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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8日，随着
邵阳交通学校申请的第一张
直接支付电子凭证从生成到
专网传输发送至交通银行，
再到中国人民银行清算的完
成，标志着我市国库集中支
付业务电子化系统正式上线
运行，交通银行邵阳分行成
为邵阳市首家国库集中支付
业务电子化运行银行。财政
资金申请、支付、清算全过程
实现跨系统联网操作及“无
纸化”运行。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
化作为我市深化财政国库管
理改革工作的重心，其上线工
程涉及财政、人行及代理银行
三方成员单位，在省财政厅和
省人行的精心指导下，我市克
服时间紧、业务多、工程重等
困难，在各单位部门协同努力
及精密配合下，从2016年9月
正式启动电子化改革工作，经
过大半年的紧张工作，完成了
联网调试及系统升级改造，终
于实现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从“签字画押”到“电子签章”，
从“跑银行”到“点鼠标”，足不
出户即可实现资金拨付。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
化上线，在加强了财政资金安
全性的同时，节约了财政运行
成本，实现财政数据规范化管
理，大大提升了政府部门行政
效能和业务效率。

（陈笋 马雯雯 刘萍）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系统成功上线运行

本报讯 2月28日，农行
邵阳分行召开2017年党建和
经营工作会议透露，该行今年
紧跟邵阳市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和

“二中心一枢纽”的战略，计划
年度新增贷款 22 亿元，全力
推进PPP项目重点营销，积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

支持一批能源、交通运输、水
利、环境治理保护、棚户区住
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领域重点项目。

农行邵阳分行将总结邵
阳县人民政府合作推出政府
增信“油茶贷”的经验，围绕区
域内生猪、烟叶、油茶、脐橙、
柑橘、水稻等特色产业，向其

他各个县市区推广“一县一
色”产业扶贫模式；并充分发
挥已建成41个金融扶贫服务
站作用，做强贫困地区农村基
础金融服务。利用“富农贷”、

“光富贷”、“农民养老贷”等拳
头产品，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发放，实现精准扶贫。

（姚 红）

农行计划投放22亿元贷款支持邵阳大发展

本报讯 2月23日，来自
城步苗乡的杨丽玉在武冈一
家食品公司找到了工作，一月
可以领3000多元的工资，她笑
嘻嘻地说道：“玩手机时加进
一个武冈人社局搭建的微信
群，没想到一下就找到了如意
的工作。”新春以来，我市像杨
丽玉这样的农民工在市县人
事部门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
有近6000人。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就业形势严峻的新形势，我市
人社部门采取派员到沿海和
省内发达地区对接和本地企
业走访等方式，为想就业的人
群找就业岗位。落户浏阳的
蓝思科技和落户市区、隆回、
洞口的九兴鞋业等劳动密集
型企业成为我市农民工就业
的基地。全市各级政府还开
辟一些公益性岗位，帮助农民
工和失业人员重新上岗。

农民工就业难，难在没有
技能和信息不畅。为了提升农
民工就业能力，人社部门开展
多种形式的培训，全市去年共
完成职业培训56039人，其中
针对没有一技之长的人群提供
的就业技能培训就达到20491
人次。武冈市人社部门还有针
对性地开展订单式培训，组织
了特色种植知识培训、卤菜制

作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没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不用花一分
钱就可以学到技能，有了技能
后，农民工可以很快找到工作。

针对农民工就业信息不
畅的问题，我市人社部门在各
乡镇设立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点 188 个，发放《外出务工须
知》和创业政策宣传挂历、工
伤保险、社会保险、劳动监察
须知等宣传资料21.95万份，
让农民工了解招工信息，寻找
就业门路。

全市各级人社部门还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和残疾人招
聘会、巾帼招聘会等多种形式
的招聘会30余场。今年2月
起，全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与残联、妇联、扶贫办
等部门统一协作，围绕“就业帮
扶 真情相助”主题，深入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和春风行
动，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个性
化就业服务，成效明显。全市
共走访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
家庭2615户，登记认定就业困
难人员1721人，其中残疾就业
困难人员474人，低保家庭人
员528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1129人，其中残疾就
业困难人员262人，低保家庭
人员259人，帮助就业困难人
员享受就业政策1143人，认定

的零就业家庭129户，帮助零
就业家庭实现就业137人。

在隆回县工业园区一家
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专门生产
玩具出口美国和意大利的企
业，今年新春伊始就招聘了
130多名农民工，其中有20多
名残疾人。“只要手灵巧，勤快，
服从安排就可以在工厂干，包
吃包住，一月可以领到2000多
元工资。”该公司负责人王先
生说，“实在没有技能的人，可
以安排做保洁、仓库保管员等
工作”。隆回县还针对招收农
民工和残疾人的企业给予一
定金额的补助。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始终
坚持民生为本，人社部门多措
并举，我市农民工就业难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去年全市登记
在册的零就业家庭和在人社
部门登记、没有找到工作的农
村户籍大学生全部找到了工
作，去年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达到5.49万人。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蒋岳峰）

