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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池市宜州区将“稳
就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抓手，坚持将就业帮扶作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围绕就业服务、就业
模式、就业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
等四方面，积极奏响就业“四部
曲”，全力推动农村劳动力稳就业、
促增收。

吹好就近就业“服务曲”

宜州区坚持把易地搬迁户作为
就业帮扶的重中之重，聚焦有劳动
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和集
中连片安置点，多举措打出“四到
家门”就业帮扶组合拳，确保每个
有劳动力的搬迁贫困家庭至少有一
人实现就业。

把就业服务站设到家门口。在
安置区建立就业服务工作站，配备1
名工作人员。实行分组管理、拉网
式调查，对劳动力状况、就业状
况、就业愿望和培训需求调查登
记，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加强
就业观念指导，进行“访企拓岗”，
推荐岗位信息，多次走访入户，与
安置区搬迁户实际需求进行匹配，
助力尽早就业。截至目前，累计推
送、介绍工作岗位信息3750条。

把用工岗位送到家门口。对搬
迁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

“一对一”就业帮扶，逐户上门、逐
人推介，直至实现就业。今年以
来，在城区移民安置区建设宜州区
同福移民社区零工服务站并延伸零
工服务，推行“1+16+N”系列活
动。推荐就业人数350余人，提供岗
位 400 余个，举办线上专场招聘会
12 场次，全区共成功推介 3774 名搬
迁劳动力实现就业。

把技能培训班办到家门口。采
取多元一体的培训策略，把社区培
训、企业培训、社团培训相结合，
让培训内容与就业岗位精准结合，
提升培训质量。今年以来，共培训
308人次。

把就业帮扶车间建到家门口。
不断完善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因
地制宜谋划好后续扶持产业，加大
就业扶贫车间引进力度，增加扶贫
公益性岗位数量，让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逐步实现致富。截至
目前，全区共有 34 个帮扶车间，带
动 6071 人就业，年人均增收达 3000

元以上。

拉好创新就业“主动曲”

宜州区积极探索“零工市场+夜
市+社区 （乡镇） +企业”联创共建
模式，不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打
好“送岗、提升、稳定”三张牌，
为就业帮扶“添动力”显实绩。

精准搭建就业平台，打好“送
岗牌”。创新开展“线上搭平台，网
络送岗位”活动，采取“互联网+就
业”招聘服务模式，就业工作人员
化 身 “ 就 业 红 娘 ”， 做 “ 带 岗 达
人”，通过“本地方言与普通话”同
屏推介岗位信息、宣讲就业创业政
策，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便
捷、高效交流渠道，让求职者足不
出户即可找工作。

精准发力聚焦培训，打好“提升
牌”。扎实做好“1131+”服务，即1
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较精
准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
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入户家访、座谈
交流、职业指导等，特别是针对有特
殊困难的“雨露计划”毕业生开展暖
心帮扶。截至9月底，宜州区实名登
记 的 1804 名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77.65%，其中，困难群体毕业生532
人，就业率达 82.16%；“雨露计划”
毕业生帮扶联系率达100%。

精准聚力就业服务，打好“创
新牌”。打造“就业解忧栈”，推出
夜市招聘、直播带岗、“就业直通
车”百日攻坚等活动，持续为企业
与求职者搭建“供需桥”，举办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 34 场次，提供就业岗
位近2.76万个次。

弹好就业帮扶“快捷曲”

以“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帮您
尽早实现就业”为目标任务，本着

“政策送下乡、服务送上门、岗位送
到家、培训送到手”的原则，为求
职招聘人员广开就业渠道，为返乡
创业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扶
持，在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之间搭建
一座沟通的桥梁。

提升帮扶“深度”。搭建劳务合
作服务平台，助力劳务输出转型升
级。宜州区与柳州市柳南区、广东
省惠州市博罗县建立2个常态化稳定
就业服务工作站，大力开展劳务协
作合作，主动与当地对接联系用工
需求，定期交换发布招聘信息，助

力企业和劳动力实现双赢。建立两
地长效沟通机制，突出发挥市场主
体作用，通过人力资源企业等专业
机构运作，精准提高劳动力培训成
效和稳定就业成功率。

提升帮扶“速度”。为更好地服
务各类求职群体和用人单位，提升
就业工作信息化服务水平，开发

“宜州智慧就业服务”小程序，打造
“三端一平台”功能，即“求职者
端”可搜索岗位信息，进行简历投
递；“用人单位端”可发布招聘信
息，收集简历、邀请求职者面试；

“公共就业服务端”对企业信息、招
聘岗位进行审核，保障求职者和用
人单位合法权益。截至 9 月底，“宜
州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入驻企业390
家，岗位总数 9111 个，全职人才
1405 位；雇主总数 796 位，岗位总
数 1309 个，零工总数 1788 个。其
中，“人才招聘”属于独立版块，主
要面向高校毕业生提供求职服务，
该版块已为 1470 人提供求职登记服
务。

