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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倩）今年以来，

我市就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州、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

坚持将就业帮扶作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

“清底数、明需求、助就业、强帮扶”为

工作导向，全力以赴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赋能

助力。

调查摸底清底数。为精准掌握

全市建档立卡脱贫劳动力就业、创

业、培训需求，市就业服务局依托基

层就业联络员、入村工作组、驻村工

作队深入各村开展“摸清底数、政策

宣传、调查需求、兑现政策、送岗帮

扶”的入户服务，重点对“雨露计划”

毕业生、有就业意愿未就业脱贫户

及监测户进行全面摸底，做到情况

清、底数明。同时，与各行业部门实

行数据交换共享，建立农牧、人社、

上级就业部门长效沟通机制，动态

更新脱贫劳动力就业数据，实行周

报告制度，确保数据上下准确一

致。通过调查摸底，全市 229 户 748
名脱贫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有就业

意愿且未就业脱贫劳动力 22 人，

2024 年度“雨露计划”高校毕业生

15人。

建册立档明需求。为 22 名有就

业意愿未就业脱贫劳动力建立脱贫劳

动力就业“一户一册”的专属就业档

案，一对一进行就业帮扶。通过电话

沟通回访，动态更新管理个人信息、就

业状况和帮扶计划，实时掌握脱贫劳

动力的就业状态变化。帮扶工作始终

紧跟需求，做到有的放矢，确保了就业

服务的针对性，成功帮助脱贫户家庭

实现稳定就业。22名未就业有就业意

愿脱贫劳动力，现已就业 14 人。为

2024 年“雨露计划”高校毕业生开展

“1131”服务，进行“一对一”就业帮扶

及就业指导，建立服务台账，及时动态

掌握“雨露计划”高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15名“雨露计划”毕业生已就业升

学14人。

培训赋能促就业。精准把脉市

场需求，坚持培训质量和社会效益

并重，紧扣“市场缺什么就培训什

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的原

则，通过培训需求调查，科学合理地

设置培训工种。根据脱贫劳动力实

际情况，应时应需开展了枸杞剪枝

工、青绣、电工、焊工、装载机、挖掘

机、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培训课

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邀请专

业讲师和行业能手进行授课，让脱

贫劳动力真正掌握一技之长。截至

目前，共培训城乡劳动力 3662人次，

其中，培训脱贫劳动力 12人，培训后

就业率 100%。

广开渠道助就业。根据我市产

业特色，统筹开发生态管护员、光伏

公益性岗位、村级公益性岗位、人社

公益性岗位等，多渠道提供“家门

口”就业机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无

法离乡、无业可扶、无稳定家庭收入

的脱贫劳动力就业，共安置 135名脱

贫劳动力就业。全力扶持就业帮扶

车间健康发展，引导帮扶车间优先

安置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

劳动力、监测户就业，全市认定帮扶

车间 9 家，吸纳 33 名脱贫劳动力就

业。

政策兑现强帮扶。认真梳理最

新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切实发挥就

业管家“3+1”服务体系作用，利用

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报纸、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QQ 工作

