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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大龄群体——

开发合适岗位，有针对性
组织技能培训

“小儿推拿特定穴适合 6 岁以下的孩子，

年龄越小推拿效果越好……”位于河北省衡

水市阜城县的德隆职业培训学校内，一堂“婴

幼儿健康护理公益课堂”正在进行。讲台前，

教师张春玲详细讲解中医小儿推拿知识；讲

台下，100 余名妇女认真听讲，仔细记录。

“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在工作中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帮助婴幼儿健康成长。”今年 50
岁的张俊然家住阜城镇尤常巷村，是一名“阜

城嫂”，如今在衡水市区当月嫂，月工资有 1.2
万元。为了持续提升劳动技能，她隔段时间

就会重回学校，上课“进修”。

“近年来，阜城县聚焦大龄人群、失业人员

和留守妇女等群体的就业问题，依托德隆职业

培训学校的平台优势，发挥家政服务在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打

造‘阜城嫂’这一劳务品牌。”阜城县人社局副

局长蒋庚介绍。如今，已培养“阜城嫂”6.51 万

人次，向京津等地输出 4.12万人次。

“职业培训让我有了知识和技能，收获了

稳定的工作。”此前，家住阜城县古城镇郝家

庙村的历杏兰因为年龄较大、缺乏技能一直

未能就业。几年前，她在德隆职业培训学校

参加养老护理课程培训，考取养老护理员证

后，到北京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今年是我工

作的第四年，用专业的知识为老年人进行日

常护理，我感觉很有意义。”历杏兰每月工资

有 7000 多元。

大龄群体是就业困难群体之一。“随着年

龄增长，劳动能力衰退、技能储备不足等因

素，导致大龄劳动者就业困难较大。”衡水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刘勇介

绍，针对大龄劳动者和就业市场的需求，衡水

大力开展家政服务、保安、面点等技能培训，

不断增强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

今年 9 月，河北省人社厅印发《强化支持

举措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的九条措施》，提

出 要 优 化 服 务 保 障 ，拓 展 银 发 群 体 增 收 渠

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提高大龄劳动者

求职能力上下功夫，同时积极引导用人单位

开发‘适老化’岗位，拓宽大龄劳动者就业渠

道，加强就业帮扶，让越来越多的大龄劳动者

实现自我价值，发挥社会作用。”刘勇说。

帮助残疾群体——

完善支持政策，引导企业
集中安置工作

走进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的润庐工

坊，刚一进门，便会听到王启军的一声：“您

好！”王启军口齿有些不清楚，但依然十分热

情：“拿快递请直走左转，我可以带您过去。”

王启军是一名残疾人。“2021 年，王启军

刚来的时候，非常腼腆，很少主动说话。经过

工坊的技能培训和社会融入指导，他已经能

够与人交流，我们就把他安排在门口做引导

工作。”润庐工坊负责人刘仁如说。

润庐工坊全称为润庐残疾人辅助就业工

坊。“2021 年，我们通过引入专业的残疾人就

业技能培训公司，打造了残疾人辅助就业机

构——润庐工坊。目前吸纳了 39 名残疾员

工，并配备了 8 名培训管理人员。我们不仅免

费提供场地，残疾人工资和运营费用也由政

府兜底。”庐阳区残联就业所所长张毅说。

“在润庐工坊，残疾人可以学习简单的手

工活。我们还通过组织志愿活动、外出参观，

引入高校志愿团队，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刘

仁如说。

2022 年 9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安徽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2022—2024 年）》，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在

辅助性就业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配备残

疾人就业辅导员，并提供适当补贴。截至 6 月

底，安徽已有 200 余家辅助就业机构，解决了

4600 余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早上 8 点，程志飞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生

产车间。他是位于宣城市宁国市的安徽津桥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主要负责操

作印刷机器。

程志飞患有听力障碍，从 2005 年进入企

业，他已经在这里工作近 20 个年头。“他工作

起来非常认真，工作效率不比别人差。”安徽

津桥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说，目前

该公司已聘用了 26 名残疾人，是一家集中安

置残疾人企业。

企业集中安置残疾人背后是实打实的政

策支持。“对于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月安置残疾人的人数不少于 10 人，且占在

