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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沁）为进一步鼓励用人单位吸纳
特定人员就业，7月15日，潍坊市人社局发布《关于做
好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工作的公告》，明确将为企业和
社会组织招用相关人员提供政策支持。
　　公告指出，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
间，潍坊市参保企业若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
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岁-24岁登记失业青
年，且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

老保险费3个月以上，便可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获得
一次性扩岗补助。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招用上述三
类人员的社会组织，也将参照企业标准享受该补助
政策。
　　在申报方式上，用人单位可选择线上或线下两种渠
道。线上申报需登录“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上服务大厅”的“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模块（https：//
web.sdwfhrss.gov.cn/smartsisp-dwwb/#/wfDwLogon），按

照系统提示进行操作。线下则需向参保地县市区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申请。此外，劳务派遣单位享受一次
性扩岗补助的有关经办模式及资金分配方式，将参照稳
岗返还政策实施。
　　关于资金拨付，补助资金经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
会直接发放至用人单位的对公账户。对于没有对公账户
的单位，资金可发放至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该单位缴纳
社会保险费账户。

我市为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相关人员提供政策支持

招用三类年轻人 能领1500元/人扩岗补助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杰
  北方人吃面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手工挂面这种方
便又实惠的传统美食，更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在位于
昌乐县红河镇四海官庄村的潍坊百家穗食品有限公司，
47岁的负责人刘华东与妻子崔保英用一捧好麦、一颗笨
鸡蛋，将这缕面香熬成了创业的滋味。
　　7月10日上午9时，记者走进潍坊百家穗食品有限公
司的手工挂面加工车间，刘华东正忙着抻面，不一会
儿，晾晒架上就挂满挂面，长长的挂面映着窗外照进来
的阳光，丝丝分明，散发着面香。
　　“每天早上6时，我们就到车间里开始忙活，一直
到下午5时多。有时候订单多，时间还要长一些。”刘
华东说，一天下来得加工500公斤面条。
　　2020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刘华东回到家乡，夫妻俩
商量着在家门口做点事情。经过深思熟虑，两人决定做
手工面条，重新开启创业之路。“那个时候也很迷茫，
想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妻子以前做了多年的手工
面条，有一定的技艺，我们就决定走这条路。”刘华
东说。
　　择一事，就要用心去干好。刘华东开始张罗着建加
工车间，购买设备和原材料，每一件事情，他都亲历亲
为，认真把关。“既然要做，就要做出特色，做出品
质，让大家吃得健康、放心。”刘华东说，为了做出最
好吃的手工面条，他到处学习先进技术，不断研发新口
味，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研发的果蔬面条、鸡蛋面条
等深受消费者喜欢。
　　由于对原材料和质量的把控非常严格，刘华东制作
的面条格外筋道、口感丝滑。时间久了，很多客户成了
回头客，而且通过口口相传，客户越来越多，几年间已

经遍布全国各地。
　　“面条好不好，面粉是关键。”刘华东说，他用的
面粉来自家门口，面粉蛋白质含量高，自带一股醇厚麦
香，正是做挂面的上佳之选。“这麦子磨出的粉，不用
多加东西，就自带甜味。”刘华东抓起一把面粉，指尖
捻过，细滑如纱。从谷物到面粉，他坚持本地采购、现
磨现用，让每一根面条都带着家乡的阳光气息。
　　要想站稳市场，闯出一片天地，就要不断地提升面
条品质。从选料，到和面、醒面、揉面、压面……一道
道工序，刘华东和妻子都做得格外仔细。“虽然做起来
工序繁琐，但只要大家喜欢吃，我都会用心做好每一根
面条。”刘华东说。
　　这两年，刘华东在昌乐县城开了直营店。每天他都
会把加工好的面条装成礼盒，拉到直营店去销售。“现
在客户越来越多，他们都会到店里去选购，有的一买就
是几十箱。”刘华东说。
  “这个挂面特别细，吃起来口味独特，嚼劲十足，
家人都喜欢吃，还可以送亲戚朋友。”一位外地客户竖
起了大拇指。
　　“我们家的面条都是在阳光房里自然晾干，不采用
机器烘干，这样晾出来的面条口感更好。”刘华东说，
他加工面条还有一个秘诀，就是绝不让边角料二次加
工，宁肯浪费也不能砸了招牌。正因为对品质的精益求
精，他的公司被评为“放心消费在山东”昌乐县放心消
费示范单位。
　　“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如此，才能在
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才能走得更远。”刘华东说，这
几年，他开始不断研究新口味，用鲜榨的西红柿汁、胡
萝卜汁、火龙果汁入面，色彩天然；荞麦面则瞄准健康
需求，膳食纤维丰富，成了“三高”人群的心头好。他
还注册商标“鲁穗香二郎”，通过线上线下销售，让他
家的面条走向全国。如今，一有时间，刘华东还会通过
网络直播，向粉丝推介自己家的手工面条。
　　晾晒架上，一根根挂面无声地晒着刘华东的初心，
也晒着他对未来发展的信念。

　　本报讯（记者 周晓晴）入夏以来，市城管局
协同各区，组织中心城区供热企业科学制定高温防
护方案，灵活调整作业时间，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举
措，全力推进市政供热管网及新建小区配套设施建
设，为下步城区安全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截至
目前，已完成高温水供热主管网敷设2.3公里、小
区二网10公里，占年度计划总量的58%。
　　在具体工程推进中，各供热企业结合实际精准
发力。潍坊市热力公司紧扣城市更新工程，在汇祥
片区新建改造供热二网3公里，有效消除社区庭院
管网疏漏隐患。沿工业三街（银河路—环河路段）
敷设高温热水主管道900米，增强西部热源厂上游
管网输送能力。潍坊中电万潍热电有限公司主动提
前与开发企业对接，研究小区内网建设实施方案，
通过统筹规划、加快施工，为6个小区新敷设管网
10公里、配建6座换热站，确保新建居民小区采暖
季前具备通暖条件。中环寰慧（潍坊）节能热力有
限公司采用拖管工艺，在通亭街、新元路实施供热
管网工程，下穿敷设管道340米，既解决了城投·
奎文印象、丽水芳华小区热网接入问题，又避免了
道路明挖铺管影响周边居民日常交通出行，实现了
施工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面对酷暑“烤”验，市城管局联合各区供热主
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加强高温作业劳动防护，备足
防暑降温物品，充分考虑雨汛台风天气，倒排工
期、挂图推进，计划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5年3.4公
里市政热网、19个居民小区供热工程接入任务，确
保新建居民小区应接尽接、应供尽供。

城区供热管网建设

年度目标完成58%

  7月14日，奎文区东关街道苇湾社区开展的公
益性“暑期书法课堂”正式开课，辅导老师边示范
边讲解硬笔书法书写要领，教孩子们学会正确运
笔、控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
性，孩子们端坐在书桌前，认真临摹，原本略显单
调的练字时光变得乐趣十足。

　　本报记者 张驰

公益书法课堂进社区

刘华东：

用一捧家乡麦 晒出筋道好面

  ▲面条生产车间里，新
加工好的面条。

  刘华东展示自家的
手工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