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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昨日，记者从市农业部门获悉，我市今年新增绿色食品
认证企业（合作社）3家、产品3个。至此，全市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的共有24家企业（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我市今
年首次对绿色食品进行奖补，鼓励企业发展绿色食品，但

“重认证、轻使用”是不少农业企业的通病。

核
心
提
示

就业是民生之本，培训是就业之门。近年，伊川县根据县域职
工、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等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及工作技能
偏低的特点，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进行精准培训，提升职业培养含
金量，并通过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采取“送技术”上门方式，协
调人社、农业、扶贫、教育、民政、残联等部门，开展种植、养殖、家政
服务、电工、焊工等多种培训项目，组织开展计算机、电子商务及创
业项目培训，提升创业者的综合素质。

11月16日上午，在伊川县技工学校的教学楼里，十几名刚上
完短训班的农民工高兴地走出教室。“能给自个儿镀镀金，学一门
正经手艺，以后靠硬技术、真本事吃饭，企业愿意招，顾客愿意找，
这样的事我们当然乐意。”他们纷纷表示。

该校老师说：“这堂课是短期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以实践操作
为主，确保通过培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今年，学校根据当前就
业形势，新开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很受欢迎，招生形势
良好，今年有103名新生到校学习。”

今年，伊川县依托伊川县技工学校、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
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上加力度、提质量，促使劳动力的供需匹配更合
拍、更合理，为培训工作上紧了发条、拧紧了螺丝。截至11月，伊川
县今年进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转岗培训14期，培训1114人，技能
培训40期，培训1576人，帮助下岗职工、农民工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夯实发展之基 培训造血强就业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里说的不是工程兵，而是一
群为创业就业人员悉心提供各类帮助的服务者。近年，伊川
县以实施转移就业脱贫工程、全民创业工程为工作主线，全
面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强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突出
重点，狠抓落实，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成绩斐然。

截至11月，伊川县今年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506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2256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86人；完成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082人、再就业培训2236人、创业培训
600人、职业技能鉴定2700人；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
助日、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一系列活动，累计组织各类招聘会
33次，提供就业岗位31238个，达成就业意向23975人。

11月11日清晨，在伊川县白沙镇豆村，冬
日的暖阳为大地披上了金色的光辉，洛阳乐蔬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丕站在一排排
蔬菜大棚前，指向远方沃野说：“这边将是一片
池塘，发展养殖业，还能垂钓，那边的湿地环境
非常好，我们将建设旅游观光采摘园。”

致富不忘报桑梓，曾在郑州发展的王晓丕，
2015 年 6 月回到了家乡，开启了他的绿色产
业。可在起步时，他便遇到资金“拦路虎”。 幸
运的是，伊川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的工作人员
深入乡野田间，实地了解了他的创业情况，决定
为其申请办理200万元创业贷款资金。

“他们的番茄、香瓜得到三农寿光的专业
技术指导，现在已小有名气。为了带动村民致
富，他们还成立了乐蔬农业种植合作社，‘公
司+农户’的模式给当地贫困户致富带来了希
望。”该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在平等乡马庄村，17岁开始种蘑菇，一做
就做了28年的王建民的创业路可谓坎坷，却也
幸运。能吃苦好钻研的他，在 1995 年便开始
尝试用黑泥出菇。因缺少资金，事业受阻。在
深入了解了他的情况后，伊川县人社局从2011
年起给予其资金支持，并年年加大扶持力度，
帮助企业建冷库、建基地。如今，他不仅在国
内独创了“仿野生立体菌墙覆泥栽培”新技术，
更带领乡亲们把小小的平菇种成了地方的特
色产业，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今
年，王建民带动了76户贫困户脱贫。

同样的事例，还发生在高山镇谷瑶村。在
那里，一只只蜗牛滚出了财富雪球，光今年一年
就带动100多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之路。“我们
的发展离不开县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
洛阳青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北方说。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一直以来，伊川县委高度重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工作，不断扩大工作辐射面，优化政
策体系、强化配套措施、加大推进合力，用“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惠民实践，让创业创新的
种子在伊川大地生根发芽、落地开花。3年来，
伊川县共发放担保贷款 3000 余笔，发放贷款
3.3亿元，培育了一大批增收致富的优势、特色
产业，带动了1.6万人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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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

凝心聚力助就业 润物无声惠民生

创新服务之路 竭诚为民稳就业
“对于我们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最

好的时代。”11月16日上午，在位于倚林北京全智能大
厦的工作室里，参加了市创业大赛的刘潇雨热情地谈
起她的“玩Ta媒体中心”方案。该方案虽然在大赛上
未拿奖，但她的理念仍让人耳目一新。

