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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两口子都在村办企业上
班，家里住的是二层楼，俺现在的
生活还不错。”近日，在山东广汇
集团上班的沂南县界湖街道南村社
区居民相荣亮，一边擦车一边笑
着说。
  像相荣亮一样收入稳定、生活
美满的南村居民有很多，这是因为
南村社区重视居民就业创业工作，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广开就业渠道，
为社区居民及周边群众提供了3000
多个就业创业岗位。 2021 年底，南
村社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
社区。
  南村社区发挥地处县城城区优
势，在开发建设居民小区的同时，
不断增加沿街商铺建设面积，并且
沿街商铺只租不售。“我们的沿街
商铺已经有10 万多平方米，既增加
了集体固定资产，又提供了居民就
业岗位，还通过收取租金增加了集
体收入，一举多得。”南村社区党
委书记李凤德说。
  现在，南村社区的沿街商铺吸

引了 560 多户本社区居民及周边村
民，从事建材、水电暖、餐饮、理
发、美容等经营，直接增加就业创
业2000 多人，社区集体每年实现租
赁收入2000 多万元，个体工商户实
现利润及工资收入6000 多万元，实
现了集体与个体双赢。
  南村社区精算就业账。他们除

了发展沿街商铺，还创办了村办集
体企业——— 山东广汇集团，集团业
务涵盖旅游开发、酒店餐饮服务、
文化传媒、影视制作、房地产开
发、饲料加工等，共安置 700 多人
就业，大多是本社区居民。
  为提高居民的就业能力，南村
社区大力开展居民技能培训。“我

们扶一把，帮一把，对他们进行技
能培训，通过努力，大家的水平慢
慢提高起来了。”李凤德说。社区
积极争取县人社部门和职业培训学
校的支持，对居民进行文化和职业
技能培训。 2020 年以来，社区共开
展创业咨询30 多次，提供创业指导
50 多次，组织60 名有培训意愿的居
民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
  在村办集体企业——— 影视基地
微电影摄制中心，南村社区建起了
三大基地：影视演员培训基地、沂
蒙红色创客制作基地、就业创业实
训基地。对技术性较强工种，他们
聘请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
的专业技能培训，对到基地从事餐
饮、保洁、保安等工作的农民，全
部进行岗前培训。
  常山庄等村的群众演员在群演
圈中名气较大，许多影视剧拍摄方
都愿意使用这里的群演，原因就是
这里的群演经过了专业技能培训
后，表演技能得到很大提升，拍摄
中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据不完

全统计，近年来，在影视基地当过
群演的村民高达3万多人次。

建商铺扩大就业容量，强培训提升就业质量

南村“孵化”出三千就业岗位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郑树平

  破解村集体增收难题，是在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课
题。而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主动
性、积极性，引导带领群众，充分
挖掘利用农村的要素、资源，实现
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更是值得
探索。
  今年以来，诸城市昌城镇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把大抓集体经
济增收作为全年重点任务，坚持
“向‘天’要效益”，发挥网格化
治理服务优势，全力推广应用农村
户用光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同
时不断增厚村集体家底。
  走进昌城镇道口社区车道口网

格可以看到，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光
伏发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
辉，昔日闲置的屋顶如今派上了新
用场，摇身一变成为带来“阳光收
益”的“摇钱树”。
  “有了光伏发电板，我们一
年的固定收入多出来 1 5 0 0 元以
上。天 气 好 的 时 候 达 到 发 电 额
度，多出来的收益还会进到个人
的腰包。安装不花自己的钱，也
不 用 我 们 作 抵 押 担 保 ， 没 有 风
险，坐在家里就有收入，真是个
好事。”昌城镇道口社区车道口
网格居民王培军说道。
  昌城镇突出典型引领，以点带

面打开局面，在全镇范围内确定
了 14 个社区 15 个网格作为试点，
车道口网格就是这 15 个试点网格
之一。经过社区和网格干部的积
极动员，越来越多的群众接受了
农村户用光伏这个新生事物，车
道口也成为全镇第一个实现破题
的网格。
  在施工中的村民家里，笔者见
到了正在与村民讨论安装细节的车
道口网格党支部书记仲伟福。“我
们这个网格共有 127 户，经过专业
机构评估，符合安装条件的有 91
户 ， 目 前 已 安 装 7 3 户 ， 达 到
80 . 02% ，还有 5 户正在安装。群众

的认可程度很高，参与的积极性也
很强。”仲伟福说。
  以车道口网格为突破口，道口
社区已经着手农村户用光伏的整个
社区推进工作，结合前期制定的
“人情物事一张图”，社区组织网
格干部对辖区内工业企业、公共建
筑物、农户屋顶、闲置资源等情况
进行全面盘点，对群众意愿、认识
程度进行深入摸底，针对摸排结
果，确定工作重点难点，制定详细
方案，有计划推进实施。
  道口社区党委书记孙希刚介
绍：“推广农村户用光伏，实现了
集体经济增收的新突破，车道口网