群等渠道，广泛宣传就业创业政策，

积极落实相关帮扶举措。截至目

前，为 18 名脱贫劳动力兑现跨省就

业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一次性

交通补助 1.8 万元；为 25 名脱贫劳

动力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3.22 万

元；为 1 名脱贫劳动力发放求职创

业补贴 0.1 万元；公益性岗位吸纳脱

贫劳动力 6 人，发放岗位补贴、社保

补贴共 24.3 万元。此外，已将创业

补贴、就业奖励、培训补贴、求职补

贴、其他就业奖补等 5 项就业奖补

资金信息数据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

系统。

强化就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 记者 王秀琴 谭丽

微生物菌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肥力，让农作物焕发生机。近

年来，我市高科技园运用微生物菌

种植技术，促进了植物生长及增产

增效，推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走进高科技园，种植户李占录

正在忙着采摘新培育的西红柿。他

的种植方式与以往不同，采用了微

生物菌来改善土壤、培育蔬菜，遵循

自然农法，拒绝化肥农药，充分利用

微生物菌的独特性质，为蔬菜生长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

食品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两年

我们专攻微生物菌的使用，选育出

了草莓西红柿，口感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今年，我们又选育出了新品

种——枸杞西红柿，现在也到了采

摘季。这个品种不同于其他品种的

西红柿，个头小，颜色多样，淡黄、深

黄、红色，还有绿色的，密密麻麻挂

满枝头，特别好看，而且口感比较香

甜。”李占录高兴地说。

据了解，微生物菌能够让土壤

更加疏松透气，为西红柿根系的生

长提供优良的环境。同时，微生物

菌还能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释放

出丰富的微量元素，满足西红柿生

长的各种营养需求。李占录告诉记

者：“我们采用滴灌和喷洒的方式，

把微生物菌运用到西红柿种植上。

滴灌可以促进养分吸收，喷洒可以

防止有害菌的生长。”

经过精心培育，高科技园的西

红柿呈现出别样的生机，不仅果实

色泽鲜艳、个头饱满，而且口感鲜

美、味道纯正。李占录说：“运用微

生物菌种植技术后，农作物长得比

较健壮，结果率也高了。”

李占录表示，运用微生物菌种

植西红柿的成功，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种

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不仅有助

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能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平

衡。明年打算进一步改进微生物

菌的使用方法，让更多蔬菜适应微

生物菌，更好地防止有害菌的发生

繁殖，实现蔬菜绿色种植。

青海日报讯（记者

董洁）“11 月 1 日，省市场

监管局联合省纪委监委

驻省商务厅纪检监察组、

省教育厅聚焦校园食品

安全重点任务，对全省 8
个市州校园食品安全开

展全覆盖督查。”11 月 5
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督查，以用餐人数较多的

学校及学校食材供应商

为重点检查对象，对食堂

经营者（承包者）是否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及规范

提供餐饮服务，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三防”设施设备是否齐

全，食品处理、就餐区环

境卫生是否干净整洁进

行检查。

据了解，督导组从严

要求食材供应商严格按照

采购协议，做好食材的高

质量供应，确保所提供票

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对

豆制品、肉类等易腐的产

品，督促在出库前再次进

行检查，以降低出现不合格原材料

的概率。同时，要求学校负责人严

格落实陪餐制度，切实做好人员的

管理和培训，督促食堂从业人员严

格按流程操作，防止出现交叉污染，

及时清理库存，防止存放和使用过

期食品。期间，共检查学校 93 所，供

货商 3 家，发现问题 172 个，限期整

改 136 个，其他问题均已移交属地教

育部门督促整改。

高科技园蔬菜种植技术有了新突破

李占录在采摘枸杞西红柿。 记者 王秀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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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彩萍）随着气

温下降，万木枯黄、落叶纷飞，城区绿

化植被逐渐进入休眠期。为避免树

木因缺水而引起的干冻，确保我市城

区绿植顺利过冬，近期，市林草局组

织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单位人员在城

区各绿化带、湿地公园等绿植区域，

及时为乔木、灌木、草坪进行冬灌

工作。

农谚说得好“树木不冬灌，受冻

又 受 旱 ，树 木 灌 冬 水 ，开 春 发 得

美”。冬灌是一些土壤比较容易结

冻地区的一种避免苗木遭受冻害的

防冻方式，适时浇灌封冻水，可提高

苗木的抗寒能力和土壤的导热性，

有效地缩小地间温度速变，防止因

温度剧烈升降造成苗木冻害，消减

越冬害虫，确保树木安全越冬，预防

早春干旱。

据统计，此次冬灌工作分别对

瀚海路、冥王星路、南海路、东海

路、金星路等 20 多条道路及 10 余处

公园、游园、点式绿化的花草苗木及

行道树进行了培土起垄、增施磷钾

肥、透水浇灌等，有效增强植物机体

抗病、抗寒能力，保持冬季植被土壤

湿 度 ，确 保 绿 植 正 常 生 长 、安 全

越冬。

冬 灌 让 绿 植
喝足“冬眠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