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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日前发布的数

据 显 示 ，前 三 季 度 ，供 销 合 作 社 系 统 实 现 销 售 额

40135 亿元，同比增长 20.6%；农资、农产品、消费品、

再生资源等传统主营业务巩固提升、销售整体向好，

电子商务、物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型业务加快发

展。社有企业是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重要载体，目

前供销系统共有社有企业近 3 万家。今年前三季度，

社有企业营业收入达 8808 亿元，同比增长 20%。农

资企业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延伸拓展服务链，农产品

企业助力农民打通生产、加工、销售环节，消费品企业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齐志明）

前三季度供销合作社销售额同比增20.6%

本报电 近日，山东德州市德城区联合北京麦

乐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一款农民工用工供需平台

——“零灵发”手机应用程序。该平台采用区块链技

术，整合城乡“发零活、打零工”信息资源，并开通线

上支付功能。用工单位在平台上可以发布用工需求

信息，农民工通过平台可以随时挑选零活，供需双方

高效对接，能有效解决短期用工的信息不对称、工钱

支付不及时等问题。截至今年 9 月，在“零灵发”上

注册的德城区及周边用户已达 6.3 万人，涉及种植、

养殖、装修等 13 个行业，66 个工种。 （姚芬芳）

零工平台开辟招工新渠道

繁华的北京，也有深山密林。

10 月 29 日，早上 6 点多，记者跟随北京市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汤河口镇所所长王海涛

从怀柔城区出发，驾车驶上了 111 国道。

进入怀柔北部山区，空气分外清新。

“嚯，都是盘山道。”我坐在副驾驶，抓着车

顶前扶手，但还是左右晃动。

“这条路新手都不敢开。6 年前，我刚来所

里，就碰上下雪天，在山上待了 4 天，路才通。”

王海涛边说边盯着路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8 点前，我们到了汤河口镇，这里邻近慕田

峪长城、青龙峡、喇叭沟原始森林等景区，平时

有不少游客。过去，有些村民自己挂个牌就开

起了农家乐或民宿，消费纠纷多。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讲：‘无证无照违法，你

们自己也有风险，正规经营生意才长久’。”王海

涛回忆，村民要么不知道该办照，要么不知道咋

办照，工作难度大，“特别是登记注册全程电子

化以后，留守村民年纪大，不会操作，我们就上

门手把手帮着取名、填表、申请。”

目前，汤河口镇有 529 家住宿和餐饮单位，

其中个体工商户 510 家。

跨过市场准入门槛只是第一步，加强日常

监管才能有序经营。今天所里按计划去东帽湾

村对几家民宿进行食品安全例行检查。

一进村，就看见一排排白墙灰瓦房，很多门

上挂着“北京市乡村民俗旅游户”的牌子。

“晋大姐！”王海涛走进福地集贤民宿，热络

地和个体工商户晋清华打招呼，“我们来例行检

查，让小马测一下食用油和餐具。”

食品安全快检咋操作？我也好奇地想试一

试，结果打开检测工具箱，看到食用油酸价、过

氧化值等各种试剂盒、比色卡，便不知如何下

手。只见检测员马梓育熟练地取样、测试、比

色。为了节省时间，在等待食用油检测结果的

过程中，他同时用表面拭子在碗筷上涂抹取样，

放入密封管并用溶剂浸润，再用 ATP 荧光检测

仪进行快检。

马梓育手上有条不紊，我却看得有些眼花

缭乱。没过多久，食用油和餐具的快检结果都

出来了，他说：“这组试剂盒地沟油啥的都能测

出来。咱们这次检测的食用油产品本身合格，

也没有经过长期放置，品质有保障。此外，餐具

清洁度检测也符合指标。”

“现在，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最重要，一点

不能放松。”王海涛嘱咐晋大姐，“群里通知核酸

检测看到了吧？”

“看到了，群里人多，我就没回，打算下午

去。”晋大姐指着一张二维码说，“疫情防控我们都

盯得紧，来客都扫码、登记、量体温。”

基层市场监管工作除了监督管理，还有帮

扶纾困。检查完，王海涛并没着急走，而是关切

地问：“最近生意怎么样？有啥困难没？”

