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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头连着

百姓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今年以来，我
县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放在重要位
置，聚焦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农民工、退
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在稳住
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等
方面出政策、下功夫，保持就业局势的“稳中
有进”“稳中有优”。

“点对点”返岗务工 “面对面”精准求
职

“今年二季度，我县重点群体帮扶就业
共认定 212 人， 重点群体帮扶就业率达
81.48%，全市排名达到 A 档。 ”8 月 31 日，县
就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介绍。

1-8 月， 全县共发放失业保险金 6856
人次 1151.808 万元、 失业补助金 242 人次

4.84 万元，发放灵活社保补贴等各类社保补
贴 664.69 万元、惠及 3433 人……一串串耀
眼的数据背后，是我县不断提升的“民生温
度”。

“我是今年 3 月份通过现场招聘会入职
的，离家近，还能看孩子看老人。 ”正在晨龙
精密计时有限公司上班的陈女士说，她以前
在广东打工，离家太远，每年只能过年才能
回家一次。通过县人社部门给她就业带来了
很大的便利。

今年以来，县就业和人才中心会同各乡
镇（街道）及有关部门，扎实开展各类“送岗
位、送服务、送政策”等就业服务活动。 紧跟
高铁、飞机步伐出行，分批次组织就业群体
乘坐“返岗务工高铁直通车”“返岗务工专
机”赴山东、广州等地，实现“家门口到厂门
口”全程服务无缝对接。“160 余人赶赴各地

上岗就业，有序促进返岗就业。 ”
围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

活动，开展专场招聘会。截至目前，共开展线
上线下招聘会 28 场，线上招聘会 5 场，线下
招聘会 23 场， 为全县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4.5 万个， 带动 4600 余人参与现场招聘活
动，达成就业意向 1125 人。

同时， 持续办好各类创业赛事活动，落
实创业优惠政策。组织开展了创业沙龙等活
动 12 场及巫山县第二届返乡人才创意大赛
决赛，为创业者获取了融资支持、创业指导、
平台助力等多项服务。

“1-8 月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836 万
元，带动就业 490 余人。 ”就业局负责人介
绍，他们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基地作用，目前
全县在孵企业数 46 个，带动 467 人就业。

“一对一”精准帮扶 “多对多”联动机

制
“对我来说，刚刚毕业就业选择比较多，

不太好分辨，通过他们给我介绍，实地查看
就业单位， 让我了解了很多跟不错的岗位。
同时，给我详细解读就业政策，帮了我很大
的忙。 ”大学毕业生王先生说。

县就业和人才中心聚焦退役军人、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 脱贫劳动力等就业困难群
体，拟定《2023 年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方
案》，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就业帮
扶。 用好兜底安置就业政策，科学合理开发
公益性岗位， 目前公益性岗位共安置吸纳
5078 人就业， 其中含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
4780 人。

着力推进就业帮扶车间载体建设，充分
发挥就业帮扶车间的示范效应，鼓励吸纳脱
贫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全县目前共认定
就业帮扶车间 30 家， 目前吸纳就业人数
845 人，其中含脱贫人口（监测对象）385 人。

利用东西部协作及“一区两群”对口协
同契机，不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岗
位渠道、争取政策帮扶，推动巫山籍劳动力
更好就业。 持续落实“两地人社系统 + 劳务
办事处 + 两地人力资源机构”的“2+1+2”工
作机制，正式挂牌成立烟台（龙口）劳务协作
站，并成功与烟台国际劳务公司建立工作联
动机制。 截至今年 8 月底，通过鲁渝劳务协
作实现全县农村劳动力就业 1213 人。

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城乡就业统筹科科
长王茺表示，下一步，将为重点群体开展面
对面就业服务， 宣传落实系列就业政策，围
绕企业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吸纳更多劳动
力就业；围绕产业发展服务，带动促进就业，
并进一步加强该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创
业扶持，定期对重点群体就业情况做好跟踪
回访，及时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联合各单
位、乡镇（街道）储备一批就业岗位解决就业
困难， 全力做好重点群体帮扶就业工作，促
进全县就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就业服务里的“民生温度”

