“零跑腿”办
理率达80%以上。

房屋交易产权管理29项
业务线上覆盖率达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