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并符合其他

相关条件，就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宣

城 市 残 联 劳 动 就 业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陈 晔

表示。

以安徽津桥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为例，该

公 司 每 年 可 享 受 150 万 元 左 右 的 增 值 税 退

还。目前，宁国市已有集中安置残疾人企业

31 家，安置残疾人就业 622 人，每年给予集中

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税收优惠 4000 余万元。

“我们还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建立残疾人大学生‘一

人一策’就业服务台账、开展就业技能或创业

培训等，努力让残疾人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安徽省残联基金教育就业处处长刘群说。今

年 1—6 月 ，安 徽 城 镇 新 增 残 疾 人 就 业 4096
人、农村新增残疾人就业 10697 人，完成残疾

人职业培训 10476 人。

服务较长时间失业群体——

提供就业指导，找准定位
提升工作能力

早上 8 点，39 岁的李璐迎来了一天中最

忙碌的时光。

在此之前，她早早起床，做好了全家的早

饭，再将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家门口的幼儿园

和小学，然后来到对面小区，到一对空巢老人

家里做家政服务——拖地板、擦桌子、洗衣

服、做午饭……

李璐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清名桥街道

古运苑社区的居民，也是一名新无锡人。10
年前，她与丈夫来到无锡生活，在一家房地产

公司从事销售。5 年前，因为事业发展和家庭

原因，她选择辞掉了当时的工作，却一直没有

找到合适的岗位。

李璐在求职中遇到两个困难：一是自己

要照顾两个孩子，离家远或者要坐班的工作，

难以胜任；二是缺乏专业技术和就业竞争力，

工作空档期很长，许多岗位要求 35 周岁以下，

自己的机会不多。

今年 9 月初，社区党委书记姚琳在走访中

了解到她求职的困难，将她领到本社区的“春

蚕·时光里”就业服务站介绍工作。姚琳介

绍，这是去年 8 月社区孵化的创业带动就业

项目。

考虑到李璐希望“照顾家庭与灵活就业

相结合”的实际情况，服务站从家政公司请来

老师，对李璐这批再就业人员进行为期两周

的培训，包括清洗收纳、营养搭配、老年心理

等，然后她签订合同、正式上岗。

姚琳介绍，在培训人员中，有好几名是本

社区及周边社区的长期失业人员，他们的困

难和李璐类似：家中有老人或小孩要照顾，同

时就业技能不足、年龄不上不下，希望有份弹

性灵活且收入稳定的工作。如今，有了家门

口的“饭碗”，又有社区做后盾，劳动权益能够

得到充分保障。

“我一般上午忙完家政工作，下午就可以

自由支配时间，每月工资 3000 多元，在照顾家

庭的同时增加了收入。”李璐说。

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部副

部长黎波告诉记者，无锡人社部门为失业一

年以上人员提供重点就业援助服务，包括免

费提供就业指导、岗位推介、培训推荐、心理

疏导等“一对一”服务；同时积极引入各类社

会资源，强化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站点建

设，鼓励基层结合自身条件开展重点群体帮

扶工作。目前，该市已建成 159 个社区（村）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多形式开展就

业服务，2023 年至今，全市帮扶长期失业人员

就业 124 人。

（文中残疾人均为化名）

各地针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群众，开发合适岗位，开展技能培训

多措并举帮扶就业困难群体
本报记者 邵玉姿 罗阳奇 姚雪青

9月 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

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

劳动技能偏弱、就业渠道不足、对

市场需求不了解，是大龄、残疾、较长时

间失业等群体面临的困难。为克服这

些障碍，各地尝试提供更加细致的指导

服务，开发合适岗位，提供工作信息，组

织技能培训，为困难群众顺利就业创造

条件。 ——编 者

“链条掉了，车停旁边，我手头

这辆车修好就给你修。”10 月 12 日

晚，浙江杭州中山北路和百井坊巷

路口，身穿红色志愿者衣服的熟悉

身影准时出现在修车摊位，在各式

自行车、电动车间忙个不停。

定睛一瞧，正是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杭州公交集团原 28
路司机孔胜东。“退休了，但是没完