包高铁送务工人员赴广东就业（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9 月 1 日，记者从县机场办获悉，自 6 月

28 日启动脆李航班以来，截至 7 月 22 日，
已执飞脆李航班 21 班， 实现货邮运输吞

吐量 247 吨，脆李出运 243 余吨，与 2022
年相比，脆李运输增幅超 24%。

目前，我县有 23 个乡镇、222 个村种
植巫山脆李，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亩，种植
户达到 5 万余户。 然而每年脆李上市时，
恰逢夏季高温，地面转运的原有物流运输
模式， 对果品的外观和口感产生较大影
响，不利于果品销售和品牌打造。 为全面
助力解决农产品“出行难”痛点，发挥民航
航空优势，巫山机场主动作为、积极推动，
在县政府和重庆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开通“巫山－南京”全货运包机专线，提升
了巫山脆李运输时效，保证了农产品从采
摘到上桌的品质，使其真正成为农民致富
的“金果果”。

为实现“今天下单明天见李”的目标，
县机场办协同相关部门制定了引流政策，
组织各大电商平台汇聚航空货物，确保每
日有足量脆李经巫山机场出运。 同时，合

作单位做好脆李从果园至机场期间的分
拣、 运输工作， 确保在每架航班起飞前
3—5 小时将货物运抵巫山机场。 巫山机
场以重庆机场集团为依托，抽调江北机场
业务骨干、调拨专业设备并成立专班进行
航班地面保障支持。

通过航空运输，脆李标准件（5 斤装）
的物流运输价格降幅达到 23%—28%。 此
外，通过建立“田间地头现场采摘—包装
收货—专车直送巫山机场—快速空运直
达全国”的陆空联运机制，实现 24 小时内
61 个主要城市全覆盖，48 小时内覆盖绝
大部分二三线城市， 全国千余城市实现

“次日达”。
“下一步，巫山机场公司将继续实施

乡村振兴航空助力专项行动，使巫山脆李
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脆李产业链条
得到快速发展完善， 实现果农和产业增
收。 ”巫山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天下单明天见李 巫山脆李航班今年出运脆李 240余吨

巫山脆李通过邮政航班运往全国各地。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郝燕来 文
/ 图） 8 月 30 日， 记者在红椿土家族乡

红椿村看到，村民挥舞着钉耙，干劲十足
地在田里挖采庙党，并对刚挖采的庙党进

行分类。 人们手里不停地忙碌着，脸上绽
放出喜悦的笑容。 很多农户家门口、阳光
充足的地方， 随处可见串好晾晒的庙党，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味。

村民熊昌应家里一直种植庙党，今年
上半年种植了 1 亩 5 分地。 到了收获时
节， 他兴高采烈加入村集体一起挖采庙
党。 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已经加入挖了
3 天了，准备两个月挖完，一个月计划上
20 个班，两个月上 40 个班，能挣 6000 元
左右。 ”看来，庙党将成为老熊一笔不小的
经济来源。

2018 年至 2023 年， 县委统战部安排
784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 12 个项
目，大力支持红椿土家族乡改善基础设施
条件，建成红椿中药材种苗基地，促进红
椿土家族乡特色中药材产业发展。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台办办公室
主任向鑫告诉记者，2020 年，红椿村发展
了以庙党为主要产业的集体经济，共流转
土地 200 余亩。 而今，红椿村党参种植已
经发展到 8000 余亩。

8 月底，已经处于开挖环节，村支两
委组织人员进行了人工开挖。按照今年中

药材的行情， 预计每亩在两万元以上，集
体经济的总产值在 400 万元以上，预计集
体经济收入，100 万元。 下一步，红椿村将
继续依托庙党为主要产业的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我县中药材面积长期稳定在
20 万亩以上，年采收面积 9.3 万亩，年产
量 3 万吨（含野生采集），农业产值 5.5 亿
元。而红椿土家族乡红椿村是庙党种植的
发源地， 庙党种植区域位于海拔约 1600
米以上，全乡种植庙党 1 万余亩。

