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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伯平 通讯员 刘逸
飞 翟雪）社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单元，正成为就业创业的“蓄水池”。近年
来，阳谷县妇联聚焦社区就业新增长点，
通过优服务、拓岗位，全力搭建就业服务
新格局，让广大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创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巾帼力量。

4 月 22 日，阳谷县阎楼镇石虎村“石
虎·莉娜共富工坊”内一片繁忙景象。42
岁的创始人冯莉娜坐着轮椅穿梭于学员
之间，耐心指导大家制作耳暖、菩提坐垫
等手工艺品。在她的带领下，学员们手法
日益娴熟，一件件精美成品不断产出。该
工坊不仅覆盖阎楼镇52个村庄，还辐射阿
城镇、安乐镇、七级镇等周边乡镇，带动就
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作为一名残疾人
创业者，冯莉娜抓住阳谷县2024年搭建就
业服务新格局的契机，将“巾帼共富工坊”
打造成“社区微业”就业服务站。“我希望
和我一样不便外出的残疾人、村民，都能
在家门口有份稳定工作，找回生活尊严。”
冯莉娜说。

阳谷金福林木业有限公司创新设置

的“妈妈岗”则成为了宝妈们的暖心选
择。公司负责人、县人大代表王红丽针对
周边妇女兼顾家庭与工作的需求，推出弹
性工作制度——妈妈们可根据家庭实际
灵活安排工时，既不耽误接送孩子，又能
实现经济独立。该公司员工张红感慨道：

“在这里工作三四年了，时间灵活贴心，王
经理也特别照顾我们。”据王红丽介绍，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是不少宝妈面临的
现实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自成立以
来，阳谷金福林木业有限公司就把“妈妈
岗”作为一个专门工序岗位来设置，其人
性化安排备受宝妈们认可。

“微服务”切实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
公里”，就业让幸福变得具体而真切。从
残疾人创业者到宝妈群体，阳谷县正以多
元化就业模式，让妇女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与自我价值，勾勒出一幅“巾
帼共富”的生动图景。而这幅共富图景的
背后，是妇联组织对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独
特作用的深度挖掘。“通过‘社区微业’等
务实举措，阳谷县各镇（街道）妇联正以实
际行动彰显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

献。未来，阳谷县将持续发挥妇联桥梁纽
带作用，为基层女性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进步。”阳谷县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李秋云说。

灵活上班、弹性工作，阳谷县——

“社区微业”敲开群众幸福门

社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神经末
梢，蕴含着巨大的就业潜力。阳谷县大
力推进“社区微业”，为破解就业难题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生动诠释了以小
切口推动大民生改善的发展思路。

在阳谷县，无论是“石虎·莉娜共富
工坊”，还是阳谷金福林木业有限公司
设立的“妈妈岗”，都充分考量妇女照顾
家庭与孩子的实际困难，让她们兼顾家
庭与事业，这一系列举措都将关怀聚焦
于那些在传统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的
群体。这些群体受身体条件、家庭责任
等因素限制，难以参与常规的外出就
业，而“社区微业”为他们搭建起一座通

向工作与价值实现的桥梁，体现出就业
政策的温度与精准度。

“社区微业”行动的成功开展，离
不开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与支持。阳
谷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力搭建就
业服务新格局，为“社区微业”发展提
供了政策土壤与制度保障。从完善就
业服务体系，到建设“社区微业”就业
服务站，开展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全
方位为“社区微业”的茁壮成长保驾护
航。这启示各地政府，在推动就业工作
中，要立足本地实际，主动作为，构建完
善的就业服务生态，为各类群体创造公
平、优质的就业创业环境。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

本报讯 （记者 娄小皓 通讯员 田营营） 检验各类特种设备
11000余台、管道5.315万米……4月22日，记者从市特检院获悉，该院
不断提升检验检测技术和水平，确保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截至目
前，该院发现并帮助消除安全隐患1200余项，避免直接经济损失155
万余元。

4月以来，危化品运输车辆检验迎来高峰期，面对罐车数量多，时
间紧的情况，市特检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周末弹性上班制度，不
断优化检验流程，提高检验效率，缩短企业等待时间，减少对运输效率
的影响。对检测发现的问题，检验人员耐心同使用单位沟通，详细询
问装载介质的浓度、温度以及压力变化等情况，帮助分析产生问题的
原因，积极协助维修整改。

“我们将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推进科研创新突破与
成果应用转化，切实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特检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张兴伟说。