全退。”他打趣道。

在杭州，不少人都坐过孔胜东

驾驶的公交车，尤其是这趟从火车

东站到植物园的 28 路。车上整洁

温馨，不仅张贴着由他设计制作的

沿线导游图、转乘示意图，还有他标

志性的人工报站。

今年 8 月 30 日，孔胜东跑完了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趟车。在这条熟

悉的公交线路上跑了 27 年，每天 4
圈，一天 100 多公里，总共超 85 万公

里，其间零违章、零事故，孔胜东驾

驶的这趟车早已成为乘客们心中的

“放心车”。如今，他在老乘客、老朋

友和同事们的见证下光荣退了休。

退休后，孔胜东脱下蓝色的公

交制服，又穿上志愿者红马甲，变成

修 车 摊 上 的 孔 师 傅 。 每 周 六 晚 7
点，他定会准时出现在修车摊位前，

风雨无阻。

“退休后忙不忙？”孔胜东停下

手中的活说，退休了，反而修车量比

之前还大了，“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是

专业修车师傅了，这里就是我修自

行车的‘专家门诊’。”

这 个 修 车 摊 在 1986 年 由 孔 胜

东一手张罗起来，不管酷暑严寒，他

每周六晚必出摊，为来往市民义务

修自行车，不收一分修理费，至今已

累计修车超过 4 万辆，早已成为杭

州市民耳熟能详的志愿修车点。

“等街道服务中心建好，那里会

集成各类志愿服务队伍，提供多样

化的服务，以满足民众需求。”孔胜

东期待着。

不只这个修车摊，孔胜东在退

休后更热衷于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活

动。他还成立了“孔胜东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带动更多人

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奉献爱心。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他也没

闲着，“以前开公交车到斑马线会礼让行人，10 月 1 日我去

劝导年轻人走路不要看手机。第二天又去帮社区流感疫苗

专场做志愿者……”

“公交车有起点和终点，为人民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退休前，孔胜东常把这句话挂嘴边，如今的他，依旧

如此。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他的热情也感染激励着身边人，

2012 年初，孔胜东当时所在的杭州公交三公司成立了志愿

服务队，如今队伍不断壮大，其中有公交后勤，有一线司机，

还有技校学生，队伍越来越庞大。告别熟悉的岗位，孔胜东

把接力棒交给徒弟沈佳奇，再三嘱咐着，为群众服务的理念

可一定不能断。如今，小沈每周六也准时出现在修车摊，师

徒俩齐上阵。

孔胜东说，自己一直有两个梦想——开一辈子公交车、

做一辈子志愿者。如今第一个梦想圆满完成，作为志愿者，

孔胜东说：“只要还有力气，就会一直把修车摊开下去，直到

干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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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早上 8 点，湖南沅江的郭红旗在家里把擂

钵、茶叶、小米以及新鲜采买的烧烤原材料搬

上三轮车。不一会儿，1 公里左右的路程跑

完，老伴王丽华就张罗着在胭脂湖村的一片

沙滩前摆开摊位。

沙滩边，一碧如洗的胭脂湖，波光潋滟、

水杉当红，秋色正好。

“国庆假期都过去了，还是有不少人过来

打卡。”郭红旗告诉记者，“这地方，现在从春

忙到夏，从夏忙到秋。‘早八’到‘晚六’，都不

缺人气。”

像 郭 红 旗 家 一 样 ，依 托 自 然 美 景 的 优

势 ，全 天 候 在 湖 边 做 旅 游 小 生 意 的 胭 脂 湖

村 村 民 ，至 少 有 十 几 户 。 逢 节 假 日 ，还 要

更多。

可就在几年前，湖边还鲜有人迹，为何有

这变化？

“关键是因为修好了路。”郭红旗说。胭

脂湖村地处益阳市和沅江市之间，一条国道

G234，串起车水马龙。风景好，资源好，胭脂

湖村老早就在谋发展出路。只可惜，通村道

路的问题，成了发展阻碍。

衔接国道的入村公路虽然才 3.5 公里长，

但在 2017 年之前，只有一条路基仅 3.5 米宽的

低标准公路。“路不好，别说搞旅游，就是全村

20 个村民小组、2800 多口人进出都不方便。”