创业是最积极的就业，更是高质量的就业。今年，伊
川县以促进人民幸福为导向，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的心
坎上，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互联网+就业”，及时送信息。为了加强用人单位
与求职者的有效对接，伊川县政府安排70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县、镇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目前，在伊川
县就业信息化平台上，每天都有第一手的就业招聘信
息及时发布，为解决就业难题搭建了服务平台。

创新招聘会形式，贴心送岗位。结合就业形势和
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求，伊川县组织了2016年“春风行
动”现场招聘会，参会企业共 60 余家，进场咨询 4000
多人次，达成就业意向1300多人。截至11月，伊川县
今年累计组织各类招聘会33次，提供就业岗位31238
个，达成就业意向23975人。

强化公共服务，真心送温暖。今年，伊川县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全力推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截至11
月，该县今年安置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困难群体人员有
51名，办理享受公益性再就业岗位、社保补贴的有320人。

落实劳务输出服务，暖心送服务。在劳务输出工作
中，伊川县突出强化服务工作措施，着力抓好务工宣传、就
业服务等环节，有效加快了县域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截
至11月，组织劳务洽谈会和劳务用工洽谈会29次，接待用
工企业56家，出动宣传车65辆次，发放用工信息宣传单
6000余份，接受求职登记4524人，免费安置4117人。

做强创业孵化载体，用心搭平台。伊川县大力支
持御林电子商务创业园的发展，以市场化创业孵化基
地为抓手，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目前，园区已设立电子
商务商铺108个，伊川县新华书店电商平台“云书网“、
洛阳市珍德实业有限公司等已率先进驻。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让创业就业工作成为
一项回应百姓期盼的切实行动，是我们始终努力的方
向。”伊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胡建超表示，

“今后，我们将继续竭诚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积极创
新服务举措，完善长效机制，饱醮浓墨，书写更加瑰丽
的‘人社’事业新华章。” 张小丽 罗伟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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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明明 特约通讯员 李帆）记者昨日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我市第六批就业见习岗位公布，8家
单位提供的57个就业见习岗位开始接受报名。

本批就业见习岗位包括文员、会计、实习律师、电气设计人
员等，用人单位涉及文化传播、律师服务、教育培训等，企业见习
期为3个月至6个月，事业单位见习期为3个月至12个月。

参加就业见习的高校毕业生，每月由见习单位提供不低于
城市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生活补贴，市财政将给予一定补助。
见习单位须为见习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见习期满后，见
习单位要按不低于20%的比例留用见习人员。

咨询电话为0379-69933860。

57个就业见习岗位等您来

本报讯（记者 高峰）记者昨日从市卫生计生委获悉，首批
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前揭晓，我省共有两家基层医疗
机构获全国“百强”称号，我市西工区市府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位列其中。

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我国社区卫生服务领域的最
高荣誉。此次获评全国“百强”称号的西工区市府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位于凯旋路80号院内，共有41名医务工作人员，主要
服务市府院社区、光明社区、014社区等3个社区约2.8万人口，
年门诊量约9.9万人次。

截至今年10月底，该中心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共签约8956
名居民，总签约率达31.86%，其中，65岁以上老人、0至3岁婴幼
儿、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51.5%，居我市前列。

为全省两个获此殊荣的基层医疗单位之一

市府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获全国“百强”称号

近日，在汝阳县柏树乡枣林村，农民把红薯卖给帮扶单位后
高兴得合不拢嘴。当日，当地农民不出村，13000公斤红薯、花
生、玉米等被帮扶单位购走。入冬以来，到汝阳驻村的省、市、县
帮扶单位，积极开展爱心购买活动，踊跃购买贫困户家的红薯、
花生等农副产品，切实增加了农户收入。 康红军 摄

爱心购买农产品 山区农民乐开怀■即日起，洛八办纪念馆开始对临
时展楼进行全面维修，为保证施工安全，
该纪念馆从明日起闭馆至12月12日。

洛八办南院临时展楼修建于
1997 年，由于长期风吹雨淋，展楼楼
顶瓦片出现破碎、脱落，导致楼顶漏

雨，脱落的碎瓦片也成为安全隐患。
近日，洛八办纪念馆开始对临时展楼
进行大规模维修。（常书香 刘纯凯）

■经过近一年半的整治提升，日
前，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景陵园区重
新免费对公众开放。

