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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乃民生之本，吉利区委、区
政府坚持“以民为本，保障优先，民生
为本，就业优先”，以人力资源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开发为核心，
以技能振兴工程项目实施为重点，以
强化技能培训为手段，以促进劳动者
技能就业、稳定就业、充分就业、提高
就业收入为目标，全面提升劳动者职
业技能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深入推
动石化产业集聚区用工对接，促进农
民工在集聚区实现转移就业和就近
就地就业。

核心提示

吉利区总人口近 7 万，其中城镇人口
3.4 万，农村人口 3.3 万，劳动力 2.8 万人。
长期以来，依托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大
力发展石油化工产业，是一个典型的石化
工业区。近年来，吉利区委、区政府围绕
中心工作，着力加强全民就业、创业工作，
广泛宣传、落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不断
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提升人力资源素
质，完善就业服务，扩大城乡就业，取得了
明显成效。2011年至今，全区城镇新增就
业8464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097人，其中就业困难
人员 935 名，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1253
人，下岗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1589 人，
政府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大龄就业
困难群体，共安置 142 人。全区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1.1%，低于 4.5％的控制目标。
全区“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为零。

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

吉利区高度重视全民技能振兴工作，
专门成立了全民技能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由主管副区长任组长，15家相关单位负责
人任成员，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管理。
除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外，还定期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强调全民技能振兴工作的目的、
意义和重要性，提高认识，形成合力；对培
训机构认定、培训质量、资金管理、就业服
务、检查验收等各个环节逐项安排落实，明
确工作目标。

依据市场需求 实行分类培训

为使富余劳动力更多地了解培训政
策、掌握培训信息，积极参与培训，吉利区
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传劳动就业培训优
惠政策。一是深入村组，调查摸底。依托
乡、办事处、社区（村）劳动保障工作平台，
入户摸底调查，摸清社区、村组富余劳动力

的就业状况，建立信息台账，为开展针对性
培训奠定基础。二是依托企业，提升培训
层次。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定期开展企业
全员岗位培训及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先后
与吉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信阳炖味苑等企
业联合进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三是因地
制宜开展引导性就业培训。随着该区工业
项目和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部分村庄和
土地被征用，解决征地村农民就业问题
越来越迫切。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从征地村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出发，把开展“征地村农民免费就业
培训工程”当作惠民福民的民生工程，列入
2013年的惠民实事中，共对12个征地村的
607名农民进行就业引导性培训，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多渠道开发 多途径就业

就地就近就业已成为吉利区农村劳动
力实现就业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化工、化
纤、纺织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为重点，紧
盯石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需要，深入园区
了解进驻企业的用工需要和方向，以“春风
行动”、举办民营企业招聘会为载体，帮助
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二是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
困难群体就业。区政府出资开发保洁、绿
化、社区工作等公益性岗位安置下岗失业
人员，特别是优先安置大龄就业困难群体。

三是依托洛阳石化总厂，开发就业岗
位，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维护了社会稳
定。

四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吉
利区虽然面积小，但商贸服务业发达，有3
个大型超市、5个农村集贸市场，中小型饭
店、宾馆星罗棋布，服装一条街、建材一条
街等特色商业街区纵横其中，为就业和创
业提供了较多的岗位和机会，同时还大力
发展家庭服务业，为受过专业家政服务培
训的无业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岗位。3
年来举办招聘会 9 场，提供就业岗位 2137
个，接受求职登记2505人，1027人达成就
业意向，劳务派遣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485
名，进行引导性培训607人，企业联合进行
技能提升培训1253人次。

强化社会宣传 营造创业氛围

吉利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创业
工作，以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创业带动
就业的倍增效应，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围绕

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鼓励和指导返乡
农民创办小超市、小代理、小维修等。加大
创业宣传力度，调动人们创业积极性，营造
良好创业氛围。乡、办事处、各成员单位利
用电视、宣传彩页等，广泛宣传小额担保贷
款、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税费减免等创业扶
持政策，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激发全
区人民的创业热情，使更多的适龄劳动者
投入到创业热潮中来，营造全区尊重创业、
支持创业的良好氛围。近两年，该区涌现
了一批创业成功典型，如洛阳市吉利亚隆
石化仪器设备厂，经过近 10 年努力，研发
了储罐切水器、减温器、混合器、阻火器等
产品，获得近10项专利技术和30多项专有
技术，年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带动80余
人实现就业。

