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技能、没工作，曾经只能四处碰机会、

打零工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安家庄村村民

安玉涛，如今有了新身份——“赵州梨农”。

石家庄市赵县梨树种植历史悠久，“赵

州 梨 农 ”是 当 地 依 托 梨 树 特 色 种 植 产 业 打

造 的 劳 务 品 牌 。 2023 年 11 月 ，当 时 正 打 算

换工作的安玉涛看到“赵州梨农”的培训宣

传 后 ，报 名 加 入 了 同 村 杨 建 民 的 梨 树 管 理

社 会 化 服 务 队 。 经 过 队 里 老 师 傅 的 指 导 ，

如今安玉涛已掌握了不少梨树养护知识和

技能。

新技能带来了新工作。“去年入冬以来，

我 就 跟 着 服 务 队 四 处 忙 活 ，一 刻 都 没 闲 下

来。”安玉涛说，仅 4 个多月下来，他便挣了近

两万元。

“赵州梨农”“赞皇枣农”“同福食品人”

“冀联农民工”……近年来，石家庄市把强化

劳务品牌建设作为带动乡村劳动力就业、推

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持续打造了一个个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

和技能特点的劳务品牌，不断带动农村地区

人口就业。

劳务品牌更多了，规模更大了，人气更旺

了。在劳务品牌建设的带动下，在石家庄，越

来越多的农民有了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

入和更可靠的保障。

打造劳务品牌，把行业
名片擦得更亮

在杨建民的梨树管理社会化服务队，像

安玉涛这样的农民共有 15 人。每年从入冬

起，他们就奔波于各地梨园管护梨树。“咱们

‘赵州梨农’技术过硬、品牌响亮，好多外地梨

园请我们去打理。”杨建民说，剪枝整形、疏花

授粉、水肥管理、套袋、摘果等，只要和梨树种

植相关的，服务队都能胜任。

技术够硬，收入也稳定。“每人一天 180
元，入冬以来，各个梨园的‘邀约’就没断过。”

说话间，杨建民又接到了一家梨园的电话，想

请他们在 5 月中旬去给梨果套袋，杨建民笑着

应了下来。“现在，我们服务队的‘档期’都已

经排到 7 月后啦。”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新的

日程，杨建民笑着说。

在赵县，像杨建民这样的专业梨农团队，

共有近 400 支。从 2023 年创办至今，“赵州梨

农”已成为当地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带动

了众多农民就业创业。

“劳务品牌有助于促进就业。劳务品牌

打响了，就意味着能吸纳更多的就业者，让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靠着手艺端上稳定的‘饭

碗’。”赵县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秦红伟

介绍，赵县目前梨果种植面积 25 万亩，年产量

60 万吨，已形成生产—贮藏—加工—包装—

运销一体化的成熟产业链条，全县梨果及相

关产业年产值达到 25 亿元以上。在此基础

上，赵县不断加大“赵州梨农”劳务品牌开发

和 产 业 发 展 力 度 ，促 进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就业。

如今，随着“赵州梨农”品牌逐渐叫响，相

关产业的从业者达 14 万余人，每年输出农村

转移劳动力 3000 余人次，增收 1600 余万元，

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具有当地特色的品牌

从业队伍。

“‘赵州梨农’劳务品牌如今已经成为一

种‘质量认证’，让客户放心用工，也让农民安

心就业。”赵县赵州梨产业发展协会会长安青

川说，如今“赵州梨农”不仅服务于本地和周

边 市 县 ，还 走 出 河 北 省 ，向 新 疆 、河 南 等 地

输出。

“劳务品牌带动的就业人数多，就业稳

定、收入高，权益也有保障。经过多年发展，

石家庄市的劳务品牌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和助推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石家庄市

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会革表示，石家庄市

目前共创建培育 42 个劳务品牌，覆盖一二三

产业，多数集中在农业生产、手工艺制造、运

输、家政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近 3 年，累

计帮助就业 58.58 万余人。

强化技能培训，让就业
饭碗端得更稳

“多亏了咱公司的‘同福食品人’劳务品

牌，让我吃上了‘技术饭’，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石家庄市栾城区的河北同福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面点生产车间内，车间主任王红翔正

