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5 日， 走进镇坪县曙坪镇
中坝村 ，碧波荡漾的池塘中 ，粉红
的花瓣与翠绿的荷叶相互映衬，构
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屈光波 韩涛 摄

①游人欣赏荷塘美景
②映日荷花别样红
③早有蜻蜓立上头

羽毛主要是白色，嘴黑而弯曲，脸和嘴基红色，翅膀和尾巴粉红色，脚
短且红色。 幼鸟颊部橙黄，脚浅褐色，羽毛呈烟灰色，被誉为“东方宝石”和
“吉祥之鸟”。 （来源：安康市林学会）

本报讯（通讯员 柯珊珊）石泉县
发改局近日在县委党校举办了“数字
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 ”，
来自全县各镇和相关部门的 107 名科
级领导及业务干部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聚焦“数字经济赋能高
质量发展 ”核心主题 ，邀请省市县数
字领域多位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助力
政务办公智能化升级、县域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路径、数字经济项目谋划
与申报以及“数字石泉·智慧石泉”实
施路径等方面开展授课，同时设置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统计工作实务专
题教学，全方位提升了学员综合业务

能力。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内

容丰富、务实管用，既具有政策高度，
又紧密贴合工作实际， 对今后开展工
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为推动县域
数字经济发展打开了新思路。 石泉县
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 紧紧围绕数智
石泉“11134N”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数
字基础设施能力提升， 加快产业链数
字化转型升级， 强化高新技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招引培育， 持续拓展运用
数字场景， 坚定不移走好数字经济赋
能高质量发展之路， 奋力书写石泉县
数字化建设新篇章。

镇坪县近年来大力扶持残疾人创
办手工艺坊， 以特色手工艺为纽带，帮
助残疾人群体用双手编织幸福生活，走
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残疾人就业
创业之路。

走进黄三三手工艺坊，色彩缤纷的
丝带、 毛线在工坊成员的指尖翻飞，经
过缠绕、塑形、组装，很快就变成了娇艳
欲滴的玫瑰、清新淡雅的百合、憨态可
掬的向日葵。 这些栩栩如生的编织鲜
花， 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的艺术巧思，更
寄托着她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美丽工坊是我 2023 年创办的。作
为残疾人， 我们外出就业面临很多局
限。 我懂点手工活，就想试试能不能靠
这个谋生。 最初做些鞋垫、十字绣和小
钩花，没想到市场反响不错，这也让我
看到了把爱好变成事业的希望。 ”黄正

春告诉笔者。
黄三三手工艺坊还免费为当地妇

女和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带领
全县 30 余名残疾人就业， 人均年收入
5000 元。 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的同
时，她还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掌握一技
之长 ，将 “指尖技艺 ”转变为 “指尖经
济”，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创收，实现人生
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平时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就来这
里学做手链。 既能学到手艺，做好的成
品工坊还会回收，赚点零花钱，挺不错
的。 ”学员李林说。

黄三三手工艺坊，以“传承+创意+
匠心”的理念，以竹篾、毛线、柳条等为
原材料，传承镇坪县独特的竹编、绣花
等非遗技艺手法， 创作出一大批竹篮、
簸箕、手工包包、手工鲜花等，赢得了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接下来我们计划加大新品研发力

度，让产品更好地打开市场销路。 一方面
要做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另一
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带动更多
残疾妇女实现居家增收。 ”黄正春表示。

在曾家镇向阳村，残疾人胡发来凭
借一双巧手和顽强毅力，用传统鞋垫编
织技艺敲开了生活新希望。胡发来因幼
时身患疾病行动不便，家庭重担长期压
在母亲一人肩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重拾儿时跟随长辈学习的鞋垫编织手
艺， 制作出一双双结实耐用的手工鞋
垫，通过售卖补贴家用。

