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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服务就业“大文章”
绵阳游仙“零工爱心驿站”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

近年来，绵阳市游仙区紧紧围
绕“稳就业保民生”，大力推进“零工
爱心驿站”民生实事项目建设，通过
“零工爱心驿站”这个“小切口”，推
动服务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大文
章”，为灵活就业人员就地就近就业
提供暖心服务。

顶层设计为零工驿站保驾护航

如何解决好用工市场面临的两
难问题，让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与岗位实现更快、更
便捷、更低成本的匹配和对接？

去年，游仙区人社局通过科学
规划、高效建设、数智赋能，建成了
集用工信息发布、零工候工、劳动权
益保障为一体的“零工爱心驿站”公
益性灵活就业服务平台，并不断拓
展服务外延，推动数智化升级，同步
畅通零工技能提升通道，扩大服务
覆盖面，构建起更有广度、深度和温
度的新型零工市场。

按照“零工聚集在哪里，驿站就
建设到哪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的
工作思路，游仙将“零工爱心驿站”
放在了游仙区六里村。

六里村为老旧城中村，自 2011
年起，周边零散务工人员便自发在
道路两旁聚集候工，逐渐发展为绵
阳市最大露天零工求职市场。随着
农民工回流及灵活用工模式推行，
求职零工与日剧增，大量人员聚集
路旁加剧交通拥堵且造成安全隐
患。

为解决这一问题，游仙进行科
学规划建设，综合考虑零工候工习
惯及候工成本，将六里村的闲置场
地进行改造利用建设成为驿站，并
将驿站建设纳入区级民生实事项
目，由政府平台公司承担前期硬件
设施建设，区财政专项预算年度运
营管理费用，成立由住建、人社等
10个部门组成的工作推进专班，建
立日调度、周会商工作推进机制，推
动项目在 20天内快速落地建成。

自此，占地 700余平方米的全
市首个零工爱心驿站应运而生。

优化机制助力人岗精准对接

走进驿站内，接待管理、招聘服
务、就业超市、零工休憩和维权服务
等多个功能区，满足着零工的权益
保障服务。

细看驿站外，接送零工专用车
道、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方便用工单
位快速对接务工人员。
与别的零工驿站有所不同，游

仙“零工爱心驿站”实行的是“政府
主导垣公司运营”模式，引入专业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负责驿站日常运
营，全天免费提供招工候工引导、就
业信息发布、求职登记等零距离贴
心服务。
同时，游仙以共建共享思维为

核心，打造了“1+N+N”零工服务矩
阵。具体而言，就是以 1家区级零工
爱心驿站为中心，结合民政城乡治
理特色社区项目，布局 N个镇（街

道）、社区级驿站，并依托工会户外
劳动者驿站、村两委阵地等，建设 N
个零工市场网点。
“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快捷便利

的体验，我们还开发了‘游仙招聘服
务’小程序，采取‘雇员实名登记—
雇主择优点单—双方洽谈合作’模
式，开展灵活就业用工劳务线上对
接活动。”游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游仙在
一定程度上切实缓解了零工劳动者
“等”“靠”的被动就业局面。

而如何把驿站建设成零工服务
“温馨港湾”，游仙也已有谋划：一方
面，收集用工单位信息、岗位需求，
建立用工需求台账，并根据零工的
个人就业能力、就业意向逐一进行
工作匹配，实现零工人员与就业市
场的无缝衔接。

另一方面，联合相关部门，在驿
站内设立法律援助及劳动维权功能
区，引入专业保险机构设点，探索
“政府补贴+用工投保”模式，对零工
人员购买短期工伤保险。建立了“人
社+城管+公安”联动快处机制，维护
零工合法权益。定期邀请医生为零
工提供义诊、职业病防治咨询等医
疗服务。

提升效率就业服务全面升级

当前，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等新
就业形态出现，增加了劳动合作关

系的形式。对此，驿站创新打造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联合调解中
心，协调绵阳市快递行业协会、绵阳
市网约车行业协会在驿站建立工作
站，探索“劳动维权+就业帮扶”机
制，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政
策咨询+劳动维权+就业创业帮扶”
的全链条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游仙还以零工
爱心驿站为“基点”，广泛收集非全
日制用工、临时性和阶段性用工及
全日制用工需求信息，将服务延伸
至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全日制
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零工”到“灵
活就业人员”再到“稳定就业人员”
就业服务全覆盖，有力推进了全区
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助力广大劳动
者好就业，就好业。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筹建游仙

区零工工会和零工爱心食堂，让更
多的零工经济就业群体感受到温
暖。”游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同时，与绵阳市公交公司协商开
通零工专线，在每天早晚零工出行
高峰期间，开行各区域客运枢纽、大
中型场镇至驿站的零工务工专线，
降低零工务工交通成本。

