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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 今天，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前三季度山东就业形势发布会，
会上发布的消息显示，面对异常严峻的就
业形势，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全面落实

“六稳”“六保”重大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一
系列行之有效政策措施，居民就业逆势恢
复、企稳向好。1－9月，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93 . 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93 . 9%，快于时
序进度18 . 9个百分点；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
率3 . 1%，同比下降0 . 22个百分点。

“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二季度水平，呈
现逐季度回落态势。”省统计局二级巡视员
姜西海说。与之相应的，是居民收入稳定增
长。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20元，同比增长3 . 2%，比上半年提高1 . 3个
百分点。分城乡看，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2676元，同比增长2 . 5%；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15080元，增长4 . 2%。

随着经济运行加快回暖提速、大规模
纾困政策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加速恢
复，企业用工形势也在趋于稳定，预期向
好。据省统计局对561家企业的用工情况调
查，截至9月15日，用工总人数为71 . 5万人，
比上期（6月15日）增加8936人，环比增长
1 . 3%，增幅提高0 . 5个百分点。从用工预期
看，预期四季度用工人数增加和用工持平
的企业占比分别较上期上升0 . 9个百分点和
3 . 6个百分点，预期减少的企业占比11 . 1%，
下降4 . 2个百分点，整体预期向好。

企业用工需求恢复及“稳就业”“保就
业”等政策红利释放，带动企业招收应届高
校毕业生数量、占比明显提升。截至9月底，
我省2020届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居全国第4位。561家企业用
工调查单位招收应届（含2019年毕业）高校
毕业生5034人，比二季度增加2718人，占新
招录人员的11 . 6%，环比提高9 . 4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应届高校毕
业生招聘规模较去年同期扩大45 . 8%。失业
人员再就业29 . 2万人，同比增长1 . 56%；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6 . 3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113 . 1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得益于省委、省政
府坚强领导，得益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统筹推进，得益于减负、稳岗、扩就业
政策全面发力。据省人社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夏鲁青介绍，截至9月底，全省减免企业
社保费597 . 1亿元，其中免征中小微企业社
保费525 . 4亿元。推动稳岗返还政策“扩围”

“提标”，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3 . 1亿元，惠及
26 . 2万户企业，稳定就业岗位879 . 3万个，返
还金额接近2019年的3倍。扎实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截至9月底，开展各类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101万人次。在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方面，全省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4 . 78亿
元，惠及3 . 7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86 . 02
亿元，超2019年全年，扶持个人借款人10 . 36
万人、企业借款人1500余户。

据悉，为确保完成就业年度目标任务，
全省将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攻坚季行动”，
以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为切入点，集中
帮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创业。近期，省人社厅将部署举办金秋招聘
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系列招聘活
动。重点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力度，实
施“高校毕业生留鲁来鲁就业创业推进行
动”，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2021届毕业生
就业创业，作为“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重
中之重，全力开展精准就业服务、就业能力
提升、扩岗增容推进、多元就业促进等八项
计划，力争2020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今年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

人社部门将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援助，指定专人负责，制订援助计划。对通
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通过公
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为参保失业人员
方便快捷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一
次性生活补助等失业保险待遇，切实保障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兜紧兜牢民生底线。

前三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93 . 9万人
截至9月底2020届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支持灵活就业，山东推进“六有”
在全国首创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 近年来，随着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以网约车
司机、网约配送、直播销售等为代表的新就
业形态不断涌现，灵活就业显示出巨大活力
和潜力。但同时，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
用工、就业管理服务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劳
动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也逐步凸显。为有力
支持灵活就业，我省于近日出台《关于支持
多渠道灵活就业二十条措施》。

据省人社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夏鲁青
介绍，二十条措施将重点推进“六有”：

就业“有岗位”。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
动，发展城市商业综合体、商联体平台，打造
升级社区、批发市场、现代商圈、特色街区等
小店集聚区。支持夜经济等特色经营方式发
展，优先安排低收入群体、家庭困难人员。扩
大新就业形态规模，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
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创业“有扶持”。允许使用网络经营场所

