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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乔 文

为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青岛市
市南区人社局频频亮出自己的实招：开展党员
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家庭活动、“二对一”
联系社区活动、“一对一”联系就业困难群众
活动……这些活动如同一首首暖心的曲子，响
遍市南区的大街小巷。

帮扶“零距离”

“这份社区公益性岗位，对我太重要
了。”6月19日，家住八大峡街道的赵君说，
“自己身体不太好，孩子又患哮喘病，离不开
人照顾。区人社局的领导会给我打电话，当听
到给我找到工作时，心里突然感觉暖暖的。”

“我们与赵君女士联系时，得知她家庭比
较困难，想找一份负担不太重的工作，结合她
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过与区民政局和市人社局
多次协调，帮她找了份社区公益性岗位，工作
时间也比较灵活，很适合她。”市南区人社局
局长齐炜说。

帮扶赵君就业是市南区人社局开展党员领
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家庭活动的一个缩影。该
局班子成员每人都结对帮扶了一户残疾人困难
家庭，或是帮助他们就业、或是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上的困难……目前已帮扶2名残疾人进入社
区公益性岗位，1名大学生联系对接就业岗位。

“通过这样的帮扶活动，我们才发现和群
众的沟通交流太少了，尤其是像残疾人这样的
特殊群体，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制定出台了涉及
残疾人方面的就业政策，但群众有的还不知
道，这就说明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目前我们
最该做的就是倾听群众的声音，把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齐炜说。

实现帮扶“最大化”

6月20日，刚刚参与完成一个仲裁案件，
市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孔勇又给区职业
能力培训中心打电话。“咱们这个摄影班是初
级还是中级？什么时间开课？要不把课程表发
我一份？……”孔勇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并在
笔记本上作了详细的记录。这是孔勇在为他帮
扶的失业人员咨询摄影培训班的情况。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市南区人
社局在全局干部职工中开展了“一对一”联系
就业困难群众活动，帮助就业困难人员解决就
业、创业、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146名工作人员，每人联系1名就业困难
人员，帮扶实现就业、创业和相关的技能培
训，这是我们人社部门开展的一项特色活动，
目的是通过活动，让失业群众能够找到满意的
工作，同时也体会我们人社部门作风的转
变。”齐炜说。

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工作人员联系帮扶的
146名困难失业人员，已有90余人实现就业，
还有一些失业人员正在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为
走上新的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一对一”联系就业困难群众外，市
南区人社局还开展了“二对一”联系社区活
动，安排130名工作人员每两人“包干”一个
社区，在社区开展政策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

就业政策，提高政策的知晓率。

帮扶“不断线”

单靠活动的开展只能解决群众的燃眉之
急，要想真正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革
新工作举措，形成长效机制才是关键。市南区
人社局通过服务窗口、走访企业等途径征求到
的需求和意见，革新工作举措，在就业、人
才、维权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

“以前我找工作都是到延安三路人才市场
去，跑一上午也不一定有合适的岗位，现在在
我们社区就能就业了，社区的‘一体机’真方
便。”天台路社区居民范丽说。

范丽所说的一体机，是人社业务自助一体
机。一体机集就业岗位推荐、职业技能培训报
名、社保交费查询等功能于一体，居民只要用
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就可以一点登录，查询自己
的社保，找寻自己适合的岗位等。

“现在的招聘会虽然办得比以前多了，但
毕竟招聘会次数有限，而且很多社区居民都想

在家门口就业，怎么能不间断地为居民提供就
业岗位，是我们一直研究探索的问题。人社业
务自助一体机的使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市南区人社局就业科负责人段薇说。

自全市社区就业服务试点以来，市南区推
动就业服务下沉，通过研发社区基础信息系统、
三维地图定位、招聘大学生社区工作者进入社
区工作，推行社区就业服务六步工作法和分片
包干工作模式等举措，逐步建立起规范化、标准
化、信息化、无缝隙、全覆盖的社区就业服务网
络体系，更多的就业服务将在社区实现。

关怀温暖送上门
市南区人社局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薄克国 李婷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17日举行的青岛红十字微尘

基金2014年理事大会透露，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
底，微尘基金共接收捐款560余万元，支出捐款共
530余万元，直接受益人群近万人。