人社部门多措并举
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去年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49万人

本报讯 “现在的蔬菜价
格很便宜，你看这么好的白菜
苔子才卖1块钱1斤，而且很新
鲜。”在超市挑选蔬菜的李阿姨
高兴得合不拢嘴。近日记者在
超市采访时，市民纷纷反映蔬
菜价格很亲民。由于天气晴
好，蔬菜生长周期相对缩短，产
量大增，市场上流通的蔬菜量
供过于求，整体蔬菜价格应声
而降。其中，叶菜类下降幅度
最大。

记者在市区多家超市和农
贸市场看到，每500克一元左右
的蔬菜占据“半壁江山”。在火
车站一家大型商超蔬菜销售区
内，白菜标价每 500 克 0.89 元、
包菜0.99元、油麦菜1.39元、上
海青0.79元、红菜苔0.89元。在
双园路菜市场，每500克茼蒿菜
价格是2.5元、大白菜1.0元、红
菜苔1.5元、菠菜2.5元。

“相比之下，超市蔬菜进货
量大，价格上有优势。我们进
货量比较少，但蔬菜经过精心
挑选，所以价格也会略高一
些。”在双园路农贸市场一名蔬
菜摊主透露，时下的蔬菜价格
比起前期确实下降了不少，比

如，菠菜之前每 500 克要卖 5
元，如今价格降了一半。专门
从事批发生意的李老板凑过来
介绍：“最近菜价一直都是每天
降一点，现在和正月十五比起
来，菜价整体已经降了近两
成。韭菜、黄瓜、菜花、西红柿、
小白菜、香菜、油菜、油麦菜、菠
菜等降幅从一两成到五成不
等。”商贩纷纷抱怨生意难做。

蔬菜零售价下降的背后，是
蔬菜产地批发价的步步下行。江
北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姚作飞

用“下降得厉害”来形容这一波蔬
菜批发价格的走势。“连日来，蔬
菜整体批发价节节跌落，市场一
天一个价，我们刨去成本现在一
天基本是维持开支。”姚作飞坦
言，其中叶菜类跌幅最大，部分叶
菜降幅超过7成。不过，根茎类
蔬菜的价格则无明显下降，“主要
是因为今年以来根茎类蔬菜价格
始终在较低位徘徊，比如白萝卜
每500克批发价才0.3元，已没有
什么降价空间了。”姚作飞说。

（杨 波）

蔬菜价格下跌 市民受惠

本报讯 2月28日——3
月7日，洞口县举办2017年首
期SYB创业培训班。60名有
创业愿望的返乡农民工、下岗
失业人员和部分大中专毕业
生参加了此次培训。

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农
民工的就业创业工作，坚持以
市场为引领、以就业为导向，
采取订单培训、跟班培训、定
向培训等方式，组织贫困劳动
力特别是建档立卡的贫困劳
动力开展种植、养殖、电子商
务、餐饮服务、计算机、旅游等
实用就业技能实用技术和创

业培训，使一大批贫困劳动力
通过稳定的就业创业实现了
增收脱贫、圆致富梦想。

该县今年计划举办创业
培训班13期。培训课程根据
创业人员在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用专业的
知识、丰富的案例、灵活的互
动性诠释了“企业想法”、“创业
条件”、“创业途径”以及“创业
注意事项”等方面的问题，全
面地阐述了广大农村青年急
需了解的创业知识，内容简明
实用，通俗易懂。

据了解，洞口县人社局还

将为学员免费提供创业项目
推荐、开业指导、跟踪扶持等
系列服务。按照创办企业类
型及吸纳就业情况，依据有关
规定，帮助其落实相关税费
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
险补贴、岗位补贴等扶持政
策。同时，还将对已经创业
的学员，进行电话回访或实
地考察，了解其创业经营情
况，加强创业后续跟踪服务，
切实让广大创业者想创业、
能创业、创成业，形成以培训
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
良好机制。 （伍 娟）

洞口县创业培训助力脱贫致富

图为消费者在挑选蔬菜。 杨 波 摄

落户隆回工
业园区的湖南福
鸿工艺品有限公
司产品出口美国
和意大利，去年
创 汇 超 过 1000
万美金。图为企
业员工在研究产
品如何创新。

宁煜 摄

金融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