忙着制作她最拿手的小笼包。调馅、擀皮、捏

褶……王红翔动作利落，不一会儿，一个个雪

白饱满的小笼包便摆满了操作台面。

从全职妈妈变成车间主任，马家庄村村

民王红翔的“成长”源于 4 年前的一场招聘会。

“ 孩 子 上 学 后 ，我 想 找 一 份 稳 定 的 工

作 ，但 因 为 没 有 一 技 之 长 ，迟 迟 没 有 进 展 ，

心 里 一 直 愁 得 慌 。”2020 年 ，在 村 干 部 的 宣

传下，王红翔来到县里参加了一场招聘会，

没想到顺利入职了河北同福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上岗前公司会有专门的培训。”王红翔

说，一入职就有师傅带着教技能，公司还会定

期举行业务培训提升职工的综合素质。“除了

这 些 ，公 司 还 鼓 励 我 们 考 取 相 关 职 业 资 格

证。”工作 4 年，在公司相关规定的激励下，王

红翔考取了初级中式面点师证。如今她不仅

会做各式各样的面点，还懂得面点的制作原

理、面点文化，了解相关卫生安全知识，职业

前景广阔。

为帮助农村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近年

来，栾城区依托河北同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积极打造“同福食品人”劳务品牌，并开展岗

位练兵、职工技能提升等培训模式。5 年来，

带动当地 5000 多人实现就业。河北同福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郭木杉介绍，今年

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培训补贴力度，结合员工

培训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不

断提高大家的技能水平。

“目前石家庄市创建培育的劳务品牌，涉

及中高端技能型、高品质服务型、文化旅游

型、民生保障型 4 个类型。近 3 年，年均培训

培养相关从业人员 9.53 万人，人均年收入可

达 6 万元。”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农村劳动

力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梁静说。

提供多重服务，让农民工
维权更有保障

过了工资发放日半个多月，钱却迟迟没

到账，在石家庄市一家物流运输企业上班的

货车司机张晓华心里直打鼓，“忙活了这么

久，工资拿不到手可咋办？”

入职时，帮助介绍工作的“冀联农民工”劳

务品牌承诺遇到问题能找他们，抱着试试的心

态，张晓华拨打了劳务品牌的热线电话，向工

作人员说明了情况。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晚

上打完电话，第二天下午，这事就有了回音。

“工作人员问清情况，还让我看了盖有企业

印章的纸质说明书。企业承诺不久后就会发

放工资。”张晓华说，“以前找工作，最怕遇到纠

纷，如今有‘冀联农民工’给咱兜底，放心多了。”

为充分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近年来，

“冀联农民工”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河北冀联

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构建“冀联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一键签

订电子劳动合同、配置职业伤害保险、设置 24
小时求助热线、提供专业法律团队维权等，让

农民工就业有去处，维权有渠道。

河北冀联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吴晓军介绍，2023 年，“冀联农民

工”劳务品牌为农民工提供工作机会 30 万人

次，提供电子劳动合同签署服务 23 万人次，为

农民工购买了职业伤害责任保险 15万人次。

“我们还为求职农民工建立云档案，对其

求职经历、技能培训、证书获取等持续记录，

并免费保留其 5 年内的所有电子劳动合同，解

决农民工遇到劳动纠纷时调查取证难、材料

举证难等问题。”吴晓军说，依托线上公共服

务平台，“冀联农民工”为就业的农民工们建

立电子签章、工资管理档案，当他们遇到劳动

纠纷时，便可通过平台将相关证据一键转发

给相关管理部门，帮助农民工举证维权，消除

农民工求职就业的后顾之忧。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劳务品牌技能含

量高、就业带动力强、社会影响大，是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持久动力。”张会革

说，未来将继续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劳务品牌，

按照“一县一品”甚至“一县多品”的原则，通

过市场化运作、规范化培育，不断提升劳务品

牌的影响力，吸纳和带动更多劳动力实现就

业和转移就业，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赵州梨农”“赞皇枣农”……河北石家庄持续创建42个特色品牌