景陵位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西
院，是北魏宣武帝的陵墓，1991 年被
发掘，1992 年 4 月对外开放。去年 6
月，景陵园区开始实施封闭施工。

（常书香 刘阳 段跃辉）
■2016 中国医院大会日前在北

京举行，全国100名优秀医院院长和
5名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受到表彰。其
中，我市 2 人获得“2016 年优秀医院
院长”称号，分别是郑州大学附属洛阳
中心医院院长李亚伟和嵩县人民医院
院长王春生。 （高峰）

我市今年首次对绿色食品进行奖补，绿色食品认证产品达41个，年总产量8.5万吨

迎来“政策风”打好“绿色牌”

昨日，记者从市园艺工作站获
悉，今年我市新增3家绿色食品认证
企业（合作社）、3个产品，分别是：洛
阳早春大樱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大樱桃、栾川县战科虫草专业合作
社的蛹虫草、栾川县绿色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的香菇。

“截至目前，全市获得绿色食品
认证的企业（合作社）共计 24 家，认

证产品达 41 个，年总产量达 8.5 万
吨。”市园艺站相关负责人说，其中
水果类产品 15 个，如苹果、小西瓜、
大樱桃、草莓、葡萄等；粮食及加工
类产品 7 个，如小米、石磨荞麦面、
麦饭石磨面粉等；奶类产品 6 个；蔬
菜类产品 10 个，包括豆芽、番茄、芹
菜、辣椒等；食用菌类产品2个；鸡蛋
类产品1个。

“我市于2003年开始首批绿色食
品认证申报，今年申报企业达10家。”
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这得益于绿色食品的市场需求与
日俱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市
农业部门首次出台相关奖补政策。其
中，对于首获绿色食品一项认证产品
的企业奖补1.5万元，每增加一项产
品奖补5000元，总奖补金额最高不
超过3万元。由于绿色食品认证的有

效期为3年，3年期满后续展换证的，
每项奖补上述标准的50%。

“这是我市首次针对绿色食品等
出台相关扶持及奖补政策。”该负责人
说，我市绿色食品迎来发展新契机。

在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坦言，企业
申报的积极性增强、政府扶持力度加大，
但利用好绿色食品这一招牌闯市场，却
没能跟上步伐。

具体表现就是“重申报、轻使用”。
不少获得认证的企业因认识有限，并未
充分利用绿色食品认证，缺乏主动推广
意识，导致好产品被市场同类产品淹没，
没能挖掘绿色食品巨大的市场价值。

业内人士建议，要在质量和宣传两
方面充分打好这张“绿色牌”。质量是绿
色食品的根本，建议农业企业合力维护
好绿色食品的公信力。尤其是在获得认
证后，更要在肥料、农药等投入品的使用
及管理方面进一步规范，同时加强抽检
等质量保障环节。

在宣传推广方面，除将绿色食品认
证标志印在产品外包装上以外，更要主

动宣传产品为何“绿色”、好处在哪、与其
他同类产品有何不同……宣传途径因产
品而异，如奶制品等市场定位为本地的
产品，可考虑本地绿色食品推介会等形
式，在公共活动场所，开展产品展示、品
尝、生产流程展示等活动。水果类等市
场定位“走出去”的产品，则可参加全国
性乃至国际性的“绿博会”等。

此外，目前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正在联合多家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企
业，通过搭建“洛阳市绿色食品网络发布
平台”等“互联网+”的模式，助力我市绿
色食品及企业发展。

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绿色食品没有集中申报时间，可随
时自愿申报，企业、合作社等可向所在县

（市）农业局农办申报，咨询电话63341619。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田玉广

绿色食品作为特定产品，其产品
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经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注册，受商标法保护。绿
色食品产品标志的颁发和使用由农业
部负责，未经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
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绿色食品
认证的有效期为3年，3年期满后可申
请续展，通过认证审核后方可继续使

用“绿色食品”标志。
消费者鉴别绿色食品，可通过外

包装上的“绿色食品”标志编号来辨
别，如"LB-××-1234567890A"，"LB"
代表“绿标”之意，“××”代表产品类
别，"12"代表批准年份，"34"代表批准
月份，通过编号可确认产品是否过
期。此外，消费者还可登录“中国绿色
食品网”查验。 （赵佳）

今年新增3家绿色食品认证企业（合作社）

市场需求日增，首获政策扶持

提高质量加强宣传，打好“绿色牌”

如何鉴别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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