市特检院

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张丽媛） 4月21日，记者从高唐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该局组织燃气专业人员对13家持有《燃气经
营许可证》的燃气经营企业开展年检，全面排查燃气领域安全风险。

在排查过程中，该局聚焦企业新建、改扩建燃气设施工程等领
域，重点检查燃气经营场所的安全生产条件，经营场所的各类设备、
设施运行管理、检测检修及维护保养情况等。在燃气供应站点，年检
人员详细查看储气罐、输送管道、监控设备等设施，仔细核对设备维
护保养记录，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检，
规范操作流程，确保气源供应安全稳定。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电气线路未做好隔离密封、储罐液相管道安
全阀安装方向不符合安全要求等问题，年检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
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并安排专人跟踪复查，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排查燃气领域安全风险

■ 本 报 记 者 朱海波
本报通讯员 陈清辉

“洪利，你还不回家？”
“你们先睡吧，不用等我。”
4月17日晚10时许，国能聊城发电公司

热控专工陈洪利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4号机组正在检修，机组控制系统进

行改造，陈洪利在工程师站编辑数据库，

不知不觉就到了这个点。
“别太累了，工作再忙也得休息呀！”

妻子关切地叮咛。
“好的，知道了。”陈洪利沉浸在工作

里，妻子的电话也没有让他停下来。
4月15日，4号机组开始检修，陈洪利

一头扎进机组检修中，定“三措”、核工程
量、查网络图，忙得不可开交，加班加点成
了常态。常常看到陈洪利一身灰尘满面

疲惫地回到办公室，有时忘了吃午饭；常
常看到他下班后依然忘我地工作，有时赶
不上下班车。检修工作开始以来，他总是
很晚才回家。

机组控制系统改造是这次检修“重头
戏”。陈洪利负责数据库编辑、控制逻辑
组态等技术资料，还要把控施工进度。

“小李，这是凝泵控制柜，咱们把原接
线查清楚，做好标记，列出清单。”

“好的，陈师傅。”大学生小李跟着陈
洪利边学边干。

就这样，他们加班加点，利用短短1周
时间完成了控制柜上千根线核对，确保了
第一阶段数据库编订整理如期完成。

白天现场干、晚上办公室干。“晚上，夜
静人稀，没有外界打扰，能静下心来，工作
效率高。”陈洪利给妻子回话。妻子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回到家里，他话都懒得说，
吃完饭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这样。

“等机组检修完了，我就不加班啦。”
“哎，你变了，变成机器人了！”妻子嗔

怨，心疼，还有钦佩。

“洪利，你变成机器人了！”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乔福全） 4月17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举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AI赋能企业增长新引擎”培训会。

培训会上，AI营销数字化领域专家讲解了DeepSeek等大模型的
技术特点和优势，以及企业如何借助大模型实现自身的技术升级和
业务拓展。针对企业最为关注的实际应用问题，主讲人结合大量生
动的AI应用案例，从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等多个环节，详细展示了AI
技术如何精准定位客户需求、优化营销策略、提升销售转化率，为企
业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以此次培训会为契机，持续推进AI技术在
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应用，积极推进AI技术与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增
强“1143+N”中小企业专家志愿服务模式效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
高效、专业的服务，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开展AI赋能企业增长培训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穆光新 孙晴）4月21日，记者从冠
县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县进一步塑强“冠通办”政务服务品牌，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冠县通过设立“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推出18个“高效办成一件
事”主题服务场景，持续推进现代智慧“政务综合体”建设，线下实行

“一窗受理”，线上实行“一网通办”，深入构建“1530”政务服务圈，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新范式。高标准优
化“冠县通+预审批”，高质量融合“信用+”审批，高效能推进“一件事”
审批，营造极简优质的政务服务新生态。搭建“项目会客厅”，推行“一
表申请”机制，建设专属“项目管家”帮办队伍，将服务链条延伸至投资
项目办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行“前置服务—并联审批—事后回访”
全流程闭环管理，构建一体协同的政务服务新机制。

冠县

塑强“冠通办”政务服务品牌

4月17日，在东昌府区斗虎屯镇斗虎屯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人员对小麦联合收割机的安全防护装置进行检验。4月中旬以来,
东昌府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农技服务，
为麦收生产做好准备。 ■ 张振祥

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贾永杰）“缺少资金可以办理创业
担保贷款，需要员工可以参加专项招聘会……”4月17日，第十三届绿
色瓜菜菌博览会（莘县）特色农产品展厅内，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孔红霞正向参会企业现场讲解助企惠企各项政策。