支出主要在关注“生命”、“健康”、“教
育”、民生发展、敬老爱老、扶持优秀志愿团队救
助、支持微尘合唱等项目上。

今年，微尘基金重点项目——— 阳光少年项目
预计捐助2000名贫困家庭学生，将在我省青岛、
菏泽曹县以及四川、贵州、云南、新疆、西藏等
地开展。

万人受益微尘基金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柳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19日，以“亲子早教 你我

同行”为主题的城阳区流亭街道婴幼儿早期教育培
训活动在辖区内13个早教点展开。

在仙家寨社区幼儿园早教点，指导老师围绕早
教的意义、婴幼儿发展特点、亲子游戏活动的目的
和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向家长们作了讲
解。

流亭街道教委办幼儿园管理负责人肖娟介绍，
流亭街道2到3岁公益早教指导活动，在街道13个早
教点已全面开展，今年内这13个早教点各安排了4
次公益早教指导活动。

流亭开展

婴幼儿早教培训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隋信海 报道
本报即墨讯 6月19日，是即墨市“身边好人

联谊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即墨市民评选出来
的“好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过节。

去年，即墨市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例以“好
人”为成员的社会团体——— “身边好人联谊
会”，将“好人”单一零散的捐助行为转化成规
范的慈善机构，抱团行善，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这个团体在成立之初便有150名成员，现在已经发
展到300多名，并成立了欢乐夕阳互助组、文艺组
等五个活动小组。

“身边好人”过节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22日，市北区政府发布消

息，将设立专项经费，在中小学培育12项优势体育
项目，首批列入培育点的学校共计43所，包括平安
路第二小学、台东六路小学等。

据了解，体育培训项目有网球、高尔夫、击
剑、软式网球、围棋、国际象棋等12项新兴项
目。除设立专项经费外，市北区今年还计划投入
172万元，引入青岛市演艺集团、青岛交响乐团等
体育、艺术战略合作机构等社会优质资源，在有
基础和有意向的学校开展体育、艺术各10个项
目。

市北区43所中小学

增特色体育项目

□薄克国
王海声 报道

6月18日，平度市检察
院公诉科干警送法进校园，
在平度市旧店小学为学生们
上法制公开课，被学校老师
称为暑假前的一场普法“及
时雨”。

普法“及时雨”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胶州讯 近日，记者从胶州市科技

局获悉，胶州自2013年8月开办首笔“科技助
保贷”以来，已累计为十余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发放贷款7000多万元。

在“科技助保贷”模式下，政府推荐科
技型企业名单，组建“科技企业池”。入池
企业的担保由三部分构成：企业自身提供相
当于贷款额度40%的抵押或担保；企业交纳贷
款额度2%的保证金，形成助保金池；政府按
“小微企业池”贷款额度的10%，出具风险铺
底资金。

去年8月，青岛市科技局、胶州市政府、
青岛佰盈担保有限公司分别出资组成1500万

元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与建行青岛市分行
建立了规模为1 . 5亿元的“科技助保贷”，向
企业提供专项科技信贷资金额度。目前，已
累计发放7000余万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多因中小企业
土地系租赁，固定资产有限，没有足值抵押
物和反担保物，同时，企业实力较弱，难获
得大企业的担保。前几年流行的互保、联保
等模式，由于风险频发，也渐被金融机构摈
弃。

胶州市科技局局长郝国新说，“科技助
保贷”模式放大了政府财政的作用，政府通
常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有一部分财政补贴，
但这种补贴通常覆盖面太广，到每家企业的

资金有限，无法真正帮助企业走出资金困
境，“科技助保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
种“撒胡椒面”式财政补贴的弊端，发挥出
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胶州一家互联网科技企业负责人刘江
说，2013年11月，该企业因购买系统急需30
万元流动资金。通过“科技助保贷”模式，
该企业仅交纳6000元保证金，就获得了贷
款。

建行青岛市分行副行长郭中华表示，
“科技助保贷”业务通过银政企三方合作，
助力政府培养优质企业群，提供稳定的税收
资源，并借助政府对各类资源的主导优势，
解决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胶州发放7000万“科技助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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