格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近 5 万元。
目前，全社区 7 个网格正在同步推
广农村户用光伏，利用当前施工黄
金期，加紧组织施工。”
  为实现农村户用光伏全镇推
广，昌城镇积极对接国电投、天
润、铭正能源等企业和市发改局等
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召开答疑会议
5 场。同时，组织社区网格干部开
展入户宣传 1 万余次，发放政策明
白纸 8000 余份，通过讲解真实案
例，引导群众提高认识，并积极参
与到光伏产业发展中来，真正享受
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刘刚）

诸城市昌城镇———

迎“光”触“电”，光伏照亮增收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句话在
南村社区得到了极好体现。发展沿
街商铺，吸引560 多户社区居民就
业；创办集体企业发展旅游、餐
饮、饲料加工等，安置700 多人就
业；创办影视基地，进一步扩大就
业。不止于满足让村民“好 就
业”，还要让村民“就好业”，社
区为此对居民进行相应的文化和职
业技能培训……一条条措施，一件
件实事，无不是围绕就业做文章。
  就业的背后，是一户户渴求安
居乐业的家庭，是一个个想要通过
双手过上幸福生活的村民。南村社
区把就业创业作为乡村治理的抓
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广开就业
渠道，让居民有事做、有收入，这
是乡村振兴该有的模样。

编后

社区居民经过培训后，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烙煎饼。

  4 月 3 日，国网山东省郯城县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员在马头镇小
麦种植基地对电力设备进行带电
检修。

  眼下正是春耕生产用电高峰时
期，国网山东省郯城县供电公司组
织 12 支带电检修党员服务队深入
田间地头，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
进行带电突击检修维护，确保农业
用电，助力春耕生产。
   （房德华 刘婷婷 摄）

带电检修助春耕

  农村大众报桓台讯 （通讯员
于军）为保障企业生产、防疫两不
误，桓台县通过在企业设立核酸检
测采样点的方式，让企业职工就近
做核酸检测。这种“送上门”的疫
情防控服务，让企业倍感暖心与
放心。
  4 月 6 日上午 8 点 30 分，在位
于桓台县马桥镇的山东万家园木业
有限公司内，员工正在有序接受采
样。为避免人群聚集，企业根据生
产安排，分批次、分时段组织员工
进入采样点，依次排队、扫码、录

入个人信息、进行核酸检测，整个
采样过程有条不紊、高效进行。
  山东万家园木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整木定制生产企业，有员工
840 余人。正在现场进行调度的办
公室主任陈海霞介绍，根据疫情防
控工作安排，所有员工需每周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企业生产任务比
较重，如果到卫生院采样，既影响
生产，也耽误职工时间。陈庄卫生
院主动上门给员工采样，让我们生
产防疫两手抓两不误。”
  根据《淄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若干政策
的通知》要求，桓台县推动核酸检
测便利化，组织核酸检测机构开展
上门检测。
  桓台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成
钢说，据统计，全县 500 人以上
企业共 4 1 家，员工 5 5 2 2 6 人，
“我们将每周对所有职工开展一
轮检测，滚动实施检测，充分发
挥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的预警
作用，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
诊断、早治疗，保障经济安全有
序可持续发展。”

核酸检测送上企业门

  农村大众报郯城讯 （通讯员
李永涛 李苗）“怎样戒掉晚上迷
恋手机、早上懒起床的不良 习
惯？”“如何消除对父母管教约束
产生的叛逆心理？”针对疫情防控
背景下的学生心理健康，近日，郯
城县高峰头镇小学组织开展了线上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
  按照“阳光心理，健康成长”
的指导方针，镇教育系统研究制定
了《高峰头镇疫情防控期间小学生

心理疏导防控措施》。 4 月初，小
学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按计划在企
业微信教育平台集中开课，高峰头
镇小学心理咨询师徐勤丽精心准
备，将一堂精彩的心育讲座———
《防疫期间 相伴成长》奉献给居
家耕读的学生。讲座从青少年的心
理特点出发，指导孩子们正确表达
情绪，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随
后，学校又安排有多年心理辅导经
验的李晓婉老师网上授课，她以

《勇敢面对挫折》为题，引导学生
直面身边的困惑和挫折。
  “学生们的健康成长需要课本
知识，也需要课外的关心、关注和
关怀。眼下，由于学习环境改变，
学习成绩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不少
孩子和家长都陷入了焦虑漩涡，心
理健康辅导课程必须跟上！”提起
线上心理教育课堂的开办，镇中心
小学业务校长平振杰深有感触
地说。

开展心育讲座，消除学生居家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