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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10月6日上午，记者走进坊子区坊城街道解家
村，处处都能感受到移风易俗的新风扑面而来，
村规民约宣传栏、传统礼仪墙绘……在红瓦白墙
的衬托下格外显眼。
　　“过去村民倒生活垃圾十分随意，近年来，
随着环境卫生整治，村民的环境意识提高了，村
里还专门配备了保洁员、保洁车，过去走路一身
土，如今走路一阵风。”村民王金法说。
  近年来，坊城街道充分利用移风易俗宣传月
活动契机，重点打造了以解家村为代表的移风易
俗示范村，在村史馆、文化长廊、主路两侧路灯
展板张贴最新的移风易俗政策，通过引领带动作
用，以点带面倡导辖区婚丧嫁娶文明新风尚。同
时，村里的文艺队创作编排了《移风易俗讲文
明》等倡导移风易俗的专题文艺节目，结合“一
村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演出、戏曲进乡村等活
动契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文艺演出，教
育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不良风气。
　　如今，乡村文明的“种子”已经在解家村村民
的心窝里生根、发芽、绽放。一个个先进典型、一批
批道德模范、一户户文明家庭不断涌现，一股扑
面而来的文明之风沁人心脾、生生不息。

移风易俗树新风

文明乡风焕新颜

全市秋粮收获超九成

小麦播种有序进行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瑗）潍
坊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2024
年10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秋收秋种气象专报：据
农情调度，截至10月11日，全市秋粮收获进度为
92.3%，其中奎文、高新已收获完毕，滨海收获
过七成，青州、安丘过八成，其余县市区均过
九成。
　　全市小麦播种进度为23.6%，其中高新播种
过六成，峡山、坊子过三成。
　　据10月12日卫星遥感监测和全市土壤水分自
动站监测资料显示，全市大部地区20厘米土壤相
对湿度在60%以上，墒情较好，部分农田表墒
下降。
　　预计未来10天，我市前期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对秋作物收晒、腾茬有利；18日-20日有一
次冷空气过程，伴有小到中雨和大风降温天气，
市农业农村局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
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及时收获、晾晒已成熟秋作
物。降雨有利于改善农田墒情，建议已收获地区
趁墒播种小麦，已播地块及时查苗补苗。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岳华 付

生）10月11日，因意外事故导致截瘫的武法新，来
到奎文区东关街道苇湾社区的“天使助残创业手工
坊”学习手工串珠技巧，为实现再就业做准备。
　　这家手工坊由苇湾社区提供场地，由奎文区残
联、人社等部门和相关公益组织负责提供培训并对
接相关资源，帮助残障人士通过学习技能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这是我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社区微
业”就业服务机制的一个具体事例。
　　就业优先的政策体系是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
重要抓手，我市一方面持续增强宏观政策支撑，另
一方面注重从细微之处着手，探索构建以党建为引
领，以“微招聘”“微培训”“微创业”等为主要
内容的“社区微业”服务机制，让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
　　苇湾社区党委书记马丽丽说，他们充分发挥社区
联系群众紧密的特点，精准了解社区内群众就业需要
和企业用工需求，线上依托潍坊市公共就业综合服务
平台发布相关信息，线下定期组织辖区企业进社区举
行小型就业供需见面会，帮助社区群众就近就业。
　　“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技能短板问题，我们联

合社区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潍坊市人社局工作人
员朱隆介绍，我市已创新打造“零星学堂”“周末
课堂”等新型培训载体，充分挖掘利用社区中技术
能手资源，为相关群众传授家政、维修、传统手艺
等实用型技能，并对符合条件的发放技能鉴定证
书；“互联网＋职业培训”社区线上培训模式也在
深入推进。
　　创业是带动就业的有效举措。我市积极盘活社
区各类存量房屋等资源，创新搭建社区工厂、社区
工坊等“微创业”平台，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和创
业辅导、政策咨询等服务。
　　位于潍城区城关街道的颐龄之家创业中心微工
坊，就是在颐园社区帮助下由该社区居民创办的，不
仅解决了40多名社区群众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对外发
放一些“手工零活”，帮助更多群众增加“微收入”。
　　随着在全省率先制定推出“社区微业”服务标
准，我市已在285个社区试点推行“社区微业”就业
服务；先后开展社区“微招聘”265场次，帮助1.5万
人实现岗位对接；开展“微培训”683场次，促进
1700余人实现就业；开发“手工坊”等“微创业”
项目110个。

潍坊在285个社区试点推行“社区微业”就业服务

岗位送到“家门口” 培训技能助就业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通讯员
 刘通
　　“今天出门忘记带充电宝，如果不是有驿站，
晚上就没法继续接单了。”近日，刚入职的外卖小
哥王亮正忙着接单送单，然而到了下午，手机电量
不足让他十分焦虑。在同事提醒下，他立即前往坊
子泰华城的暖“新”驿站给手机充电，解了燃眉
之急。
　　近年来，随着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经济
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队伍日益
壮大，他们不分昼夜地为城市运转默默付出，成为
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更好地关心关爱新
就业群体，坊子区投入32.25万元，打造了10座暖
“新”驿站，为他们提供多功能服务的同时，引领
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助力社会基层治理。
　　热可纳凉、冷可取暖、雨可栖身、累可歇
脚……坊子区暖“新”驿站内不仅配备了急救箱、
雨衣、冰箱、微波炉、充电设备等，站外还设有电
动车换电站，并有专人值班服务。
　　马煜森是铁塔换电站轻骑兵驿站的站长，自驿
站投用以来，他细心又热心的服务赢得广大“城市

骑手”的夸赞。“希望我们的服务能让户外劳动者
感受到‘家’的温暖。”马煜森说。
　　目前，坊子区的这些暖“新”驿站正逐步完善
配套，拓展更多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
进一步向社会传递温暖，托起户外劳动群体“稳稳
的幸福”。

配套设施齐全 暖“新”驿站很暖心

外卖员来到暖“新”驿站内歇脚。

武法新（左）在学习手工串珠技巧。

  解家村的文艺队自排自演节目，宣传文明
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