稳住最基层劳动者就业，是维
护经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游仙
区正依托零工爱心驿站，在普及和
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创新探索，建立
和谐的零工劳动关系，完善零工群
体劳动权益保障，促进零工经济发
展，让奋斗中的灵活就业人员都能
感到温暖、收获幸福。

□周钰本报记者吕婕

大邑县对口帮扶工作队：
引进赤松茸项目
助群众增收致富

近日，记者来到阿坝州松潘
县红土镇红土村赤松茸基地，看
见 10余位妇女正在大棚内采摘
赤松茸，一派忙碌的景象。基地
负责人李刚高兴地告诉记者，红
土村和德苟村两个基地当天收获
赤松茸 5000多斤，其中 60%—
70%的精品赤松茸次日将通过航
空冷链物流，出现在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的商场超市。

据悉，今年以来，大邑县对口
帮扶工作队深入调研，结合松潘
实际，引进大邑农业科技企业成
都九信农业有限公司，精心选址，
成功落户红土镇，成立了松潘县
潘丰农业有限公司。公司依托当
地独特的地理地质优势及环境，
在红土村和德苟村建立种植基地
110亩，专门从事赤松茸种植。从
6月中旬出菇以来，日产赤松茸
保持 4000-5000余斤，解决当地
群众务工近 40余人，下种和采摘
用工高峰期用工人数甚至达到了
60余人。
村民卓嘎说，她和村里的姐

妹们在家门口上班挣钱，多的有
4500多元，这让她们对未来充满

了希望。
李刚介绍，下一步公司在大

邑县对口帮扶工作队的支持下，
计划增加种植面积 100亩，带动
松潘农户种植 500-1000 亩，同
时提升和改善基地设施，争取提
前一个月出菇，让基地赤松茸产
量提高和品质提升。

红土镇副镇长、大邑帮扶干
部闫杰说，引进大邑九信公司赤
松茸项目，为红土镇的乡村振兴
带来了新机遇和新希望。随着公
司产销量的进一步提升，村里原
来闲置的冻库也将被公司长期租
用，为支持企业发展，镇上还在协
调准备将乡镇卫生院老办公楼租
给公司使用，这些都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提供了保障。

松潘县委常委、副县长、大邑
县对口帮扶工作队领队陈勇表
示，下一步，大邑县对口帮扶工作
队将在政策、资金、规划等方面与
相关部门单位和当地政府加强沟
通协调，助力松潘赤松茸产业发
展壮大，带动松潘群众持续增收，
以产业发展带动松潘乡村全面振
兴。

□赵小刚本报记者高明山张俊华

德阳市旌阳区与成都高新区
开启政务同城化合作

近日，四川德阳市旌阳区行
政审批局与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
运行局正式签署政务事项“跨域
通办”合作协议，为共建高质量发
展区域联合体、高水平协作合作
示范区贡献政务力量。

据了解，本次两地政务部
门联合发布《旌阳区—高新区
政务服务异地通办事项清单
（第一批）》，涵盖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卡、合伙企
业设立等 52 个公共服务、行政
许可和行政确认高频事项。成

都高新区和德阳旌阳区两地的
企业和群众办理上述事项均可
体验到同城无差别标准化办理
的便利。

下一步，旌阳区行政审批局
与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运行局将
借助成都都市圈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同城融圈”的战略东风，
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在行政
审批服务、智慧城市运行等多项
工作上持续加强结对共建和深度
合作，切实让企业和群众享受到
改革的红利。

□龙浩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与山为伴 用汗水守护青山绿水
———记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管护总站森林巡护员庞明建

8月 7日，内江市东兴区东兴街
道和平社区，社区居民通过“科学健
身大讲堂”学习健身知识，领略科学
健身的奥秘。

全民健身日前夕，东兴街道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全民健身，
绘就幸福生活”主题活动为载体，引
导社区居民积极健身，科学健身，快
乐健身，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
深度融合。 特约记者 李建明摄

全民健身
绘就幸福生活

进山：
投身林业一线，保护森林资源

1992年，20多岁的庞明建从部
队退伍后，回到了家乡，投身到了林
业一线。

2017年 8月，庞明建被抽调至
大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在
森林防火指挥部掌握器材使用原理
后，庞建明主动请缨，承担起市级防
火器材库机具的维护工作，同时高
标准、严要求组织大邑县重点林区
乡镇开展森林防火演练。

庞建明及其同事科学有效的工
作方法，敬业奉献的工作激情，使得
大邑县连续 30 余年无较大级别森
林火灾发生，无人员伤亡，成功将火
灾损失率控制在 0.1%内，有效保障
了全县森林资源安全，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生态支撑。

巡山：
追寻熊猫足迹，守护生灵乐园

2021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
的成立，庞明建成为了大熊猫国家
公园大邑管护总站的一名森林巡护

员，重点负责大熊猫国家公园在西
岭镇区域的巡防工作。

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群山
连绵，林海莽莽，庞明建工作的管护
站，海拔约 2200米，站内有包括庞
明建在内的 3名工作人员。