村党支部书记郭智华说。

当时有好几家企业想到胭脂湖村投资，

看见村里的交通状况，扭头就走。

问题显而易见，拓宽道路迫在眉睫，可资

金、设备、技术都有欠缺。村党支部带着村民

们想办法，从夯实路基开始，有地出地，有力

出力。路基逐渐加宽，拓展至 6 米；路线越来

越长，从村部向湖边延伸，逐步显现环湖路线

的雏形。

看中胭脂湖村的资源禀赋，更看中村民

们 肯 干 实 干 ，沅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以 及 村 子

所 在 的 胭 脂 湖 街 道 ，开 始 给 予 政 策 倾 斜 。

随 着 沅 江 市 胭 脂 湖 旅 游 区 项 目 启 动 ，通 往

胭 脂 湖 村 的 公 路 被 纳 入 沅 江 市 农 村 公 路

项目。

有了好政策，村民们干劲更足，自筹资

金 超 60 万 元 ，和 项 目 资 金 拢 到 一 起 ，道 路

建 设 如 火 如 荼 。“ 单 改 双 ，白 改 黑 ，老 百 姓

还自发投入村道两旁绿化美化建设。”郭智

华 说 ，去 年 完 全 建 成 后 ，主 干 道 成 了 6 米 宽

的 双 行 线 ，道 旁 紫 薇 娇 美 、竹 柏 常 青 ，还 没

入 村 就 成 了 一 道 风 景 线 。 临 水 一 带 ，通 过

科 学 规 划 ，形 成 了 可 供 游 玩 的 环 湖 景 观

公路。

路畅业兴，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干

了 20 年厨师的村民胡立军，也成了农家乐“时

光小院”的经营者。“每天至少租出去两三间

客房，吃饭人多的时候，还得到村里请人。”他

乐呵呵地说。

不只旅游一项，村里数千亩的柑橘、苗木

等传统农林产业也跟着振兴。金秋时节，漫

山的柑橘一片金黄，村民李建南乐得合不拢

嘴，“以前施肥上山肩挑背扛，收橘子的大车

还进不来；现在大车能开到家门口，开到橘园

下。”他粗略估算了一下，自家 12 亩橘园，光是

节 省 的 人 工 费 和 转 运 费 ，一 年 就 在 3000 元

以上。

致富效果逐步显现。“目前，全村平均七

成家庭有了三轮以上机动车辆。”郭智华告诉

记者。

“着力解决农村路网结构不优、通达深度

不够、功能不尽完善等系统短板，沅江市深入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力铺好群众‘出行

路’‘致富路’。”沅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崔艳

辉说。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通达里程达

3800 余公里。

湖南沅江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全力铺好群众“出行路”“致富路”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本报北京 10月 13日电 （记者施芳）北京市民政局等

11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老老人”服务保障的若干

措 施》，推 出 20 条 措 施 ，进 一 步 提 升“ 老 老 人 ”服 务 保 障

水平。

据介绍，“老老人”是指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包括

高龄失能失智和高龄自理老年人。北京市 80 岁以下失能

失智老年人也参照本政策执行。

北京加强“老老人”需求调查和兜底保障。明确优化

“老老人”补贴津贴制度，强化“老老人”兜底服务，加强家庭

养老床位建设和供给，开展“老老人”特别是老残共养家庭

监护服务试点。优化“老老人”服务设施功能布局。精准布

局养老服务中心，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网络。

完善“老老人”医疗服务供给。将完善医养结合对接机

制，支持以有偿签约服务等方式促进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签

约合作服务，优化医疗护理服务资源供给。推进“老老人”

服务专业化标准化智慧化。加大家庭照护人员培训支持力

度，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生活数据异常监测预警体系，

探索拓展智慧养老场景应用。

11部门联合出台措施—

北京加强高龄老年人服务保障

退休后的孔胜东为市民免费修自行车。

杭州公交集团供图

近日，贵州省榕江县组织医务人员携带医疗仪器、药品，上门为农村老年人、孕产妇和慢性疾病患者体检、诊疗，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健康服

务。图为在榕江县三江乡长岭村，医务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 周光胜摄（影像中国）

本 报 南 昌 10 月 13 日 电

（记者周欢）近日，江西省邮政

管理局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

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提升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水平十条

措 施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通

知》），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得 到 进 一 步

保障。

《通知》提出了十条措施，

包括强化就业服务保障、规范

平台企业用工行为、引导合理

确定劳动报酬、合理安排休息

休假、提升社会保险参保覆盖

率、推进劳动保障权益集体协

商、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归

属感、畅通劳动保障权益维护

渠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强化平台企业协同治理等。

《通知》要求，加大新就业

形 态 劳 动 者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力

度，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加强平台企业用

工规范指导，引导平台企业规范用工，积极履

行用工主体责任；对于快递物流等涉及交通

安全的新业态行业，平台企业应利用信息化

技术手段或其他方式，优化休息规则；健全新

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针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与企业间的劳动报酬、奖惩、休息、

职业伤害等劳动纠纷，提供一站式解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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