提升帮扶“温度”。宜州零工市
场于今年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营，通
过搭建线下实体市场，打造集岗位
供求、就业推荐、职业指导、政策
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零工市场。通

过“24小时线上+10小时线下”的模
式，为求职者提供精准的就业服
务。截至目前，宜州区分别完成了4
个线下零工服务站，登记招聘的企
业 739 家，求职登记和咨询的 1335
人。

唱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协奏曲”

宜州区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
业问题，采取多项就业支持举措，
合力、聚焦、精准促进高校毕业生
优质就业。

营造暖心就业服务环境。在高
校毕业生离校前，提早开通宜州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热线，制作高校
毕业生就业政策、宣传海报等，在
汽车站、公交车站、市政广场、乡
镇、村 （社区） 等人流密集场所、
户外显著位置投放，群发短信公布
就业服务渠道，制作基层就业 （三
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风采展示公益
宣传片、创业人物故事宣传视频，
在“宜州就业”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抖音、微博等媒体上刊播，为
毕业生构建由毕业到求职全程服务
衔接机制。

构建优质见习服务阵地。在河
池市首创就业见习基地考核评分标
准，率先编制就业见习基地培训资
料，以日常考核和期满考核作为指
挥棒，促使就业见习基地规范运
行。从优募集就业见习岗位，重点
募集技术含量高、有利于提升毕业
生实践能力的优质岗位。今年，已
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51个，吸纳就业
见习人员1141人次。

提升毕业生创业驱动力。围绕
“创业政策、创业培训、创业基地、
创业服务、创业氛围”五轮驱动，
实施创业实践集市项目，吸收 47 名
高校毕业生入驻集市开展创业实
践；开展创业路演赛、创业沙龙、
青年创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推选
的4个创业项目获河池市选送参加广
西第九届创业大赛，实现历年来创
业项目获选参加省级赛零的突破。
同时，组建大学生创业交流群，建
立创业项目清单并进行跟踪服务。
现已有 26 个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在
库。其中，脱贫家庭高校毕业生创
业项目 1 个，给予 19 名符合条件的
创业高校毕业生拨付创业扶持补贴
9.5万元。

（蓝卫北 文/图）

天高气爽的金秋时节欣然而
至，国道 357 线罗城至环江二级公
路沿线风光绮丽，景色迷人，山水
与公路交相辉映，行在其中宛如置
身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让人流连
忘返。

秋天不仅代表诗意，更代表着
丰收。金秋十月，硕果累累，作为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罗城山野毛
葡萄也进入了丰收时节，一串串晶
莹透亮、浓香四溢的“黑珍珠”挂
满枝头。

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怀群镇果
敢村的毛葡萄果园里，果农们正兴
高采烈地采摘毛葡萄，丰收的喜悦
溢于言表。“今年气候适宜，毛葡萄
产量每亩在 1500 公斤左右，加上越
来越便利的交通条件，我们的毛葡
萄销路更广了，收入更多了！”果敢
村致富带头人莫先生喜笑颜开。

得益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独有
的天然气候条件，罗城山野毛葡萄

产业近年来逐渐发展壮大。毛葡萄
本身果肉细脆、香味浓郁，是酿酒
和制作果汁饮料的最佳原料，群众
对毛葡萄的需求越来越多。发展
好毛葡萄产业，技术、品种、气
候等条件缺一不可，而四通八达
的交通则是供销环节上至关重要的
一环。在二级公路通车以前，交通
条件落后，怀群镇生产的毛葡萄销
售仅面向临近乡镇的群众，销路
窄、运输难成了果农们亟待解决的
难题之一。

2020年至2021年期间，桂林至
河池高速公路、国道 357 线罗城至
环江二级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沿
线乡镇通过国道 357 线到达县城的
车程缩短至 1 小时内，从怀群镇仅
需 30 分钟即可到达桂河高速路天
河收费站，从那里一路向西不用 1
小时就可以抵达河池西高铁站。
近几年来，罗城毛葡萄不仅仅是
名扬四海，而且还通过便利的交

通真正进入了万千人家。纵横交
错、高效便捷的立体式交通枢纽为
毛葡萄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也彻底打破了毛葡萄销售渠道
单一、销售路径狭窄的格局，为提
高毛葡萄销量，增加群众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物流运输
保障。

交通兴，百业兴。罗城着力打
造“高效便捷 安全畅行”的产业+
旅游精品路线，近年来先后投入约
110 万元对罗城境内路段进行路域
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公路绿
化美化，积极融入乡村振兴和民族
区域经济发展大局，聚焦地方产业
发展和旅游发展，大力推进“公路+
产业”“公路+服务”等公路+模
式，高质量推动公路与特色产业、
民族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逐步实
现交通赋能乡村发展，为仫佬山乡
群众打开致富大门。

（韦丽琼 文/图）

罗城:“黑珍珠”飘香致富路

宜州：奏响就业“四部曲”敲开增收“幸福门”

▲果农采摘毛葡萄。

▲就业帮扶车间主管对员工进行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