借助绿色瓜菜菌博览会企业集聚的有利契机，莘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组建专题工作组，深入各企业展位面对面讲解人社支持政
策，了解企业经营情况，聆听企业政策需求，为企业解疑答惑，打通了
助企惠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莘县将持续推进就业创业政策进社区、进校园、进街区、进企业、
进集市“护航陪跑”活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小活动”撬
动“大民生”。

莘县

就业服务进一线

■ 本 报 记 者 尹腾淑
本报通讯员 朱彪

“多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帮我识别假
币，不然这筐黄瓜就白卖了。”4 月 17 日，
茌平区田源汇农贸市场菜农王爱云攥着
刚被银行确认为真币的百元钞票，后怕中
带着感激。这一幕，正是中国人民银行聊
城市分行重建县级反假联席会议机制后，
基层反假工作成效的生动注脚。

这场始于制度创新的“民生保卫战”，
为居民的“钱袋子”加上了“安全锁”，也为
县域反假货币工作提供了“聊城方案”。

“人民银行县支行业务上收后，县域反
假货币工作体制机制存在部分堵点。我们
通过重建联席会议制度，有效提升了县域
反假货币工作质效。”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
分行货币金银科科长孙刚介绍，为推动县
域反假工作，畅通反假货币工作联席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与茌平区签订县
域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明确将茌平区

政府列为市级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将茌平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中国
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货币金银科列为区级
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形成市
县联动、有机衔接的完整框架。

“人民银行县支行撤销后，茌平区的
反假联席会议机制在运行中缺少了‘中心
支点’，反假货币工作面临困境。重建县
级协作机制后，现在每个单位都有了明确
的‘责任田’，县域反假工作形成了新的联
动格局。”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一级警
司王洋说。

结合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运行现
状，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推动县级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动态扩容”，新增政府单
位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8家，实现茌平区
金融机构全覆盖。同时，为理顺联席会议
业务流程，将之前的“单一”型转变为“双
支柱”型，首次构建“2+2+1”治理结构：创
新打造“双组长”概念，由区人民政府分管
负责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分管

负责人同时任召集人，有效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创设“双牵头单位”模式，由区财政
局承担政府方面牵头单位职责，由中国人
民银行聊城市分行货币金银科承担金融
领域牵头单位职责，便于厘清职责边界；
创设“主联系行”制度，由一家主联系行承
担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负责会务组织、
协调沟通、信息采集等具体工作，落实“双
牵头单位”工作安排，保障联席会议平稳
顺畅运行。

“现在学习反假币知识太方便了，我
们乡镇的银行网点配了很多新设备，也有
一台这样的机器，里面内容可多了。”来茌
平区便民服务中心办业务的杜郎口镇袁
庄村村民袁伟，指着被群众围观的“人民
币知识宣传云平台”设备如是说。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在搭
建新机制时，着力整合“四方资源”，筑牢
反假货币“前沿阵地”。联合公安机关、人
民法院、市场监管 3 个部门组建“平安聊
城”建设工作组，采取“短、平、快”的节奏，

搭建反假货币快速响应机制。依托现金
服务网格化管理理念，推动茌平27个网格
责任区与街道社区网格深度融合，以点为
网、以网覆面，实现反假货币工作部署“精
准滴灌”。组织县域授权鉴定机构牵头承
办辖区货币鉴定、同业培训等反假货币业
务，并建立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人员
定期培训机制，保证货币鉴定工作质量。
激活农村反假货币工作站功能，对462个
工作站开展软硬件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
反假货币业务集中培训10余次，更新反假
货币设备50余台，布放“人民币知识宣传
云平台”设备10余台，有效延伸农村地区
服务触角。

“反假货币工作是人民银行职责所
在、使命所系。完善县级反假联席会议
机制，契合人民银行机构改革新形势的
需要，对维护群众现金使用权益意义重
大，也为县级反假货币工作搭建了新样
板。”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党委委员
尘永魁说。

明确责任田 织密防护网
——我市全力破解基层反假货币难题

4 月 18 日，开发
区政务服务大厅帮
办代办服务专区，帮
办专员帮助市民办
理业务。

近年来，我市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紧密结合，强化

“线上一网”和“线下
一门”融合发展，扎
实开展“高效办成一
件事”改革，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大幅提升。

■ 商景豪

记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