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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卫锋 温少敏）2月 2日，洛南县古城镇举
行劳务表彰暨 2023年“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用人单位和用工企业
带来 2000多个就业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此次招聘活动以“政企协作促就业·致富增收稳发展”为主题，由
县人社局、古城镇政府和众望红人力资源公司联合举办，目的是通过
政企联合搭建就业平台，提供政策服务，促进更多群体转移就业。为
高质量举办此次招聘活动，县人社局和古城镇提前对接，与众望红公
司沟通衔接，深入各村宣传政策，征求群众意见，了解就业意愿；与多
家用人单位交谈，筛选提供适合群众就业的岗位信息；建立微信平台
和网络宣传机制，多批次发布就业信息，让更多群众有备而来，企业
招到合适的人才，实现互惠共赢。

在招聘会现场，600 多名求职群众积极参加招聘，西安、南京等
地和县内 30 家用人单位和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2000 多个，涉及快
递服务、酒店餐饮、鞋服加工、电子制造、幼儿教育、市场营销等多
个行业。活动中，参会企业与求职群众一对一交谈、面对面沟通。
相关单位还组织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推介岗位需求、介绍求职
门路、提供维权服务和法律咨询援助等，让务工人员底气更足、更
加安心。

据统计，持续 3 个多小时的招聘活动，接受政策咨询 600 多人
次，达成就业意向 200 多人。招聘会上，组织方还对 43 名创业就业
先进个人、劳务能人、用工大户、环境卫生示范户和 6 个创业就业工
作、环境卫生示范点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奖励。

古城镇送岗上门供群众选择

法官庙村位于山阳县法官镇政府东南 2 公里处，西邻漫
川关镇，北依国家 4A 级森林公园天竺山。该村气候宜人、风
景独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村庄群山环绕，靳家河环绕而
过，民居依山傍水，千亩莲池位于村庄中央。该村先后获得
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国家美丽宜居村庄、国家森林乡村、
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第三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
荣誉称号。

山阳县秦岭生态保护局局长任立军说：“生态美并不代表
发展优，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近年来，县委、县
政府立足陕南绿色循环发展定位，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持续探索‘生态+’模式，延展‘生态+’
效应，变生态为资源，化生态为经济，走出了一条助力乡村振
兴的可持续绿色发展道路，法官庙村是山阳的一个代表。”

““生态生态++乡村乡村””
建美丽乡村建美丽乡村 让群众住得舒心让群众住得舒心

县、镇、村按照“景镇一体、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思
路，高规格编制《法官秦岭原乡规划》《山阳县法官庙村乡村
旅游提升思路》等一系列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科学规划。
围绕打造秦岭山水乡村，聚焦“六清”、实施“六治”、实现“六
无”，网格化包抓夯实责任，提升民居 106 家，改造地下管道
2.8 公里、公共卫生间 6 间，建成日处理 600 立方米污水处理
厂 1 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以“六净六无一
习惯”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创新设立家庭卫生评比“红黑
榜”，广泛开展“五美庭院”、十星级文明户评选，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不断提升群众素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生态生态++农业农业””
创特色品牌创特色品牌 让群众增收开心让群众增收开心

县、镇、村紧盯靳家河流域，狠抓产业示范带建设，立足
当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茶叶、药果、旅游“3+N”产业集群，

培育龙头企业 3 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动员群众
广泛参与。因地制宜建成梯田有机茶园、药果等农业特色产
业，通过农产品初加工，推出高山有机茶、红薯粉条、小磨香
油、富硒水稻等一批特色农产品。积极发展生态养殖，建设

“莲藕+小龙虾”生态套养基地 350亩。

““生态生态++文化文化””
树文明新风树文明新风 让群众充满信心让群众充满信心

县、镇、村充分挖掘茶文化、荷文化、梯田风貌农耕文化、
跃进渠文化、张法官道医文化“五大文化”，建成集村史馆、文
化书吧、研学基地于一体的“邻里中心”，用当地的历史教育
当地人。成立“法官圣度·乡村艺术沙龙”，打造国内 6 所美
术学院的写生基地。开办茶文化主题餐厅，举办采茶节、插
秧节、龙虾捕捞节、秋收节等系列活动，法官庙村被国家住建
部拟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打响了“秦岭原乡·田园
法官”品牌。