“生意好！节假日和周末来游玩的客人不

少。”晋大姐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自从你们

帮我把民宿推广到途家、爱彼迎、美团上，我生

意就好起来了，年收入 10 多万元。”

“生意好就成，所里小伙子就没白忙活。”王

海涛也笑了。

原来，3 年前晋大姐刚开民宿时，没啥人

来：“把我给愁得呦，盖房借了十几万可怎么

还？”晋大姐眼睛有些湿润。

所里的几个小伙子就出主意：“现在都上网

推广。”村民们不会，他们就帮着装软件、传照

片、教接单。

“我们都没觉得他们是‘大盖帽’，更像自个

儿家人。”晋大姐眼神里流露出亲切。

晋大姐还有啥梦想？“我现在就过上了梦想

的美好生活。”晋大姐一下子提了提气，“做这个

民宿，不仅赚钱了，也觉得充实，还实现了自身

的价值。希望全村都富起来，大家都过上更好

的日子。”

正规经营、加强监管、网上推广，汤河口镇

东帽湾民俗旅游村开始有了名气，城里人来这

消费放心，住农家院、吃农家饭、观光采摘、游

山玩水。不少村民富了起来，在怀柔城区买了

房，夏天上山，冬天下山。

大山里的市场监管所，辖区大、路途长，起

早贪黑很辛苦。“两年前，我爸在家里摔了，我在

山里也赶不回去，碰上这样的事儿就挺着急。

但平常进山出山，一路好风景，四季不同样。”王

海涛拿出手机，给我看他拍的山路美景，“这，可

能就是这个岗位给我们的‘大礼包’。”

近日，商务部等 14 部门

联合印发了《家政兴农行动

计 划（2021—2025 年）》（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部署有

效提升家政服务业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成效、巩固家政

扶贫成果、促进家政服务业

提 质 扩 容 等 工 作 。《行 动 计

划》不仅明确到 2025 年，畅

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

动力从事家政服务的渠道等

具体目标，还提出加大动员

帮扶力度、加强供需双方对

接、促进家政服务下沉等 7
项 22 条工作举措，绘制出未

来 5 年我国家政兴农工作的

“路线图”。

家政服务业在促进农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具

备优势。据商务部测算，家

政服务业从业人数超过 3000
万，其中约 90%的人员来自农

村地区。早在 2017 年，商务

部就实施了“百城万村”家政

扶贫方案，会同相关部门出

台就业、创业、培训、保险、金

融、信用建设等支持政策，截

至 2020 年底，累计吸纳 85 万

贫困地区劳动力从事家政服

务 。 通 过 从 事 家 政 服 务 行

业，他们不仅解决了就业问

题，还走上脱贫增收路。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此次商务部提出家政兴

农行动计划可谓正当其时。

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三孩生育等政策实施，

我国家政服务需求仍在持续

扩大。另一方面，我国家政

行业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消费满意度不

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对此，《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促进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家政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农村劳动力“出不来、留不住、干不好”。当前，我

国家政服务业全行业服务缺口在 2000 万人以上。

为了让更多有意愿的农村劳动力接受家政服务培

训，《行动计划》在加强家政服务岗位信息发布和收

集、提升家政服务技能、维护好家政服务员合法权益

等方面作出多项具体部署，让家政服务员更加安心

地走上家政服务工作岗位。

《行动计划》还注重解决消费者找家政服务员

“找不着、找不起、找不好”的难题，更好地释放家政

消费潜力。长期以来，服务质量是制约家政行业发

展的短板。由于家政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权责

界限不够清晰，服务质量难以量化界定，水平参差不

齐。《行动计划》明确了加强家政服务质量监测、开展

家政服务质量第三方认证、实施家政服务标准化试

点专项行动等举措，努力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整体发

展水平，促进形成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也是民生工程。未来，随

着《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家政服务行业的品牌化、

信息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有望提升，越来越多农

村劳动力能通过从事家政服务增收致富，更多消费

者也能从中受益，享受到更加满意的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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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盐城市秋粮丰收

