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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杨昌泉） 2月19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今年我市将突出就
业优先，全力托稳就业“底盘”，着力
实现全年新增城镇就业4.5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万人，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

今年，我市人社部门将扩大就
业市场主体，凝聚财政、金融、投资、
消费、产业等政策合力支持就业，创
造新就业形态。稳定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推进基层成长、青年见
习、就业启航等计划，开展高校毕业
生留邵来邵系列公益活动。稳定农
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务工规模，深
化劳务协作，打造劳务品牌，推动农
民工有序外出就业。兜牢困难人员
就业底线、规模性失业风险防范底
线，健全失业帮扶机制，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加强就业形势监测
预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积极防范
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就业服务
质量提升，落实终身培训制度，继续
深化充分就业社区（村）平台建设，
引导劳务经济品牌高质量发展。推
动创业带动就业，深入实施“创响三
湘”行动计划，开展“迎老乡、回故
乡、创三湘”活动，加快推广乡村领
头雁创业培训，举办“中国创翼”创
业创新大赛邵阳选拔赛，持续提高
创业孵化基地服务能力。

市人社局 全力托起稳就业“民生底盘”
今年力争新增城镇就业4.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万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钟 姝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2 月 15 日
至17日，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续
3天举行专场招聘会，共计1000余人
与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签订就
业意向协议。

在招聘会现场，前来应聘、咨询
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来自新邵县的
谢先生，事先在网上仔细浏览了自
己心仪的企业和岗位，来到现场之
后，直奔自己看中的企业和岗位。

“这个招聘会办得很好，企业多、岗
位多，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的，但是

现在想回家上班了，离家近一点，也
好照顾父母。”谢先生如是说。

该招聘会汇集了邵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连泰鞋业、圣菲达服饰、
拓浦精工、兴悦科技、亚洲富士电
梯等 46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
5000 余个，涉及机械、电子、新能
源、家居、采购销售、物流、仓管、保
洁等多个工种，吸引了大批求职者
前来咨询、应聘。与以往相比，此
轮招聘会时间长、企业多、岗位丰
富，让更多求职者知晓、参与招聘
会，能更深入了解园区、企业，推动

用人企业与求职人员的紧密对接，
进而让企业招到满意的员工，让求
职者找到称心的岗位，真正实现互
惠共赢。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通过举办
现场招聘会、组织招工小分队深入
各县市区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招工以及线上发布招聘信息等方
式，为企业和求职者相互沟通架好
桥梁，努力为园区企业招聘更多员
工，为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支撑。”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相关负责人说。

邵阳经开区 促进保用工稳就业“双向奔赴”
连续3天举办专场招聘会，1000余人签订意向协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蒋凤明） 2月19日，记者
从市民政局了解到，2022 年，我市
持续推动社会事务规范管理，不断
提升民生福祉，构筑了坚实的保障
网。实施免除低保对象、五保对象、
城市“三无”等困难群体和重点优抚
对象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共减免金
额241.8万元。持续开展“寒冬送温
暖”“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全市救
助流浪人员 3825 人次、护送返乡
594人次、寻亲成功111人。

2022年，我市大力推进婚俗改
革试点，治理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
陈规陋习，加大婚前教育宣传、矛盾
调和、心理疏导，进一步规范了婚恋
家庭矛盾纠纷处置机制，共为3000
余人次提供了婚恋家庭心理辅导服
务，弘扬了“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
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姻理念。设
立了婚姻家庭辅导室，全市共成功
调解了1158对夫妻矛盾，全面推进

婚姻登记全省通办，办理婚姻登记
46653对，办证合格率100%。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民政部门将加快推进殡仪馆、城
乡公益性公墓等殡葬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督促武冈市殡仪馆尽快运行，
加大绥宁、新宁、洞口、城步殡仪馆
建设力度，指导新邵县殡仪馆推进
新建项目建设。同时，全面落实残
疾人福利政策，提高残疾人服务对
象认定精准度，加强资金保障和监
管，确保按月足额发放到位。积极
推进重度残疾人社会化照护服务，
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集中照料或
日间照料、邻里照护服务。我市将
扎实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抓好救助
站等级评定，持续开展专项救助行
动，切实做到应救尽救。有序推进
婚俗改革，指导新邵县、城步开展婚
俗改革试点，全面推进全市婚姻登
记机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

构筑强力保障 提升民生福祉

立春时节，漫步在邵阳县罗城
乡铜锣村乡间田野，目之所及，皆是
风景。道路干净、庭院整洁，房前屋
后清爽开阔，一幅“村庄美、村民富、
村里和”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映入
眼前，洋溢着乡村的恬静美好。

铜锣村把创建美丽庭院工作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创建美丽乡村
相结合，紧紧抓住家庭小世界，做优
乡村环境美丽大文章，推动美丽庭
院提质扩面、提档升级，持续掀起美
丽庭院创建新高潮。村民唐耀齐感
叹：“我们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道路、房子、娱乐场、公共场所都修
得非常好，大家住着很舒心。”

