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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阳县农村劳务经纪人的
牵线搭桥下，我在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找到了一份电 工 工 作 ，月 薪
5000 多元。”11 月 22 日，来自邵阳
县白仓镇的张建华开心地告诉记
者，他所在的工厂包吃包住，福利
待遇都不错，每个月还能利用放假
时间回去看看老人和小孩，幸福感
满满的。

邵阳县是劳务输出大县，现为
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该县人社
部 门 精 心 编 织 了 一 张 就 业“ 服 务
网”，形成了内外协调、上下联动的
劳务协作新格局，有力推动了全县
劳务输出工作发展。

延伸就业服务“触角”，信息

摸排无死角

邵阳县人社部门延伸就业服务
“触角”，搭建就业服务“网络”，通过
申报、筛选、把关，在全县 419 个行政
村（社区）选聘农村劳务经纪人 425
名，负责劳动力的信息采集、数据更
新、政策咨询、职业介绍、“311”就业
服务等工作，把就业帮扶队伍建设
延伸到基层。同时，坚持多方联动，
不定期对乡镇业务人员和农村劳务
经纪人进行法律、政策、业务等知识
培训，并进行管理和考核，坚持对农
村劳务经纪人实行末位淘汰制、动
态调整，全面推动劳务协作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

为打好主动仗，摸清群众基本
公共就业服务意愿，该县人社部门
依托乡镇（场）、乡村（社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围绕群众就业创业需

要，主动靠前服务，通过办理业务和
走访摸排等方式掌握基本信息，建
立基础台账，及时准确录入就业信
息系统，实现动态管理。同时，积极
对接省劳务协作市场，及时发布劳
务协作市场企业招聘岗位，通过农
村劳务经纪人等发动、组织有就业
意愿的劳动力现场参加省劳务协作
市场的专场招聘活动。自 2018 年以
来，该县累计组织参加省劳务协作
市场招聘活动21场次。

大力实施“三举措”，稳定

就业有门路

在“谋实”上下功夫，强化协作
拓渠道。按照省、市劳务协作工作部
署，邵阳县人社部门先后与浙江义
乌、海宁等地及邵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签订了劳务协作合作协议 7 份。
截至目前，共为省外的浙江海宁、义
乌等企业输送员工 2500 余人，为市
外的长沙、浏阳企业输送员工 3300
余人，为市内的连泰鞋业、邵阳口味
王等企业输送 5300 余人。

在“固本”上花气力，做实招聘
帮就业。该县人社部门始终把招聘
活动作为促进就业的有效手段之
一，开展“保姆+红娘式”就业服务，
及时发布就业求职信息，组织开展
专场招聘、开通“四门到家”招聘服
务等，搭建企业用工招聘、求职者求
职之间的“桥梁”。今年以来，先后组
织开展各类大中型现场招聘会 15
场，参会企业达 90 多家，求职人员达
3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5500人。

在“清源”上做文章，加强宣传

促落实。该县人社部门采取线上线
下并举的方式，通过新媒体平台，组
织人员进村入户广泛宣传就业政
策、发布就业岗位信息，确保宣传到
村到户到人，实现就业信息乡镇全
覆盖。近年来，累计发放宣传册 50 余
万份，发布用工信息3万余条。

推进“三个工程”，增收致富

有保障

夯实基础，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工程。该县人社部门坚持送培训下
乡，依托资源禀赋，结合群众需要，
开展油茶管理、农机、养老护理、家
政服务等实用性强、涉及面广的“订
单式”技能技术培训。截至目前，共
培训群众2 万余人次，其中已脱贫人
口0.51万余人次。

擦亮品牌，推进“邵阳月嫂”品
牌工程建设。该县人社部门鼓励家
政服务企业和培训机构开展以“邵
阳月嫂”为重点的家庭服务业技能
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邵
阳月嫂”品牌建设第一期培训项目
已启动。截至目前，该县累计培训了
月嫂 1500 人，前往广州、深圳、长沙
等地从事月嫂工作的达900余人。