季，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档口，

到处可见供销人为农服务的

忙碌身影。

在射阳县洋马镇潘东村，

菊花是支柱型产业，家家户户

房 前 屋 后 都 种 着 一 簇 簇 菊

花。在菊花采摘旺季，射阳县

天佑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车间内蒸汽杀青机忙

碌地运转着。公司收购村民种植的菊花后进行

加工，经过杀青、烘干、包装、产品检验等环节，

商品就会在拼多多、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的自

主品牌“有禾旗舰店”上架，如今线上日均发单

量超 5000 单。

创业之初，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洋马镇供销合

作社的大力支持。缺货的时候，该供销合作社提

供货源；缺乏资金时，供销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

不了解技术，供销合作社请专家来做培训。“没有

供销社的支持，就没有我们公司的现在。”公司总

经理杨敏明说，公司现在每年购销 3000亩菊花和

2000 亩小麦、果蔬等农产品，有力地解决了周边

农户销售难问题。

这些年，盐城市供销合作社紧扣市场需求，

着力做好农产品收储、烘干、销售等“后半程”服

务，加强与涉农部门在农产品基地建设、产销对

接、品牌培育以及人才技术等方面合作，积极拓

宽服务领域，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

“如今农民当‘老板’，我们当‘保姆’。”东台

市时堰供销合作社主任陈礼银说。 2015 年 1
月，时堰供销合作社与时堰镇农业中心共同发

起成立全省首家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东台市东时为农服务合作联社。这是时堰供销

合作社通过探索“农综社”改革，构建以农民为

主体、合作制的新型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的成功

实践。截至目前，合作联社农机服务已覆盖全

镇所有行政村，受托农田 6 万多亩，受益农户

1.8 万户。

农业社会化服务插上了互联网、大数据“翅

膀”。今年 4 月，由供销合作社牵头发起的滨海

县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正式运营，服务联盟搭

建县镇村三级网络，为农民提供生产合作、供销

合作、技术合作、信用合作 4
项服务，每 5 公里半径设置一

个服务点，首批 48 家会员已

开 始 营 业 。 服 务 点 各 种 动

态信息“入库上网”，农民一

键 呼 叫 ，各 种 服 务 组 织 随 即

应答。

当 前 ，全 国 供 销 系 统 农

业社会化服务加快推进。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1 至 9 月，全省供销系统农

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1339.9 万亩。下一步，江

苏各级供销合作社将深入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

惠农工程，推动形成主体多元、形式多样、便捷

高效、全链受益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格局，努力

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江苏盐城市供销社做优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民放心种舒心卖
本报记者 齐志明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

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

的重要群体。基层市场监管工作直接面向

小微市场主体，在改善营商环境，帮助小微

创业者稳定经营、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着

很大的作用。

本期“体验”栏目，带您走进京郊大山

里的市场监管所，看看他们如何在加强监

管的同时，帮扶小微市场主体快速成长。

采访中，有一家小餐饮店，

冰箱里的食物没有生熟分离，

王海涛一边指出存在的食品安

全隐患，一边从商户的角度帮

忙想办法解决。他没有要求商

户再买一个冰箱，而是建议用

密封保鲜箱做冰箱内部分区，

商户欣然同意。这样的工作方

法，让我对基层市场监管有了

新思考。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放”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在基层操作起来，多数有章可

循。而“服”要如何优化，具体

还要看基层老百姓需要什么。

小微市场主体千差万别，要根

据实际情况，多动脑筋，才能提

升基层市场监管的服务水平。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

裕，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在

基层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优

化服务，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

主和个体工商户通过勤劳努力

脱贫致富，就能不断壮大共同

富裕的根基。

推进共同富裕 基层市场监管大有作为

图①：王海涛与晋清华大姐拉家常。

高宇航摄

图②：马梓育进行食品安全快检。

高宇航摄

图③：北京市怀柔区北部深山秋景。

卜向东摄（人民视觉）

京郊大山里的市场监管所

帮扶小微市场主体快速成长
本报记者 林丽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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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措并举提升
家政服务业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成效、促进
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
动力增收致富，让更多
消费者享受到满意的
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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