“自从 12 岁患上癫痫，我的行动和
语言都不太灵便，什么都做不了。 地里
的活全靠 73 岁的老母亲一个人撑着。
现在做些鞋垫，多少帮补点家用。”胡发

来说。
如今， 他编织的鞋垫结实耐用、图

案精美，在当地小有名气。 胡发来的努
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县残联了
解到他的情况后，积极帮他联系销售渠
道，让更多人能购买到他的作品。

“这些年他坚持做鞋垫， 每年能挣
两三千元。 这些钱除了贴补家用，还能
给家里添置日用品， 偶尔还能买些水
果。每一分钱都是靠他双手一针一线挣
来的。 ”胡发来母亲说。

镇坪县残联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增收一户的目标，开展残疾人手工
编织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与黄三三
手工艺坊签订用工合同， 带动 30 多名
残疾人实现灵活就业。充分发挥助残基
地和园区的带动作用，有效帮助 130 多
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成员就业增收。

镇坪残联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增收一户

用“指尖技艺”编织幸福生活
通讯员 田佳 郑兴亮 刘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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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孟昊）汉阴县探
索“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进
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热情和活力。

汉阴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 “专业
赋能，资源整合”定位，多措并举推动
社区工作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力， 筑牢
志愿服务坚实基础。 通过精心组织专
业培训会、经验分享交流会，为社区工
作者和志愿者赋能提质， 引导他们掌
握专业方法、积累组织经验，提升服务
意识与专业素养。 积极建立需求共享
机制，发布社区志愿服务需求清单、服
务清单，实现需求与服务精准对接，形
成强大志愿服务合力。

广泛动员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员

工、学生等多元力量参与志愿服务，形成
了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通
过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 全县上下志愿
者积极响应， 各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开展
旅游赛事服务、健康义诊、公益理发等。

全县 807 支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乡
村振兴、关爱“一老一小”等领域举办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为“中国汽车登山
锦标赛 (汉阴站 )”“陕西村超 ”等重大
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共开展志愿活动
3200 余场次， 投入资金 338 万元，受
益人口达到 4.5 万人次。2024 年，汉阴
县共 35 名个人、9 个志愿服务组织 、
11 个志愿服务项目、10 个志愿服务村
(社区)荣获省、市志愿服务项目“四个
最美(佳)”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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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

本报讯（通讯员 贺银苗）为进一
步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在促进脱贫
人口就近就业、 改善乡村公共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紫阳县
多措并举确保岗位科学开发、人员上
岗合规、待遇发放及时 、作用发挥有
效 ，真正实现 “小岗位 ”托起 “大民
生”。

该县紧密结合乡村发展实际需
求和人居环境整治 、养老托幼 、农村
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科学设置岗位
类型和数量，确保岗位设置真正服务
乡村、惠及百姓。 在人员聘用过程中
严格执行公开 、公平 、公正的招聘程
序，实行“村级初审、乡镇复核 、县级
备案”三级联审机制 ，对申请人员的
身份信息、劳动能力 、人员类型等进
行严格核查。

按照公益性岗位 “谁用人 、谁管
理”的原则，用人单位根据每个公益
性岗位从业人员制定清晰、 具体、可
操作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确保人

岗匹配 、职责明确 ，让从业人员工作
有方向、履职有依据。 同时，建立常态
化巡查 、抽查机制 ，对在岗人员履职
情况 、出勤记录 、补贴发放等进行动
态跟踪核查，依托陕西省公共就业服
务信息系统，实现乡村公益性岗位人
员信息 、协议时间 、补贴发放等全流
程线上跟踪和管理。

建立补贴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
贴资金按时拨付到位，统一通过社会
保障卡或银行卡账户发放，实现补贴
资金 “点对点 ”直达公益岗从业人员
个人账户； 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保障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根据考核
结果 、个人身体状况变化 、岗位实际
需求变化等因素，对岗位人员进行动
态调整，对不能胜任或不再符合岗位
要求的，及时进行调整或退出。 对因
年龄、 健康等原因退出岗位的人员，
积极提供职业指导 、技能培训 、岗位
推荐等后续就业帮扶服务，助力其实
现更高质量就业。