登记个体工商户。从事农副产品、日常生活
用品销售，以及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
民劳务活动，无须办理营业执照。个体工商
户免征不动产登记费。鼓励有条件的市，向
新注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个
人、合伙创业，可分别申请最高20万元、60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按规定给予贴息。

求职“有帮手”。建立线上求职招聘平
台，设置招聘专区，举办灵活就业专场招聘，
在社区、村设置灵活就业信息发布栏。鼓励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短工、零工、兼职及
自由职业等需求信息，为阶段性缺工企业提
供供需对接服务。在零工聚集地规划设置零
工市场，提供遮雨、遮阳、信息发布等便利服
务。支持有条件的村居设立劳务中介、劳务
合作社，引入市场化机制，促进农村富余劳
动力有组织灵活就业。

培训“有专项”。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培训
规模，推进“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允许
灵活就业人员通过人事代理机构申报职称，

进一步畅通职称申报渠道。开展新就业形态
技能提升和就业促进项目试点，将网约配送
员、网约车驾驶员、直播带货员等新就业形
态重点群体纳入培训补贴范围。

权益“有保障”。允许个体工商户和各类
灵活就业人员按月、季、半年或年缴纳社会
保险费，缴费基数在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
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
同时就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由用人单位
分别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依法享有工伤保
险待遇。建立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
保险补贴，按照购买保险费数额的一定比例
给予平台或个人补贴，每人每年不高于100
元。这项政策为全国首创。

环境“有改善”。全面清理取消对灵活就
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收费，加大对灵活就业政
策支持、服务供给。将支持灵活就业纳入省
级文明城市创建测评内容。在技能人才评选
中扩大灵活就业比例，加大对灵活就业典
型、吸纳灵活就业示范平台企业宣传。

在数字经济大潮下，社会的个性化、多
样化需求也在不断催生新业态，如何顺势而
为，让新业态在健康发展中孕育更多的就业
岗位？据省发改委总工程师孙亚平介绍，着
力激活消费新市场，我省将大力发展融合化
在线教育，允许购买并适当使用符合条件的
社会化、市场化优秀在线课程资源。积极发
展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加强智慧医院建设。
鼓励发展便捷化线上办公，打造“随时随地”
的在线办公环境。

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我省将进一步培
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大力发展众包、云
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加快传统企业数
字化转型步伐，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企业和
创新应用企业。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
产业园和产业集群，推动订单、产能、渠道等
信息共享。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微创新、微
应用、微产品等万众创新。引导“宅经济”合
理发展，促进线上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
康发展。

首批126家企业和泰安152个村结对联建

百企联百村，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寒霜已近，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东西门
村依然游人如织。

这样的热闹景象，始于2019年。东西门村
地处山区，以前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农民生活
普遍不富裕。去年，鲁商集团与东西门村结对
联建，利用村民闲置院落打造高端民宿、发展
乡村旅游，贫穷的小山村一下成了“网红村”

“打卡地”。
东西门村的嬗变是泰安市实施“百企联百

村”行动，引入工商资本“活水”带动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

2019年以来，泰安市立足深入推进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战略，大力实施“百企联
百村”行动，成立“百企联百村”工作专班，会同
科技、工信、商务等8个部门和市企业家联合会

等社会组织，组织村企深入对接、双向选择，精
准确定首批126家企业和152个村结对联建。

泰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高尚山说，“开展
‘百企联百村’行动，就是通过组织牵线搭桥，
在村企之间构建起密切沟通和利益联结机制，
以组织联建为引领、产业联姻为支撑，统筹推
进人才联培、文化联动、生态联育，打开工商资
本向农村畅快流动的渠道，激活村级发展动
能，助力乡村振兴。”

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看中东平县老湖
镇辛店铺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比较便利的
交通条件，结成联建对子，发展绳网及塑料制
品项目。公司经理赵娟说：“结对之初，我是有
些担心的，怕不能与当地深度融合，制约企业
发展。”村企联合党支部的建立打消了她的顾
虑，公司还选派她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村“两
委”成员全程参与项目生产经营管理，定期交
流学习，真正实现了村企融合发展。目前，该项
目带动50余人就业，人均年收入4万余元。