2013 年，我县被认定为“中国庙党之
乡”荣誉称号，先后获得中国“四大名党”

“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商标”“国家党参种
植农业综合示范区”“重庆市庙党种植基
地”等殊荣，具有很强的品牌竞争力，产业
发展前景广阔。

红椿土家族乡：党参喜获丰收 预计产值 400万元

村民对党参进行分类。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眼下，正值葡
萄成熟的季节，随着立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两坪乡仙桥
村的仙女湖葡萄园的各品种葡萄的甜度也迅速飙升，开
启了一场甜蜜的葡萄盛宴。

9 月 1 日，记者在两坪乡仙桥村的仙女湖葡萄园看
到，葡萄迎来丰收，绿油油的藤叶下挂满了一串串绿如
碧玉、红如玛瑙、晶莹剔透的葡萄，一股浓郁的果香扑鼻
而来。 葡萄架间，果农正拿着剪刀、提着篮子来回穿梭，
心满意足地采摘着枝头的果实。

仙女湖葡萄园老板何创告诉记者，葡萄园大约占地
面积 30 多亩，产量可以达到 6 万斤。今年给葡萄套的无
纺布与口罩相同的材料，可以避免病虫害的侵蚀。 明年
计划做一部分温室大棚，做一部分避雨大棚，让采摘时
间更长，可以达到 70 天左右，更利于销售。

仙女湖葡萄园共种植有阳光玫瑰、巨玫瑰、夏黑、金
手指 4 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 20 元每斤，巨玫瑰、夏黑、
金手指 15 元每斤，可上门采摘也可送货上门。

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加上绿色标准化的种植和管
理技术，让种植出来的的葡萄品质优良、含糖量高、口感
好。 今年果园丰收，预计可实现收入 50 余万元。

不仅如此，自 2017 年建园以来，仙女湖葡萄园积极
优化品种，坚持精耕细作、生态为先，在打造“仙女湖葡
萄园”品牌的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目前，长期在葡萄园务工村民就有 10 余人。随着葡
萄园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产业带动效果将会越来越明
显。

诗中有云：“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在
古代，葡萄是当之无愧的解暑佳品。对于游客来说，到这
里不仅能品尝葡萄、避暑解热，更能一边欣赏“苍藤蔓，
架覆檐前，满缀明珠络索园”的美景，一边与家人一起动
手采摘葡萄，其乐融融。

仙桥村：
今年葡萄收入预计达到 50 万元

果农正在查看葡萄长势。

（上接第一版）党员干部要时时刻刻将“推动发展”四个
字放在心上、见诸行动。

开展主题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广大党员干部是
关键。 激励全市党员干部展现担当作为，需要从思想到
行动，扎扎实实、全方位推进，真正提升能力本领，改进
工作作风。

如何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本领？就是鼓励广大党
员干部，主动将主题教育作为自身强本领、补短板的难
得契机，切实提升政治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工作中锤炼
过硬本领，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闭环落实，将问题清单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
标志性成果。

如何改进干事创业的工作作风？就是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唯实争先，埋头苦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
用好动态晾晒、赛马比拼等方式方法，在各自领域敢闯
敢干、勇于创新，履职尽责、主动作为，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担当，向着新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步步踏实
前行。

如今，重庆第一批主题教育已进入收官阶段，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盘点好的做法，梳理
归纳好的经验，为重庆即将参加第二批主题教育的单位
提供参考、树立榜样，为新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为强劲的动能。 （臧博）

以实干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市民若发现网上假新闻和新闻欺诈行为，
请拨打巫山县委网信办举报电话 57633010。

兹有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黑龙村 5 组 59 号
张荣香，身份证号 500237199509281582,遗失平湖
驾校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050002000104，发票号码
4598689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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