“方书记，你看看我们设计开发的
这个微信小程序商城还有什么需要改
进的地方？ ”

“都很好了， 尤其是蚕丝被商品图
标清晰、分类准确。 我就希望可以加入
科技小院的标识，这样就能有更吸引人
购买的新元素。 ”

6 月 27 日下午， 在汉滨区沈坝镇
桥头村的蚕桑科技小院里，院长马文龙
正与村党支部书记方益平讨论线上销
售技术问题。

马文龙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同时也是陕西
汉滨蚕桑科技小院的院长。 在桥头村，
自从科技小院入驻以来，人们常常能看
见远道而来的几位年轻人活跃在桑林
田间、农户家中。 他们在蚕桑生产一线
参与培训服务、开展科研工作。目前，马
文龙已经发布小院日志 100 篇、小院资
源 6 个。

为了更好帮助桥头村销售蚕桑产

品，马文龙和团队成员研究开发了一款
微信商城小程序。 目前，这款小程序已
经进入审核阶段，很快即可上线运行。

马文龙介绍：“上线后，微信小程序
里可以直接搜到我们的商城。并且我们
在产品实物包装上面附一个小的二维
码， 一扫就可以识别蚕桑产品的产地、
价格、参数等信息。 顾客随时随地就能
看到买到。 ”

蚕桑产业是桥头村的主导产业。近
年来，在方益平带领下，全村发展高标
准桑园 700 多亩，形成了从种植基地到
小蚕共育、桑园返租倒包、技术培训、蚕
茧回收、 蚕丝被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
带动 270 多户村民受益 ， 户均增收
2000 多元。 今年春季发蚕种 360 张，目
前共收购蚕茧 3 万斤。

这两天，桥头村正加快完善汉滨蚕
桑科技小院设施建设。一座 3 层总面积
1500 平方米的综合楼将于 10 月底竣
工投用。在改善科技小院科研办公条件

的同时，还具备智慧蚕室、会议室以及
产品展室等多种功能，更好推动产学研
融合发展。

方益平说：“我们要珍惜利用好在
桥头村设立科技小院的良好机遇，更好
发挥科技小院科技赋能作用，让科研人
员和专家们在日常生产一线发现具体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带动区域蚕
桑产业共同发展。 ”

2023 年，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陕西汉滨蚕桑科技小院落户桥头村。来
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学者、青年
学子联合蚕桑研究所、 地方农技单位，
共同构建了“科技+服务+生产”的产业
发展新模式，为蚕农提供标准化桑园建
设、智慧种养、病虫害防治等培训，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

汉滨蚕桑科技小院首席专家、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张二磊介绍：“我
们重点推动蚕桑资源高值化利用，比如
研发桑枝叶提取物、桑黄菌茶等功能性

产品，提升产业附加值；结合信息工程
技术，开发了基于高光谱影像蚕茧质量
无损检测模型，助力高品位生丝生产。”

目前，科技小院团队已经在国内外
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7 篇。开发了助
农软件和小程序等，定期开展蚕桑种养
技术培训，累计 600 多人次参训受益。

张二磊表示，科技小院将继续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加快发展蚕桑新质生产
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传统蚕
桑业的应用。 一方面深化校企地合作，
培养更多懂技术、 爱农业的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 探索蚕桑全产业链增值模
式， 助力汉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构建“科技+服务+生产”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科技小院助蚕桑产业“破茧成蝶”
通讯员 周亭松 冯维杯