创新载体，推进家门口就业工
程。该县人社部门积极探索“政府+
企业+车间+脱贫人口”模式，帮助

“无力外出、无业可扶”的脱贫劳动
力特别是易地安置脱贫户实现在家
门口务工的梦想，让他们赚钱顾家
两不误。自 2018 年以来，该县累计建
成就业帮扶车间 92 家，吸纳了 3700
名群众就业，其中脱贫人口1116人。

邵阳县积极构建内外协调、上下联动的劳务协作新格局

编织服务网 拓宽就业路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刘 波 通讯员 杨昌泉 彭绍峰 李勋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文春艳） 11 月5 日，邵阳
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分组深入大祥区
百春园街道金桥社区、资江南路
风光带等地，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
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和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本次宣传活动以“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
面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身着志愿者红
马甲，结合该行正在开展的

“学百年辉煌党史，送百部红
色电影”活动，向前来观影的

群众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发放网
络安全宣传资料，并通过讲述系
列鲜活的网络诈骗、网络安全案
例，帮助群众区别、抵御和防范网
上有害信息。

下一步，邵阳农商银行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
的重要指示，把网络安全宣传工作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切入点，
结合该行网点多的优势广泛宣传，
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保
障资金安全。

邵阳农商银行深入社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筑起网络安全基层防线

11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邵阳
宝中支行员工团结协作、紧密配合，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的服务，成功
拦截一起典型的“杀猪盘”电信诈骗，
帮助客户避免了经济损失。

当天上午，该支行大厅来了一
位老年女性客户，她准备在智慧柜
员机上转账 150 万元到其他账户。
大堂经理与其沟通时发现异常，凭
着职业敏感和过硬的专业能力，怀
疑客户有可能陷入电信诈骗，于是
向客户提示电诈风险，但客户不予
理睬。

营运主管观察到客户在不停地
使用微信，神情焦急，通过与客户简
短交谈后，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投
资“杀猪盘”诈骗事件，于是请客户
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

客户眼看在智慧柜员机上转账
不成，不理睬支行营运主管和副行长
的劝告，也不愿意告知自己和家人的
联系方式，转身就离开了大厅。

当天中午，该客户又带着其外

甥来到该支行柜台，强烈要求立即
转账 150 万元至上海某某贸易公
司。该支行立即启动“反电诈”预警
机制。柜员以填单不符合要求为由
尽量拖延时间，营运主管把收款公
司名称告诉支行副行长，副行长通
过“外数慧查”系统查询相关公司情
况，客户经理告知其外甥这笔转账
可能是诈骗，同时请他一起做客户
的解释工作。

众人再三劝说还是没有效果，
客户仍然执意要求立即完成转账。
经过简短商量，副行长拨打“110”电
话报警，客户经理说服其外甥致电
该客户的女儿女婿，与此同时，营运
主管以客户须填写转账申请保证书
为由稳住客户情绪。

约10分钟后，警察和该客户的
女儿女婿同时到达该支行，众人一
起向该客户解释投资“杀猪盘”诈骗
手法，客户最终放弃转账。事后证
实，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杀猪盘”
电信诈骗。

建行宝中支行员工紧密配合，将客户拉出

电信诈骗陷阱

不遗余力守护百姓钱袋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许海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张运涛 林杨琴） 11 月
22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邵阳市
税务局获悉，2018 年至今，该局共
曝光违法失信企业23户、失信信息
782 条，涉及虚开发票 529 份、虚开
涉税金额2016万元、逃避缴纳税款
793 万元，并对当事人税收信用记
录永久保存。同时，9户纳税人因主
动补缴税款、公布期限届满等原因，
被撤出失信信息公布名单，并停止
联合惩戒，纳税信用得到修复。

严厉打击惩戒涉税违法失信行
为，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
要举措。我市税务机关对达到偷税、
逃税、骗税、抗税、虚开发票等违法
案件标准的纳税人进行相关信息公
布和管理，并联合多部门开展失信
惩戒，充分发挥信用的刚性约束力
和震慑力。