洛阳市吉利区青山禽类养殖专业合作
社按照“布局区域化，生产集约化，技术规
范化”的原则，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绿色农
业和观光农业新技术，培育打造吉利土鸡
产业品牌，创出了一条养殖+休闲观光之
路。至今已发展带动55人实现就业。

吉利区将充分发挥政策引导效应，调
动社会各界力量，以创建创业型城市为契
机，加强创业服务和扶持，努力扩大就业，
促进社会稳定。 （吉人宣）

吉利区全力服务全民创业就业

举办被征地村农民就业培训 大型民营企业招聘会现场

创业典型单位 创办养殖基地

上周，《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
指导意见》发布，提出对钢铁、水泥、电解铝、
平板玻璃等高耗能行业的过剩产能，实施差
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水价，禁止自行实行电
价优惠和电费补贴。

国务院“铁腕”淘汰过剩产能，标志着解
决产能过剩这一“顽疾”的努力再次升级，无
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点。洛阳多个产业涉及此次国务院圈定的产
能过剩行业，调整的压力不轻松。

广西蕉农上周的压力同样不小。由于天
气炎热干旱，广西南宁150万公斤香蕉普遍
早熟，上市高峰提前到来。1公斤香蕉平均
只卖两毛多，仍无人问津，蕉农损失惨重。

广西蕉贱伤农，与其说是香蕉早熟“惹
的祸”，不如说是农业产业化与市场衔接存
在“短板”所致。只有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
化的市场链条，才能不再重复“昨天的故
事”。

告别“昨天的故事”，亚洲首富李嘉诚似
乎也有此想。近3个月来，李嘉诚接连抛售
香港与内地资产，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其“撤
资”“弃亚入欧”的传闻。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掌控着近万亿港元、
业务遍及53个国家的商业王国。他的每一
个决策，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论其旗下
的长和系近期加速转移的原因何在，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中国内地的投资回报率较10年
前已大幅下滑。

外界对中国经济的疑问，在前三季度经
济数据面前至少可以暂时平息。上周，国
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
7.7%。其中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 7.8%，相
比第二季度的 7.5%有较大回升，明显好于
预期。

前三季度经济稳中向好，主要依赖投
资。另一个有点“怪异”的迹象是，在中央
大数据“唱好”的同时，地方公布的数字却
并未见明显的向好。显然，“稳中向好”还
需再发力。

上周，有媒体报道，多部委与养老方案设
计者们召开两天闭门会议，在养老制度上达
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和养老金实行并轨已基本没有悬念。虽然具
体养老方案、政策何时出台尚无定论，但大方
向已定，显然是个好消息。 （利华）

“稳中向好”再发力洛阳汤馆行业如何做强品牌？业内人士认为——

传承与创新并重，让“洛阳汤”更浓香

2013年10月21日 星期一编辑：王子君 校对：国奇 组版：小明
洛阳·财经 05

关注“洛阳汤”市场

兰州拉面享誉全国，郑州烩面在经历多年发展
后，产品形式多种多样，连锁店遍布各地。业内人士
认为，“洛阳汤”想要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目标，必须
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熟知、认可
美味“洛阳汤”。

核
心
提
示

“老洛阳人都知道，喝牛肉汤、羊肉汤、
驴肉汤等，一定要喝头锅汤，这也就是为何
很多人早晨5点多钟就跑到汤馆的原因。”
家住瀍河回族区的李新生说，自己1985年
参加工作至今，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到汤馆
去喝汤。

“洛阳有名气的老汤馆不少，但在外地
很难找到正宗的分店。”经常从南阳来洛阳
办事的沈国勋说，每次来洛阳，都是当地的
朋友带自己到老城、瀍河的背街小巷内找汤
馆，如果是自己单独来，肯定找不着地方。

对此，马杰山牛肉汤馆负责人马世贤
深有体会。他家的汤馆早期也是在巷子里

开店，搬至瀍河回族区美食街后，不仅店面
大了，平时来的外地游客也多了，从而进入
良性循环，生意自然越做越红火。然而，洛
阳的很多老式汤馆，祖祖辈辈都固守着背
街的小门面。

