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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 解民忧
关注城市地面公交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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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贵州省遵义市 301 路公交车

司机王丹勋便开车驶出停车场，5 点半准时到

达播州区客运站公交站点，不少乘客已经在

此等候。

太阳落山时，遵义市凤冈县进化镇农村

客运车驾驶员孟波送完最后一名乘客，带着

车里的最后一袋快递回到家。他家开的小卖

部是村级服务点，可为村民收发包裹。

在城市，公交车稳定运行，满足着市民的

日常出行需求。截至今年 7 月，遵义市四城区

共有 71 条公交线路，总长度达 1197 公里。在

农村，客运车辆“兼职”快递车辆，截至今年 7
月，遵义市共开通客车捎带快件线路 59 条，交

邮融合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增设站点保障需求
车辆升级改善条件

王丹勋驾驶的 301 路是遵义市最早的公

交线路之一，开通于 1973 年，至今已有 50 年

的历史。301 路连接中心城区和播州区，全长

27.5 公里，往返共有 102 个站点，平均每个站

点间隔约 500 米。

过去，301 路是连接遵义县南白镇和遵义

市区的专线。“线路途经公园、集市、火车站等

人流量大的地方，是镇里居民出行的主要线

路。”王丹勋还记得，那时常常有农民背着一

大背篓蔬菜乘早班车去往沿途的集市，到了

下午又背着空背篓坐 301 路回家。

王 丹 勋 从 2013 年 开 始 驾 驶 301 路 公 交

车，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他很感慨：“这条路跑

了这么多年，眼见过去的一片片空地变成了

高楼大厦。”2016 年，遵义县撤销，设立了播州

区。随着建设步伐加快，301 路所途经的城乡

接合部也与中心城区无异。为满足沿线居民

的出行需求，当地推进公交服务均等化，301
路 从 过 去 的 90 多 个 站 点 增 加 到 了 如 今 的

102 个。

站点多了，公交车也好开了。“过去发动

机就在驾驶室右侧，又大又重，靠近大腿，夏

天能热出痱子。”回忆当初的情形，王丹勋直

摇头。2011 年，遵义公交车逐步更换为天然

气公交车，发动机改到后部。2015 年起，遵义

公交车又开始升级为纯电动车。“自动挡，空

调足，加装司机安全门，条件越来越好了。”王

丹勋说。目前，遵义市区新能源公交车数量

达 773 辆，电动化率达 60.53%。

遵义市没有地铁，公交车是市民出行的

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目前乘坐公交车的

大多是老人、学生和上班族。”遵义公交集团

党委副书记潘静介绍，遵义市各城区公交覆

盖面达 88.12%。今年 1 至 7 月，遵义公交运营

载 客 里 程 为 2820.06 万 公 里 ，日 均 载 客 量 达

38.84 万人次。

摆渡车辆连接景点
导乘大队服务市民

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洗马路上，一辆墨绿

色的公交车格外显眼。顺着车流，车辆开进

遵义会议纪念馆摆渡车停车区，司机曾宇踩

下刹车，回头向乘客说：“下车往后走，过个马

路就是纪念馆。”

这种墨绿色的公交车是遵义市游客集散

中心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摆渡车。“纪念馆在

市中心老城区，既是游客集中地，又是市民聚

集地，人多、车多，有时候能堵一两公里。”摆

渡车调度员黎义波说。

2016 年，遵义市开通了游客集散中心到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摆渡专线，并在纪念馆附

近的公交站划了专门的停车区。黎义波成了

专职的摆渡车调度员，负责在停车区引导和

调度车辆。旅游大巴则停在游客集散中心，

由摆渡车统一接送游客，很大程度缓解了老

城区的拥堵。

今年 5 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将参观时间延

长到晚上 9 点，摆渡车的运营时间也随之延

长。“现在每天平均发车 100 至 120 趟，我们晚

上九十点才下班。”黎义波说。

既要服务好游客，又要服务好市民。在

离遵义会议纪念馆不远的红花岗站，导乘员

邹兴琴头戴小红帽，手持小红旗，引导乘客有

序排队乘车。红花岗站共有 4 个站台 12 条线

路，是主要的公交枢纽站。除了引导车辆和

乘客，邹兴琴还会搀扶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

乘客上下公交车。邹兴琴熟悉公交线路，在

导乘间隙不时回答路人的询问。

2012 年 ，遵 义 市 取 消 了 公 交 车 人 工 售

票。遵义公交集团对公交监票员进行统一培

训，组建了公交导乘大队，在市区公交主干线

32 个站点维护秩序。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市民

认可，市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小红帽”。

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市民的体验也很

好。比如，遇到斑马线，公交车司机通常提前

20 米踩刹车，保证公交车稳稳停住。姜涛是

301 路公交车的常客，“师傅开得又快又稳，我

出门很愿意坐公交车。”