巡护时，他们就背起行囊，拿上
一把弯刀，向苍莽的大山深处走去，
林木苍翠、溪流淙淙的小河子沟，是
他们日常巡护的起点之一。顺沟而
上约半小时，巡护员们依次踩着湍
急水流中凸出的石头跨过溪流，爬
上斜坡，钻进密林深处。一次巡护下
来经常需要半个多月。在无人区的
密林中穿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艰苦的环境使得巡护员练就了爬
树、登山、跳河等多项技能。

防火、防盗伐、防偷猎，安装红
外相机、更换电池、取存储卡是巡护
员们的重要工作，但这看似简单的
巡护，其实危险重重。除了雨雪风霜
等自然天气因素，还有悬崖峭壁、湍
急河流，甚至野生动物的攻击。

庞明建记得，有一次在山沟里，
一位队友不小心踩到了草堆里的一
个大蜂巢，顷刻间数百只野蜂展开
群攻，大家赶紧奔向河边，跳进河水
中。即使如此，一位巡护员的头还是

被蜇肿，眼睛肿胀成一条缝，背上出
现 20多个水泡；还有一次，是羚牛
群向他们发起攻击，还好及时隐藏，
才化险为夷。

动植物的繁盛，生态环境的变
好，让庞明建觉得每一次的巡护都
变得有意义。

守山：
坚持热爱之事，不觉时光流逝

在 30多年与山为伴的日子里，
庞明建从未退缩过。

巡山工作艰苦、费力，但庞明建
热爱大山。他看了许多绝美的风景，
目睹过金丝猴群，捡到过羚牛落下
的角，也在山路上收缴过铁丝圈、兽

夹等非法捕猎器具……这些都是难
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多年来，庞明建明显感觉到，曾
经的保护区，如今的大熊猫国家公
园，环境变好了，大熊猫变多了，当
地居民也会主动配合环境保护工作
了。

庞明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还
要进山多少次，也不知道每一次进
山有没有危险，但只要守着这一座
座大山，护着这里的一群群生灵，他
心里就是踏实的、自由的且无所畏
惧的。当世人都在赞扬巡护员吃苦
耐劳精神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
“这是我喜欢的事。”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
局供图）

□本报记者 赵蝶

崇山峻岭，林海莽莽，大熊猫国家公园内万物繁盛。有这样
一群人，巡护、监测野生动物，打击偷猎，管控火灾风险……他们
用脚步勾勒出国家公园的轮廓，用汗水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巡护员。

苍巴高速控制性工程
白驿镇大桥双幅架通

阴何西洪张俊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8月 6日下午 7时，随着四
川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大桥左幅
最后一片 40米 T梁缓缓降落平
稳就位，由中铁十五局三公司承
建的苍巴高速公路控制性工
程———白驿镇大桥双幅顺利架
通，为实现苍巴高速公路（苍溪
段）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据悉，白驿镇大桥位于苍溪
县白驿镇青石村，地势陡峭，沟壑
纵横。主桥采用预应力混凝土连
续刚构，引桥采用 40米装配式预
应力混凝土先简支后结构连续 T
梁，大桥全长 778 米，双向 4 车
道，主跨最高墩身 80.064米，为
苍巴高速公路全线最高大桥。该
桥技术标准高、施工难度大、安全
风险高、管理要求严，是苍巴全线
最难点工程。

为确保该大桥双幅顺利架
通，项目部多次会同三工区管理
层召开制架梁生产推进会，从资
源要素调配、安全风险防控、技
术质量保证等各方面、多层次、
全过程优化施组、加强领导、规
范管理，有效保证了从 T梁预制
到吊梁、运输、落梁等施工环节

精心组织、精细操作、精益求精。
全体参建人员攻难关、克时艰，
顶烈日、斗酷暑，披星月、战黑
夜，现场组织有序衔接，制梁架
梁持续推进，实现了安全生产可
控、工程质量优良、双幅顺利架
通的节点目标。

据该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李强介绍，苍巴高速公路 TJ2标
段主线全长 20.5公里，共设有大
桥 18 座 T 梁 1718 片。截至目
前，已完成 12大桥双幅架通，2
座大桥单幅架通；已完成 T梁预
制 1605片、架设 1363片，分别占
制 架 梁 计 划 的 93.42% 和
79.34%。随着白驿镇大桥“施工
要塞”的顺利连通，标志着 TJ2标
段工程建设全面步入了“新阶
段”，制架梁按下了“快进键”，保
节点吹响了“冲锋号”。

据了解，苍巴高速公路起于
广元市苍溪县，止于巴中市巴州
区，全长 92.553公里。建成后将
构成一条连接成都平原经济区与
川东北经济区的重要交通大动
脉，形成新的进出川大通道，对促
进秦巴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