据了解，百企联百村行动启动以来，联建
村企建立联合党组织41个，企业向村选派第一
书记77人，通过共享党建工作信息、共用党员

教育设施、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共建过硬党支
部，拉近了距离和感情，夯实了联建基础。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泰安市
把产业联建作为“百企联百村”行动的重中之
重，指导村企结合各自优势资源，找准结合点、
切入点，共同谋划项目、培育产业，让各种生产
要素顺势流动。村级收获资金、信息、技术和管
理等发展资源，企业获得土地、劳务、市场和物
资等供应保障，村企取长补短、强强联手，实现
1+1>2的效果。

在新泰市新甫街道前上庄村，山东鲁房置
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乡村旅游综合体正在紧锣
密鼓地建设中。前上庄村靠近城区，旅游文化
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条件得天独厚。鲁房
置业投入4 . 3亿元，重金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安置就业500余人，年可增
加村集体收入近千万元。

像这样的产业联建项目，全市已达成协议
的共有123个，其中78个落地实施，总投资达到
26 . 53亿元，带动村民就业4400人，村集体年均
增收11 . 24万元。

工商资本的注入，尤其是大型龙头企业的

到来，打破了原本一村一庄的界限，带动周边
村成方连片抱团发展。

山东世外潮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泰山·桃花源田园综合体项目，带动肥城市
潮泉镇乡村振兴整乡推进；鲁商集团整体打
造九女峰片区，将19个村“串珠成链”、一
体开发。

伴随乡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才在农村聚
集。联建村企加强人才培养合作，村里为企业
提供用工信息、输送劳动力和专业技能人才，
企业为村举办技能培训，就地孵化本土人才，
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越来越多的

“土专家”“田秀才”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据统计，联建村企互派挂职人员194人，企

业为村开展专项技能培训618次，培训4316人
次。青青教育集团与东平街道史楼村联建以
来，立足自身优势，组织开展蒲编、柳编和苇编
加工手艺培训、烹饪培训，为村里培育技术能
手100多名。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泰安将落实动态调整
机制，吸引更多有意愿、有条件的村企参与到
行动中来，力争年底前联建村企达到20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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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林琳 黄永仓

曹玉海，山东莒县（今属莒南
县）人，1923年出生，194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曹玉海3次参军入
伍，参加重要战斗20余次，6次负
伤，抗美援朝作战中不幸中弹牺
牲，被追授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
级英雄”，他任营长的一营被授予
“英雄部队”称号、记集体一等
功，并授予“攻守兼备”锦旗一
面。

1943年1月，曹玉海报名参加
了八路军。后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
负伤，被安排回家养伤。这年秋
天，起义后归八路军建制的东北军
某师在他家乡驻扎，曹玉海坚决要
求重返前线打鬼子，经批准第二次
参军入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曹
玉海作战勇猛，先后参加了横山战
斗、东北剿匪、保卫四平、三下江
南、辽西会战、解放天津等战役，
立战功7次，荣获“滨海抗日模
范”“战斗模范”等称号。

1949年，曹玉海随大军南下，
在湖北宜昌与白崇禧军队交战。曹
玉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留在武汉
治疗。伤愈后，组织考虑他身体虚
弱，便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
某师路过武汉时，曹玉海找到老部
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师领
导说：“你已经转业了，在地方好
好干吧！”曹玉海坚定地说：“我
们的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把
侵略的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岂
能坐视敌人侵略！”临行前，曹玉
海婉言拒绝了未婚妻结婚的要求，毅然走向抗美援朝前
线，并担任志愿军某部营长。