培育劳务品牌 带动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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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劳务品牌，促进农村
劳动力就业；加强业务培训，
帮助村民提升职业技能；构建
服务平台，保障农民工劳动权
益……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
市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行
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劳务品
牌，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业
增收。

本报西昌 3 月 27 日电 （记者杨彦

帆）国家卫生健康委 27 日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

长米锋介绍，2024 年卫生健康工作的一

项重点内容，是创造性落实以基层为重

点的工作方针，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基层。将以人员下沉为重点，全面推开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加强县乡村医疗服

务协同联动；积极落实好推动城市医疗

资源下沉的政策措施，分层有序做好县

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的支援工作，多措并举激发

上级医疗机构下沉优质资源的积极性。

27 日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西昌

市举办了全国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集

中示范活动暨“名医走基层 志愿服务

行”活动。“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

度人物志愿服务总队通过专家义诊、医

学咨询、健康科普，深入凉山州医疗机构

进行带教查房、业务讲座，把健康服务送

到百姓身边。

米锋说，2018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

康委组织号召先进典型开展“名医走基

层 志愿服务行”活动。去年 2 月，在凉

山“三下乡”活动上成立了“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总队，总队设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队员为卫生健康

系统先进典型代表。成立这个总队，就

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名医走基层 志愿

服务行”这一品牌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加强对地方和专业领域的指导联动，形

成品牌矩阵，让医疗志愿服务能够做到

常下乡、常在乡、常惠乡。

在四川，“万名医护走基层”已经成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

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品牌活动。“一

年来，四川全省医疗志愿服务活动场次

近万场，参与专家、志愿者 4 万余人次，

直接惠及群众近 200 万人，为群众节省

看病费用 1 亿元。”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

任徐斌介绍，当地组建了“省总队、市（州）支队、志愿服务团

队、志愿服务小分队”四级队伍，志愿服务团队每队是 10 至

30 人，志愿服务小分队每队是 5 至 10 人，省总队、市（州）支

队分别达 1400 余人、1.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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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白剑峰）国家卫生健康委

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要求确保助产

服务可及性，提高助产服务质量，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助产服务是基本医疗服务，关系母婴安全健康，事关千

家万户幸福。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

底责任，并对加强助产服务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强化助产服

务规划布局，确保助产服务供给，有效满足孕产妇需求；二

是主动公布助产机构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方便群众有

序就医；三是强化助产服务质量管理，全面提升质量安全水

平；四是开展生育友好医院建设，优化孕产期保健服务，促

进安全舒适分娩；五是规范助产服务资源调整，明确调整程

序，确保助产服务可及性；六是健全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构

建促进产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调动产科医务人

员积极性。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内

助产服务资源进行规划布局，确保助产服务供给，有效满足

孕产妇需求。推动省级和市级妇幼保健机构达到三级妇幼

保健院标准，人口 30 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 2 家

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 30 万以下的县（市、

区）原则上至少有 1 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地

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要保障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