““生态生态++旅游旅游””
延产业链条延产业链条 让群众坚定决心让群众坚定决心

县、镇、村聚焦文化、产业、旅游三大要素，深挖秦岭原
乡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将茶文
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建成茶旅融合区；布置玻璃滑道、时
光隧道、紫藤长廊等网红项目，形成青山碧水田园风光、别
有情趣网红打卡、独具一格茶文化民俗“三张名片”。培育
发展以传统手工艺为主的民俗文化业态集群，打造农旅结
合的生态休闲观光游、民俗活动体验文化游两大旅游路
线。发展竹编、木器加工、刺绣等传统农耕文化业态 12 家、
农家乐 7 家。

通过持续不断探索走生态优先发展之路，使得法官庙
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入快车道，首先是向“绿”进发，乡
村面貌展新颜。全域推进“六清六治六无”村庄清洁行动攻

坚战，房前屋后“五堆五废”彻底清理，“白墙灰瓦坡屋顶”民
居富有特色，荷塘栈道、休闲凉亭、绿植花卉等基础设施不
断提升，形成了村净、景美、人和的秦岭山水乡村新气象，村
域内实现了从“全域整治”向“全域美丽”的华丽蜕变，初步
建成了梯田有机茶园、荷塘观光园、农事体验园、稻田农耕
园五大特色园区，打造了民俗文化体验区、茶旅融合体验
区、月亮湾水上休闲区三大街区的空间格局，群众的满意
度、认同感不断提升。

其次是乘“绿”而上，产业兴旺促振兴。结合村情大力发
展生态种植、养殖和乡村旅游，建成艾草基地 1000 亩、水产
养殖基地 350 亩，发展核桃 1000 亩、茶叶 500 亩、其他中药
材 300 亩。以法官庙村 3A 级景区为核心，构建起靳家河、两
岔河两条绿色长廊，打造出瑞君生态观光园、丹山源产业观
光园、高山茶叶观光园，建成集特色产业开发、休闲观光旅
游、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形成了“城镇、旅
游、产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旅游特色乡村，乡
村旅游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再次是借“绿”生金，绿色发展助共赢。
创立“荷种国”牌清水小龙虾综合产
值 达 300 多 万 元 ，带 动 50 多
名群众稳定就业。开发
茶 、荷 系 列 旅 游 商

品、旅游纪念品 20 类 110 多种。通过举办采茶节、插秧节、
捕捞节、秋收节和邀请网红直播带货，实现线上线下年销售
农副产品 500 多万元。利用苏陕协作四方双结对资源，
2022 年向南京新华书店、南京传媒集团等企业销售农副产
品 53 万多元。游客、来村研学和写生的师生络绎不绝，26
家民宿客栈户均年增收 2 万多元。积极动员群众参与“三
变”改革，引进企业、发展合作社和培育家庭农场 8 个，带动
168 户群众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全村群众在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农旅融合和合作共赢中多方受益，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超过 17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2015 年的不到 6000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2352 元。

法官镇党委书记雷丹萌说，法官庙村坚持以“生态+”的
理念谋划发展、“+生态”的思路发展产业，通过积极探索，
形成了富有本地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探索出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

法官庙村 “生态佳”变“生态+” 解锁乡村振兴“密码”
本报通讯员 王荣金 张焕庚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辉）1 月
31 日 ，丹 凤 县 2023 年 春 风 行 动“ 点 对
点 ”劳 务 输 出 集 中 欢 送 仪 式 在 火 车 站
广 场 举 行 ，837 名 务 工 人 员 乘 坐 政 府
安 排 的“ 务 工 专 车 ”，踏 上 江 浙 返 岗 复
工之路。

近年来，丹凤县、南京市雨花台区
两 地 高 度 重 视 就 业 工 作 ，始 终 把 劳 务
协 作 作 为 促 进 脱 贫 人 口 稳 定 就 业 、帮

助困难人员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县
上主动联系、促进劳务输出，定期组织
企业、培训学校、人力资源公司开展劳
务对接，签订校企合作、校校协议 30 多
个，建立对口帮扶机制，疏通劳务输出
渠 道 ；广 泛 发 布 信 息 、搭 建 服 务 平 台 ，
主 动 联 系 对 口 协 作 地 区 人 社 部 门 ，每
年通过“丹凤就业”“秦云就业”微信小
程 序 ，发 布 江 苏 用 人 单 位 招 聘 岗 位 信

息 3 万 多 个 ，引 导 农 村 劳 动 力 求 职 就
业 ；共 建 工 厂 基 地 、促 进 就 近 就 业 ，连
续 4 年认定“雨丹劳务协作示范企业”
23 家，带动 1200 多名劳动力在家门口
实 现 就 业 增 收 。 在 资 金 扶 持 、企 业 管
理、包装策划、产品营销等多方面给予
支持，持续强化示范企业带动能力；坚
持资金投入、深化帮扶效果，每年挤出
资金，对在宁就业人员发放交通补助，