在朝鲜战场上，我军与敌进行了5次战役，曹玉海
参加了前四次。第一次战役，在月峰山守卫战中，曹玉
海率1个连出其不意袭击李承晚军，歼敌120多人；在第
二次战役战斗中，他指挥所在营两个连全歼土耳其1个
营，毙伤敌700余人，缴获汽车130余辆、榴弹炮17门；
第三次战役是突破三八线，曹玉海带领全营突破了敌人
苦心经营的号称“钢铁防线”的阵地，深入敌人腹地40
公里，歼灭美军33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40余门，轻重
机枪20余挺，汽车36辆。

在第四次战役中，营队奉命坚守武甲山、莺子峰一
带阵地。1951年2月的一日拂晓，美军1个团在24架飞
机、52辆坦克及50门大炮的配合下，向营主阵地京安里
以北350 . 3高地发起凶猛进攻。曹玉海指挥全营连续打
退敌人6次进攻，在敌人第7次进攻时，曹玉海不幸中弹
牺牲。战士们在营长的激励下，拼死与敌搏斗，打垮十
几倍于己之敌的10余次进攻，歼敌680余名，守住了阵
地，为志愿军在东线横城反击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
用。

（上接第一版）“这些年我们发现建棚最‘猛’的
多是不会种棚的人，公司社会化标准服务恰好满足了需
求，让像耿汝昌这样的‘门外汉’能种菜、‘慧’种
菜。”白京波说，现在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含量越来越
高，品种变化很大，老经验与现代种植有些脱节，即使
是种菜的“老把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技术的发
展与市场的要求。数据显示，通过实施数字农业，入社
社员每亩农药、化肥、用工等减少15%-30%，产量增加
20%-50%，亩均增收1万元。

数字农业是新生事物，普通农户接受需要一定时
间，而且智能化改造、新式大棚的投资也让人不敢轻易
尝试。

在商河县玉皇庙镇玉港现代农业产业园，建一个标
准化大棚需要31万元，三年回本。为吸引种植户参与，
当地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建设标准化大棚，目前已建成48
个。种植户可以租种或参与管理，享受园区统一的种植
技术、品牌运营、市场销售的服务。玉皇庙镇史家庄村
村民史文洪从一家企业手中租种了两个新式标准化大
棚，每年租金1万多元，现在第一茬辣椒已经种上。

新生事物发展离不开典型示范的引领带动。“部分
标准化棚建造时，政府补贴2万元进行了智慧化改造，
发挥这些棚的示范带动作用。等到群众真正意识到数字
农业优势时，智慧化改造再向其他拓展。”玉皇庙镇副
镇长肖博说。

作为智慧农业发展的先行者，寿光如今已实现了由
“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再到“模式整体输出”的
飞跃。由寿光恒蔬无疆农业发展集团创建的利津县智联
农创工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采用“国资平台+运营
商+创服机构+产业工人”市场化运营模式，产生了良
好的规模、品牌和示范效益。

除了智能化生产环节，我省在智慧化的销售领域也
迅速发展。截至今年7月，全国农产品电商销售50强县
我省占了10席，全国第一；全省淘宝村598个，比去年
增长33%，占全国11%。

瞄准数字农业投资较大的问题，我省提出设立数字
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数字农业示范建设项目、数字农业
发展奖补机制；科学统筹使用其他政策项目资金，将数
字农业建设内容列为重要组成部分，整合资源、形成合
力。同时，积极对接存在合作意向的社会资本力量，引
导支持社会资源参与智慧农业建设。下一步，我省将重
点推进数字农业标准化建设、构建数字农业发展智库，
促进科技创新研发、推进数字农业教育培训，弥补人才
短板等，让“慧”农服务更惠农。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梁孝鹏 报道
10月21日，青岛市即墨区，青岛通济实验学

校击剑社团的学生在进行击剑比赛。
为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磨炼学生意志勇气，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推行“阳光体育、快乐击剑”
理念，将击剑项目引入校园，列为“校本课
程”。学校聘请专业老师进行击剑礼仪、基本步
伐、实战技能等内容的训练，并定期举行花剑、
重剑、佩剑等项目的比赛，让学生们在比赛对抗
中得到全方位锻炼。

击剑运动

进“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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