2020 年至 2022 年，遵义公交乘客满意度

连 续 三 年 超 过 80% ，2022 年 更 是 达 到 了

95.53%。“我们将待遇向一线司机和工作人员

倾斜，通过激励机制促进司乘人员为市民提

供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潘静说。

快递收发村内完成
交邮融合促进增收

下午两点半，孟波开着农村客运车进入

进化镇交邮融合综合服务站，趁着充电的间

隙，他去附近餐馆吃了饭。还有一个小时，快

递包裹就将在服务站分拣完成，孟波会把包

裹放进后备箱运送到各村。

进化镇交邮融合综合服务站原是镇里的

客运站，随着人们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传统农

村班线客流量逐渐减少。2022 年起，以进化

镇为试点，凤冈县对乡镇闲置客运站进行升

级改造，引入快递企业，配置充电装备，开设

百货商超，建成交邮融合镇级综合服务站。

同时在各个村利用小卖部打造村级服务点，

为村民收发包裹。

孟波所驾驶的 9 座新能源车也是在此番

改造升级过程中添置的。“车辆以优惠价承包

给个人，在镇内灵活经营，但有一个条件，就

是每天要将镇里的包裹送到各个村级服务

点。”凤冈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兰科辉介绍，

“对农村客运车辆捎带小件快件每件补助 3 毛

钱，对负责代收存放快递的服务站点每件补

助 2 毛钱，既增加农村客运车辆的收入，又激

活末端服务站点的消费潜力。”

出发送快递前，孟波接到两个电话，有 5
名乘客要到大堰村和熊坪村。“快递要进村，

人也要回家，这一趟下来一天的充电费用就

有了。”孟波自己家里的小卖部也是一个村级

服务点，“每天收车回家，顺便就将包裹带回，

省事儿又方便。”孟波说。

在临江村交邮融合综合服务点，村民陶

静来取包裹。“在第二格。”站点负责人周仁晋

指向货架。陶静是村里的网购达人，有了服

务点以后，她网购的次数明显增多，“家门口

就 能 取 件 退 货 ，再 也 不 用 跑 镇 里 了 。”陶 静

说。对于周仁晋来说，收发快递业务为小卖

部带来了客源，增加了收入。

临江大米是临江村的特色产品，米粒油

润透亮，畅销省内外。再过一个月，村里收获

的大米就要上市，服务点发快递的业务将会

增多。“过去的散单需要去镇里发快递，现在

村里就可以寄，大大节约了销售成本。”进化

镇党委副书记李翀介绍。

“通过交邮融合畅通农村物流‘毛细血

管 ’，为 快 递 企 业 节 约 成 本 ，群 众 也 享 受 到

了‘ 抬 脚 就 上 车 ，村 里 收 快 递 ’的 优 质 服

务。”兰科辉说。目前，凤冈县共开通“交邮

融 合 ”示 范 线 8 条 ，镇 级 服 务 站 月 均 增 收

5000 元。

公交车是市民出行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贵州遵义多举措提升服务质量—

升级硬件 增加站点 优化路线
本报记者 陈隽逸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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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站点数量满足沿线
需求、在热门景点设立专线摆
渡车缓解拥堵、改造乡镇闲置
客运站为居民收发快递……
贵州遵义多措并举提升地面
公交系统服务质量，便利群众
生活。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678 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7%，就业

形势总体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当

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依

然存在，尤其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

创近年新高，稳就业促就业仍需持

续加力。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

和社会稳定。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

在“毕业季”集中发力，更要以系统、

长远的眼光综合施策，完善就业链

条、健全长效机制、汇聚多方合力，推

动就业优先战略发挥更大效用。

一方面，优化供给，加强产教融

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突飞猛进，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相

关高校只有更加重视产业转型升级

带来的就业需求变化，深入开展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把就业工作贯穿

人才培养全过程，拉紧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衔接，才

能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

另一方面，搭建桥梁，破除信息

壁垒。青年人“求职难”和企业“招

工难”并存，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之

间存在信息壁垒。近年来，我国已

培育近 10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超过 20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

2500 万家“四新经济”民营企业，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广阔新天

地。然而，不少毕业生对中小企业

缺乏了解，同时中小企业也难以靠

“单打独斗”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亟待人社、教育、工

信、商务等部门和高校一道搭建信息桥梁、组建就业联

盟，让更多优质中小企业与大学生“面对面”，减少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

此外，针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

对象，也应健全长效机制，为其提供结对帮扶、见习培

训、就业补贴等一揽子支持政策，让他们享受到更周

到、贴心的“不断线”服务。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接下来，要继续把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宏观政策支持就业的

导向，持续用力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助力高校毕业生

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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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8月 9日电 （记者方敏）近日，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印发《上海市“15 分钟