创 业 人 员 发 放 创 业 补 贴 ，对 企 业 负 责
人 员 组 织 开 展 企 业 管 理 培 训 ，促 进 更
多劳动力赴宁就业创业。

据介绍，丹凤县“春风行动”系列活动
持续至 3 月底。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
力实现充分就业，期间将持续举办线上线
下招聘、困难人员就业帮扶、“点对点”劳
务输出等活动，最大限度帮扶困难群体实
现充分就业。

丹 凤 专 车 护 送 群 众 外 出 务 工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翔）“大家出
去之后啊，一定要切记安全第一，其次就
是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好工作，努力
挣钱，把腰包装得满满的！”镇安县就业服
务中心主任方运志一再叮嘱。2月 1日上
午，镇安县 651名务工人员坐上由县人社
局包租的免费大巴车，奔赴新岗位。

在当天举行的镇安县 2023 年“春风
行动”暨重点企业用工保障服务招聘会
上，还有 715 名群众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
意向，随后将赴南京市浦口区、西安市长

安区等地务工增收。
这是镇安县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的又一有力举措，也为就业工作持续高质
量发展，以“开门红”决胜“全年红”奠定了
坚实基础。

当日 10 时许，在招聘活动现场，人头
攒动，求职者穿梭于招聘企业推介展位之
间，认真查看招聘信息，询问工资待遇情
况，寻找合适工作岗位。为有效解决企业
用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镇安县通过政企
联合，不断加强与人力资源公司的对接沟

通，实现了劳动力与用工企业的无缝对接。
“用工信息发布、免费职介、劳务输出、

劳务派遣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内容。”镇安同
舟济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刘娥介绍，目前，
公司的业务范围已辐射到镇安及周边县区
30个镇办 280个村。从正月初六开始，公
司已经向外输出就业人员180多人。

近年来，镇安县始终把促进就业、扩
大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交通、职
业介绍、公益性岗位等政策，进一步拓宽

了就业渠道，让群众能走出去、放心去、
干得好。

方运志说，从 1 月到 3 月底，中心将
继续深入各镇办、村（社区）开展就业摸
排、就业访民情、就业招聘、就业援助以
及“点对点”输送农民工返岗就业等工
作，全面掀起春风行动高潮。精准对接
用工需求，开展就业培训，做好就业政策
宣传指导，落实交通补贴、求职补贴、创
业贷款等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劳动者的
工资收入水平。

镇安贴心服务惠企稳岗保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1 月 29 日，商南县在县火车站广场

举办以“春风送真情·援助暖民心”为主题的 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招聘活动，浙江温岭、陕西顺裕利亨数字服务、卡之卡包装
等企业现场推介了就业岗位，500 多名求职人员和县内外 120 多家
企业参加活动，现场达成用工意向 321人、签约 171人。

商南县“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活动从 1 月开始至 3 月结
束，期间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20 场次，提供招聘信息 1.5 万多条，集
中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有用工需求
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

今年以来，商南县将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积极
搭建供需双向就业平台，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大力整
合政策、服务、培训等各类资源，不断丰富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努力
促进农村劳动力、搬迁移民、脱贫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等
各类求职人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各镇办、各相关部门结
合省、市“春风行动”活动要求，强化脱贫人口、搬迁群众等重点就业
群体的动态监测，抢抓东西部协作良好机遇，加强与浙江温岭、江苏
溧水以及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地的交流合作，健全劳务协作机
制，精准对接用工需求，精心组织转移就业；定期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广泛发布岗位信息，大力宣传优惠政策、推介创业项目，扎实开展定
向、订单式技能培训，为县内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用工提供服务保
障，多渠道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

县人社局、县总工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将充分发挥“牵
线搭桥”职能作用，广泛宣传就业政策，用心研究制定更加精准有效
的政策举措，因地因企因人加强分类帮扶援助，全面推广“直通车”式
安置，着力激发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活力，努力帮助每一名求职人员
克服“就业难”、实现“就业梦”。

商南精准搭建就业供需平台

为扎实开展就业创业活

动，打造特色劳务品牌，1月份

以来，柞水县积极征集就业岗

位、搭建供需就业渠道，采取

“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等形

式，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确保务工人员轻轻松松外出务

工促增收。

（本报通讯员 余偏林 摄）

法官庙村全貌法官庙村全貌

法官秦岭原乡法官秦岭原乡““荷塘荷塘++小龙虾小龙虾””生态种养区生态种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