本报讯 （通讯员 代云青 刘慧 ）
近年来，白河县人社局以优化营商环境
为重点抓手，在队伍管理、政策落实、服
务方式、办事效率方面下功夫，推动企
业群众办事更便捷、项目服务保障更迅
速，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人社服
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念好制度“紧箍咒”，锻造素质过硬
队伍。该局坚持从严抓班子、带队伍，用
制度管人，按制度管事。以日学一文、旬
撰一稿、月开一会、季读一书、年献一策
“五个一”为载体，提能力、强素质,争做
精神状态好、业务素质好、服务态度好、
群众口碑好、 工作业务好的 “五好干
部”。 落实严管厚爱措施，建立《白河县
人社局干部考勤管理办法》， 按月通报
干部上下班签到、请销假、下乡、外出办

事情况，倡导班子成员和股长争做带头
抓好学习的模范、 带头推进工作的模
范、带头为民服务的模范、带头团结协
作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

开好政策“直通车”，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以深化提升“四百工程”稳就业促
增收为目标，根据全县各镇企业用工需
求和缺工情况， 建立用工需求台账，采
取“线上+线下”同频宣传矩阵，线上依
托“今儿视点”公众号、抖音，短视频发
布就业岗位招聘信息；线下利用“春风
行动”“产业大招工”“就业援助月”“四
送两帮（送政策、送岗位、送培训、送服
务，帮群众找工作，帮企业招工人）等系
列活动广泛宣传动员， 积极推送岗位，
动员引导群众到企业工厂就近就业，保
障企业用工需求。 截至目前，全县新社

区工厂稳定在 145 家以上，带动就业人
数达到 6000 人以上。

架好服务“连心桥”，帮助企业纾难
解困。成立以 11 名班子成员为组长，相
关干部为成员的“连心服务”工作组。每
名班子成员联系一个镇，38 名干部“连
心”145 家新社区工厂，开展以“企业工
厂大走访、安全生产大检查、优惠政策
大宣讲、困难问题大化解、就业创业大
促进、风险隐患大整治”为主要内容的
“六大行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解决
困难问题、强化政策扶持、提振发展信
心、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群众
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推行一站“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
事。全面深入推行人社服务快办、易办、
简便办等便民措施，把应该进驻县政务

大厅的服务项目，全部进驻县政务大厅
办理。 在业务经办流程上，减少不必要
的证明材料， 取消捆绑条件和附加义
务，压缩办理时限，推动人社服务事项
“一站通办”“一事通办”“即来即办”，有
效落实“一窗受理”“一站服务”“只跑一
次”服务制度，大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白河县人社局将持续深化提升“四
百工程”稳就业促增收，以打好就业增
收硬仗为抓手，在提升就业服务，强化
纾困助企， 优化创新服务方面发力，为
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和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白河让人社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静轩 曹雅昕）

近日，岚皋县自然资源局收到一份来
自汉滨区的特殊申请：一位老人因身
体原因无法返回县城办理不动产登
记，申请工作人员上门办理。 对群众
的“急难愁盼 ”，该局迅速响应 ，特事
特办，决定将服务窗口延伸至群众家
中。

周日中午，该局两名业务骨干放
弃休息，携带全套材料驱车 60 余公里
奔赴汉滨区老人家中。 抵达后，工作
人员即刻投入工作。 他们耐心细致解
释政策， 一丝不苟完成身份核验、意
愿询问等关键步骤，并指导老人在指
定位置签字确认。 狭小的居所化身为
高效运转的“临时登记窗口”。

当所有材料确认无误并成功提交
时，老人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其儿子
紧握工作人员的手， 动情地说：“太感
谢了！ 你们牺牲休息时间帮我们解决
大难题，辛苦了！”这质朴的话语，是对
政务服务最真挚的认可。

此次主动上门服务， 是岚皋县自
然资源局常态化便民利企举措的缩
影， 有力证明了 “不动产移动登记窗
口” 机制的成熟运作， 更是该县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
务服务温度的生动实践。 不动产登记
工作成功打破传统窗口的时空限制，
将服务精准送达群众最需要之处，以
实际行动兑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的庄严承诺。

紫阳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

汉阴探索“社工+志愿者”
联动服务模式

石泉举办数字经济赋能
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

岚皋自然资源局让“主动办、
暖心办”成为服务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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