马世贤认为，“洛阳汤”文化需要代代
传承，不仅仅是传承手艺和秘方。辖区政
府可以考虑在规划建设餐饮街区时，将这
些知名的老式汤馆安排到餐饮街区，这样
既可让这些汤馆走出深巷，扩大经营规模，
提升品牌知名度，同时也便于更多外地游
客体会到“洛阳汤”文化。这样才是对“洛
阳汤”文化最好的传承。

洛阳市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席升阳说，自己也经
常到汤馆喝汤，目前洛阳不少老式汤馆的
经营方式比较落后，很难做大做强，也不利
于“洛阳汤”品牌宣传。

席升阳说，就拿给汤配料这个环节
来说，老式汤馆基本上是厨房师傅根据
自己的经验、感觉，手抓配料。这样既不
卫生，又难保证每碗汤的品质。在这方
面，老式汤馆应向新式汤馆学习。以“百

碗羊汤”为例，汤的配料是由经营企业事
先按统一规格搭配、分装好的，这样既能
确保卫生，也能保证每碗汤配料配比完
全一致。

“洛阳很多老式汤馆虽是‘老字号’，但
经营者缺乏品牌意识，容易被别人冒用。”
席升阳说，洛阳现有新式汤馆都有自己的
品牌，且多以连锁形式经营。如此一来，汤
馆的名气大了，别的店也不敢轻易冒名。
消费者认知度高的“老字号”汤馆，应当积
极树立品牌，借助相关部门的力量，申报河
南省甚至中华老字号，这样既能提升知名
度，也能更好地保护品牌。

席升阳认为，新式汤馆虽然经营模式
很先进，但也需像老式汤馆那样立足汤品
质量，如果为了多卖一碗汤而多添水，最终
只能失去市场。

有业内人士认为，郑州烩面经过多年发
展后，形成了很多衍生产品。除街头的烩面
馆外，还有企业在专门生产方便烩面、速冻烩
面等。另外，郑州一些知名胡辣汤馆的做法
也值得借鉴，例如汤馆在卖汤的同时，也销售
调配好的胡辣汤浓缩包，游客回家后可自己
调制食用。对于洛阳汤馆来说，秘方不能外
传，不过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相应的衍生产

品，同样能起到良好的品牌宣传效果。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

延军认为，洛阳汤馆行业目前缺少能够树立
成为标杆的龙头汤馆。相关部门可通过引
导、扶持，发展一批具有行业带动作用的汤
馆，通过到外地学习同类传统小吃行业发展
壮大的经验，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让洛阳的
各类汤馆遍地开花。

“如今，国内不少地方都开办有美食节，但
针对某一特色餐饮举办节会并不多，兰州牛肉
拉面节就是其中的成功代表。”高延军说，以
2012年的兰州牛肉拉面节为例，节会期间，各
品牌牛肉拉面的销量大增，同比增幅在30%以
上。短短10天内，节会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高延军认为，洛阳每年都举办牡丹文化
节，我市可考虑在此期间举办“洛阳汤”美食
节，让洛阳汤馆行业的各路高手同台竞技论
高下，让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借机品尝到不
同特色的“洛阳汤”，还要浓墨重彩地宣传洛
阳的“汤文化”。“洛阳汤”成为城市名片，同时
能让经营者吸取各家所长，将“良方”用于自
家汤品的改良创新上去。另外，“洛阳汤”美
食节对行业创收增收以及全市旅游收入增长

都将有积极作用。
“除了在本地举办节会外，相关部门也可

以考虑引导、鼓励一些知名汤馆到外地推
介。”高延军认为，洛阳的“汤文化”也可作为
宣传洛阳旅游的亮点内容。在制作相应宣传
片时，可借鉴《舌尖上的中国》，让受众看到宣
传片就有想品尝美味“洛阳汤”的欲望。此
外，还应注意对洛阳的“汤文化”进行总结，让
其具象化。

高延军说，在对外推介“洛阳汤”的步骤
上，可优先考虑与洛阳饮食习惯相近的北方
城市，一步一步来。也可根据当地饮食特点，
在“洛阳汤”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
符合当地消费者口味。

本报记者 王蕾 特约记者 王少峰

老汤馆应走出深巷谋新生

取长补短实现更好发展

龙头汤馆引领多样化经营

打造“洛阳汤”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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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