备助产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强化规划布局

确保助产服务供给满足孕产妇需求

“飞线”消失了，停车位规范了，垃圾不再

乱堆了……“我在这里住了 20 多年，邻里关系

好着呢。真叫我搬，我还舍不得！”走进江西

省南昌市东湖区赣桥南路的朱家湖小区，谈

起当下的生活，居民姚国平连连点赞。

姚国平所在的朱家湖小区，始建于 1998
年。目前，这里道路整洁干净、车辆摆放有

序，作为老旧小区也不显拥挤，还留出公共

区域供老人散步、孩子们玩耍。“8 年了，小区

终于变了样！”62 岁的姚国平是小区的业委

会主任，他表示，小区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地

势却稍低，过去只要下雨超过两个小时，小

区里就会积水，仅 2022 年，朱家湖小区就积

水 16 次。

改变发生在去年。2023 年，东湖区针对

居民反映较为强烈的老旧小区存在的“街老、

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等情况，本

着为群众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城市生活的

原则，继续推动老旧小区品质功能提升，共投

入 3.2 亿元完成了 38 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

民 1.6 万户。2023 年 7 月，朱家湖小区被列为

东湖区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对象。政府部门

专门为小区建设了自动化的抽水泵站，同时

对小区内的排水系统进行重新改造。此外，

还翻修路面、重修围墙，并给每家户外安装了

油污托盘，从此小区不再为积水犯愁，也变得

格外干净整洁。

“改造工作不是普通的修修补补建设工

作，对街道和社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建设

工作，更是一项涉及广大居民的群众工作。

我们也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和老百姓面

对面、心贴心，着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东

湖区老旧办工作人员刘珑瑶表示。

“太方便了，一键直达，原来不方便下楼

的老人，现在可以每天下楼散步了。”说起加

装好的电梯，东湖区大院街道体苑社区的 75
岁居民颜向阳满心欢喜。

既 有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是 解 决 老 人 出 行 难

题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居 住 幸 福 指 数 的 民 生 实

事。作为南昌市中心的老城区，东湖区不少

居民对于加装电梯有强烈需求。2020 年，东

湖区推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后，该区住

建局制定了如“一至二楼不出资、三至七楼依

据单元上楼台阶级数出资”等针对性实施方

案。自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全

区累计完工 77 台，惠及居民 1078 户，对符合

加装条件的住宅做到了“能装尽装”。如今，

在东湖区，越来越多老房子有了新模样。

“补齐民生基础设施功能短板，对辖区

内有共同改造需求的老旧小区进行整合，以

社 区 、片 区 改 造 形 式 同 步 推 进 。”刘 珑 瑶 表

示，“打造美丽幸福小区，要让老小区的居民

住得暖心，生活安心！”今年，东湖区计划总

投 资 4.7 亿 元 ，对 刘 将 军 庙 小 区 、南 大 家 委

会、师大家委会等 67 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

涉及全区 7 个街道、43 个社区，改造房屋 694
栋，惠及居民 23453 户，总建筑面积约 210 万

平方米。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去年投入3.2亿元推动改造

基础设施补短板 老旧小区变模样
本报记者 王 丹

清晨，天刚蒙蒙亮，寒意还很足。黑龙江省安达市医院

的医护人员整理好去吉兴岗镇卫生院看诊的仪器和药品，

坐上了移动看诊车。乡亲们接到消息，早早在镇卫生院门

前排起了长队。

据安达市医院院长王志强介绍，近年来，安达市大力推

动医疗联合体建设，市医院与天津市胸科医院、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等组建了医联体，并与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

的三甲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每周都有三甲医院专家

到安达出诊。最近，安达市医院合作达成帕金森农民患者长

期义诊筛查计划，通过开展医生培养、义诊服务及患者救助

等系列活动，提升基层医生对帕金森的诊治水平。

在安达市域内，还组建了由二级公立医院为牵头单位，

21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成员单位的紧密型医疗共同体，

各层级医疗机构人员互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上下联动，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的信任度不断攀升。

“家门口新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点病开点药方便

多了！”安康社区居民朱玉琴大娘今年 75 岁，患有糖尿病的

她不用再赶路买药了。为了方便基层群众看病，安达市四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与安达市医院、中医院紧密合作，

市医院在新成立的安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年设立专家诊

室，每周一至周五都会派专家出诊。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向外向上联合、专业全覆盖；向

内向下联合、基层全覆盖；内外双向联动、建立转诊机制的

医联体格局，以诊疗服务、健康指导、人员培训、转诊流程等

医疗业务的整合为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患者无论在乡镇村屯，还是在街道社区，都可以享受到基层

医疗机构与三甲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检查结果互认、专家

到社区出诊等优质诊疗服务。”安达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柴立

明说。

黑龙江省安达市深化医联体建设

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方 圆 高洪刚

近日，福建省南安市

洪濑镇福林村的智慧育秧

中心，新添置的循环运动

式育苗设备上的秧苗长势

喜人。上盘、铺土、播种、

滴灌、光照，一个个秧盘，

通过自动滑轨上下循环，

让秧苗盘轮番接受光照和

滴灌，15 至 20 天就可以完

成一个育秧周期，比传统

育秧大棚减少 7 天。智能

科技育秧不仅告别了“靠

天吃饭”，还大大提高了育

秧效率和秧苗品质。

图为 3 月 26 日，农户

在智慧育秧中心查看早稻

育秧情况。

张九强摄（影像中国）

智
慧
育
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