罗城乡铜锣村位于邵阳县东
部，距县城 35 公里，是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村，全村 283 户 1125 人，17

个村民小组，6 个自然院落。自
2021 年以来，铜锣村在邵阳县财
政局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助下，广
泛征求村民意愿，本着以点带面、
因地制宜、量力而为、村民参与的
原则，坚持“保护为重、生态优先、
培育特色、整体推进”，实施美丽
庭院建设。

两年来，铜锣村先后投入 200
多万元资金，修建了高标准铜锣村
文化广场，在铜锣村各角落安装了
路灯，并对莫家旁、合塘湾两个院子
进行了庭院美化，不断改善村民生
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指
数。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队长唐玉
祥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引导
群众养成环保、文明意识，把铜锣村
建设得更美丽。”

铜锣村美丽庭院建设增“颜值”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范伟楠 刘鹤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宋琳） 2月19日上午，市

“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携手
双清区民政局，在双清区江湖社区
开展以“呵护成长，从‘心’出发”为
主题的关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活
动，为 35 名困境儿童送去了关心
和欢乐。

活动现场，邵阳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专职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朱庚香和志愿者们组织孩
子们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让孩
子们体验“趣味自我介绍”“捶捶背、
揉揉肩”“桃花朵朵开”“放飞梦想”
等互动游戏的乐趣，并为他们每人
赠送了一个书包。

活动中，孩子们简短有趣的自我
介绍打破了相互之间的隔阂，拉近了

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捶捶背、揉揉
肩”在亲密接触中增进交流、融洽感
情；“桃花朵朵开”让孩子们迅速与身
边人抱团，开出一朵朵可爱的花；“放
飞梦想”时，孩子们吹好气球，并用笔
在气球上写下新学期的愿望。“我想
好好学习，考100分”“我希望爸爸妈
妈陪在我的身边”“我想成为宇航
员”……小小的心愿充满了纯真、温
情，承载着困境儿童幼小心灵中那些
细碎而闪烁的光亮。

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孩子
们学会了释放、表达自己的情绪和
感受，增强了自信心、团结协作意识
以及合作沟通能力。大家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将以乐观
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用温
暖美好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情暖困境儿童 相伴快乐成长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刘健 翁煜） 人勤春来早，
万象始“耕”新。眼下，正值春耕备耕
的关键时期，邵阳县抢抓晴好天气，强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田生
产条件，提升配套设施水平，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不误农时，助力春
耕生产。

在下花桥镇岩头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挥动着
长臂开挖沟渠,工人们分工合作,忙着
搅拌水泥砂浆,垒砌堡坎,呈现出一派
繁忙景象。“我们现在这个标段每天有
40个工人在这里赶进度施工，目前已
经完成 85%以上，扫尾工作能在 3 月
20日完成，项目建成后将使周边1500
亩农田得到有效灌溉,粮食亩产增收
预计100公斤以上。”该项目建设负责
人刘四清介绍。

在郦家坪镇甲山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场，施工方正组织工人们修建排
水渠道和机耕道。甲山村有耕地
2000 多亩，其中水田面积 1600 多亩，
由于水渠年久失修，一下大雨农田出
现涝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该标段
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将改造3 条
长1910米排水渠道，新修2条长1218
米的机耕道，项目将于3月底完工，投
入使用后将为甲山村春耕生产和粮食
丰收保驾护航。村党支部书记粟杰锋
说：“由于周边耕地将得到有效灌溉，
现在已经有种粮大户联系我们，要承
包我们的水田，用来种植双季稻。”

据了解，邵阳县目前正在推进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于2022年11月启动，
涉及10个乡镇36个村，总投资11852
万元，其中中央、省投资10852万元，县
级配套1000万元。项目将建设高标准

农田 6.5 万亩，修整拦水坝 5 座、山塘
19口、灌溉渠道51条、排水渠48条，新
修机耕道87条，配置废弃物收集池10
个，安装新型风吸式杀虫灯29盏。

为不误农时，保障项目 3 月底全
部完工交付使用，邵阳县每天派出专
人对项目施工进度进行督查，督促标
段按时按质推进，同时全面推进“政
府监督、专业监理、群众参与”项目工
程质量监管模式，每个项目村聘请 1
到2 名义务监督员，协助业主方进行
全程工程质量监督，协助矛盾纠纷处
理，为工程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

项目全面建成使用后，邵阳县灌
溉水利用率提高30%以上，增加机耕
面积2.91万亩，道路通达率达90%，预
计新增粮食 500 万公斤以上，项目区
群众年增收1350万元以上，直接受益
农民人均增收61.6元。

邵阳县加快建设6.5万亩高标准农田

入春以来，新邵县农业农村局、县农机事务中心对农机春耕备耕
工作做到早动员、早部署、早准备，调运储备农机物资 2000 余台
（套），切实做好机具供应和维修服务。图为村民在选购农机。

邵阳日报通讯员 钟鹏 陆超 摄影报道

位于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阳光发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发制品远销欧美、非洲等地区。今年，该公司引进
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外贸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目前正在开足马力努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图为2月
16日，该公司工人正在加紧生产。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