近年来，市税务局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
息公布办法》规定，将骗税、走逃（失

联）等九类案件纳入公布范围，公布
的内容包括企业名称等纳税人基本
信息、涉税违法信息、法定代表人身
份信息等。对达到公布标准的案件，
第一时间录入“黑名单”，并将案件
当事人全部纳入纳税信用 D 级范
围，在内部依法采取更严格的发票
管理、出口退税审核和高频次税收
检查等措施。同时，将案件信息推送
给参与联合惩戒的部门，对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此外，该局通过纳税信用修复
机制，让主动整改者修复纳税信用。
对达到公布标准的税收“黑名单”案
件，纳税人在公布前或者公布后缴
清相应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经税
务机关确认，不再向社会公布或停
止公布，并通知成员单位停止实施
联合惩戒，所有案件公布满 3 年后
从公布系统撤出。

惩戒失信行为 引导诚信纳税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王鑫
艾三喜） 11月15日上午，武冈市委
副 书 记 、市 长 龚 畅 等 一 行 到 该 市
特色产业发展中心调研武冈特色产
业工作。这是武冈市委、市政府关
心支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
缩影。

武冈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市，资
源丰富，卤菜、铜鹅等特色产业农副
产品久负盛名，先后获评“中国卤菜
之都”、中国豆制品 50 强县（市）、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湖
南省食品加工强县（市）、湖南省商
标工作先进集体。

多年来，武冈市特色产业坚持
创新发展，先后与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邵阳学院、上海
农业科技研究所、湖南省畜牧研究
所合作，对武冈卤菜的安全性、农副

产品的开发利用、新产品的开发、杀
菌保鲜、市场营销以及武冈铜鹅的
提纯复壮、疫病防治、饲料加工和配
方、反季节养殖等课题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目前，武冈卤菜产品遍布全国
21 个省会城市的大型超市和卖场，
拥有 320 个代理商、1100 个经销商、
2100 个销售网点，拥有武冈卤菜交
易网、特色武冈网、武冈卤菜网 3 个
公共专业营销网站，乡乡嘴等 10 个
企业有各自的营销网站，武冈特色
产业在央视、湖南卫视等电视栏目
均有时段性宣传，在《湖南日报》等
主流媒体发表专家论文和宣传稿件
近200篇。

到 2020 年末，武冈市拥有一定
规模的卤、豆制品加工企业 16 家
（武冈卤菜商标使用企业），其中年

产值过亿元的 3 家，卤、豆制品加工
企业办理了 QS 认证的达 30 家，规
模企业 2020 年度产值为 37.6 亿元；
有武冈铜鹅规模养殖企业 20 家（武
冈铜鹅商标使用企业），存笼武冈铜
鹅种鹅 5 万羽，当年武冈铜鹅商品
鹅出笼 150 万羽，产值达 5 亿元。

至 2020 年底，武冈市特色产业
拥有华鹏、金福元、乡乡嘴 3 家省级
龙头企业，拥有金福元、乡乡嘴 2 家
湖南省小巨人企业，拥有爱华、华
鹏、家家康3 家武冈铜鹅产业省级示
范园；武冈卤菜拥有注册商标 38 件，
其中驰名商标 2 件、省著名商标 11
件、邵阳市知名商标 18 件，拥有武冈
卤菜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9 件，拥有
武冈卤铜鹅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项。目前，“武冈铜鹅”正在向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报中国驰名商
标，申报资料收集已经完成；武冈卤
菜制作术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到 2020 年末，武冈市特色产业
产值达 42.6 亿元，从业人员达 18600
余人，行业总就业人数超 3 万，产业
的发展也带动了逾3万农民增收。

武冈市

坚持创新发展 特色产业崛起

11月18日，城步

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

长坪村，施工人员在

修筑路基。今年，该乡

加快“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不断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提升力

度，推进游客中心、游

步道、景观工程等建

设，把有条件的自然

村庄发展成为景区村

庄，以建设美丽乡村

为杠杆，撬动乡村旅

游“美丽经济”。

通讯员

吴公海 刘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