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指引》。指引明确，上

海全面推进“15 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

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把就

业服务及时送到社区居民手中。

指引对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的冠名标识、站点布局、设施

人员配备、服务流程等予以了细化，同时，重点明确了社区

就业服务站点的多项基本功能。就业需求摸排。就业服务

人员走访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服务对象，形成个性化

就业服务档案，动态更新服务对象就业失业状态，跟进提供

服务。就业岗位筹集。筹集社区周边用工企业、个体工商

户、家政企业和平台企业岗位，开发社区公共服务资源，收

集岗位信息，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就业供需匹

配。提供岗位信息查询和推荐服务，上门推送就业岗位信

息。开展职业指导，指导帮办就业参保登记。就业能力提

升。宣传推介职业技能培训，提供针对性个性化职业技能

培训评价政策解读，指导劳动者选择适需职业技能培训项

目，使用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功能。

上海推进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

本报南宁 8月 9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广西壮族

自治区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建立健全

城镇困难群众长效救助帮扶机制，切实筑牢城镇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网，从 2022 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建立困

难职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如今，广西困难职

工的建档覆盖面显著提高。到今年 6 月底，广西各级工会

与民政部门互推疑似对象 4449 户，已审核受理 4412 户次，

成功建档近百户。

2022 年以来，广西利用工会与民政等政府部门数据比

对和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困难职工家庭申请受理环节纳入

社会救助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通过民政部门建设

的社会救助平台，实现在民政部门窗口受理的同时，转办困

难职工救助申请，简化建档流程，避免重复救助、遗漏救助

等问题，真正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从“群众跑腿”到“数

据跑路”，形成帮扶救助合力和资源的共享共通共用。依托

乡镇（街道）现有民政服务窗口，在受理社会救助申请时，将

申请家庭中的职工，通过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转介工会

部门审核办理困难职工帮扶，推动困难职工申请救助实现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广西形成帮扶合力救助困难职工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

蜀山区加大安居工程建设力

度，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提 升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

图为蜀山区一处安置房建设

现场。

陈三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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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随 着 市 民 卡 在 机 器 上 轻 轻 一

刷，浙江杭州余杭区居民冯女士的相关信息

便通过智能办事系统自动读取，“填写”到了

她需要办理业务的表格上。

“请您核对一下，无误后签上名字，就办

理完成了。”工作人员贴心提醒道。此时距离

冯女士走进人社办事大厅，不过 3 分钟。

“没想到，这些需要自己填的表格，也有

了‘智能助手’！”这天，家住余杭区余杭街道

通济社区的冯女士，正在辖区内的人社窗口

办理新增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申领业务，看到

现在的新科技，她赞不绝口。

此前，办理退休手续到填表台领取表格

后，还要回单位盖章，再携带相关表格到窗口

办理。“程序繁琐是一方面，关键是有些信息

咱也不确定，填错了咋办？”冯女士不无担心。

原来，冯女士办理退休手续需要手动填

写到达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资格确认

表、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信息表、女

职工选择退休年龄申请书、女职工退休年龄

规定告知单、新增退休人员申请表等 5 张表

格，其中 8 类信息还涉及重复填写。

“我们创新开发智能表单智能办服务，智

能系统经实人认证授权后，可以读取 95%的

相关信息，申办者只需要确认填写 5%，让老

百姓来窗口办事更加便利，提升效率。”余杭

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张晓珺说。

不仅如此，现在单位人事经办人员可以

直接在业务窗口，凭单位退休人员本人的社

会保障卡直接完成 5 张表格一键填报，直接省

去了大量的重复填写时间，打印后由单位盖

章、退休职工本人签名后即可快速办理退休

人员养老待遇申领手续。

“平台包含高频社保事项表格办理、历史

表格数据查询等模块，有效解决群众‘不会

填 ’‘ 填 错 了 ’等 纸 质 化 填 写 难 处 。”张 晓 珺

说。目前，由于办理工伤业务的群体在申请

工伤保险待遇时，对工伤认定书编号、申请认

定时间等信息较为模糊，往往需要花大量时

间查询信息，自从有了平台系统的自动读取

功能，办事时间大大缩短。

如今，余杭区在社保中心窗口端运行的

“智能办平台”，通过打造集窗口、移动端、PC
三端于一体的社保智能表格应用服务，办事

群众可选择在窗口刷卡办理或在大厅一键扫

码手机智能填表，甚至在 PC 端提前填报打印

表格盖章后携带表格至窗口办理。

数据显示，从今年 3 月 1 日至今，平台在

社保中心窗口试点办理业务事项达 8087 件，

支 持 办 理 13 项 高 频 事 项 ，效 率 提 升 达 60%
以上。

目前，余杭区在社保服务触角向基层村

社延伸，让居民就近“一站即办”的基础上，通

过“智能办平台”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同时安

排工作人员走出窗口协助企业或个人办理业

务、线上提前预约等，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一站即办、一键智办、

一路协办。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服务系统迭代升

级，扩大设计系统表单范围，全面覆盖 47 项高

频业务，并逐步以余杭区政务服务中心为原

点辐射全区社保经办授权服务网点，让业务

办理更方便、更贴心。”张晓珺说。

浙江杭州余杭区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保窗口业务效率——

填表也能“一键智办”
本报记者 窦 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