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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新发展体系为支撑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 奋力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

专 题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在促进就业、协调劳动关系、建立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着力加强基层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平台在促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加
速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工作格局，为农村贫困家庭劳
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优质服务。

市人社局着力加强基层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优质服务

就业扶贫，着力实现精准化信息化

信息共享：形成市县乡就业服务网络
每月15日，偃师市人力资源市场人潮涌动。这里定

期举办的现场招聘会，吸引了周边乡镇的众多求职
者。同时，在偃师人事人才网和偃师民声网还会同步
发布最新招聘信息，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寻找到合
适的工作。

除了人力资源市场，偃师市还有劳动就业服务管理
中心、创业担保贷款中心、产业集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等县级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机构，13 个镇（街道
办）也都设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部分村（社区）在便民服
务大厅设立了劳动就业服务窗口。以此为基础，偃师市
已形成了覆盖市、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公共就业信息
服务网络，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贫困家庭劳动者提供就
业信息发布、就业介绍、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小额担保贷
款、创业服务、公益性岗位管理等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实
现“数据集中、服务下沉、全市联网、信息共享”的目标。

洛阳人力资源市场的公共就业服务，已经成为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沟通对接的一个重要平台。结合“就业援
助月”“企业招聘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我市还举
办了多场转移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为贫困地区劳动力

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有针
对性地拓宽就业渠道。

有了“三位一体”的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支持，今年前6个月，我市共举办
各类招聘会 123 场，提供岗位 85889 个，达成就业意向
59767人，帮助41096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市人社局局长张玉琪表示，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定
期收集我市产业集聚区、重点企业用工信息，及时在洛阳
公共就业网上发布，并向各县（市）区就业信息平台推送；
与安阳、信阳、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地市洽谈跨区域就业
信息合作，建立就业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与省外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和企业的协作力度，及时收集沿海发达地区的
用工信息，并及时进行发布。

平台搭建：及时掌握贫困家庭劳动力
就业动态

为了给就业扶贫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组织建设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并
已实现上线运行。

该平台依托互联网，通过平台建设全国农村贫困劳
动力就业信息实名制动态数据库，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联
动维护机制，使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明确本地区
就业扶贫工作对象，并动态管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失
业信息，记载提供相关就业服务和享受政策情况，全面体
现本地区就业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

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市人社局明确了4项工作内
容，认真做好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的更新维护。

掌握基本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每年1月
将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农村贫困劳动力
基本信息交换导入平台，并于每个季度初更新相关信息。
我市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于每个季度初3
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了解掌握本地户籍和在本地就业的
农村贫困劳动力信息，将其作为就业扶贫工作对象。

核实和补充就业失业信息。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要全面摸排，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数据比
对等方式，与农村贫困劳动力取得联系，了解其就业失业
状态，按照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员信息采集表要求，完
成信息的首次核实、补充工作。

动态更新就业失业信息。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要加强对辖区内就业扶贫工作对象的跟踪服务，
及时掌握其就业失业状态，有针对性地提供职业指导、职
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并在平台上及时更新就业失业
状态变动情况和提供服务落实政策情况。

定期汇总上报。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
依托平台数据，对本县（市）区户籍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信息进行汇总，按季度上报本地户籍农村贫困力就业失
业情况统计表。

做好平台有关工作，是实现就业扶贫精准化、信息化
的重要基础。全市人社系统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

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任务、工作进
度、工作要求，确保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政策支持：确保贫困户享受均等化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需求迅
速增长，特别是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就业和社
会保障的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呈现刚性化趋势。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脱贫攻坚
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劳动就业和
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升级改造现有就业信息发布系
统，健全就业信息发布联动机制，合理划分市、县两级责
任，统筹做好全市困难群众就业信息发布工作。

当前，各县（市）区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步
伐正在加快。

西工区人社局为 3 个贫困村免费配备电脑、专用网
络、路由器、智能LED工业电视机等设备。

孟津县投资120余万元，建设县、镇、村三级节点34
个，实现了县、镇、产业集聚区和城市社区公共就业服务
信息化平台全覆盖，58个贫困村中有8个村已经完成了
就业信息化建设任务。

嵩县人社局针对公共就业信息系统向贫困村延伸工
作，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确定102个网点设备安装位
置，即将进入招投标程序。

张玉琪表示，在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上，我市将坚持新建项目向贫困县倾斜的原则，
积极协调争取资金支持，提高贫困地区的补助比例。按
照计划，今年年底前，通互联网的贫困村实现就业信息发
布平台全覆盖；到2018年年底，全部贫困县建立标准化、
规范化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确保贫困
地区劳动力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李迎博 李 帆 李润颖）

近日，在宜阳县里沟村和演礼沟
村，一排排猪舍正在建设中。

该项目由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将在里沟村建设 27 栋猪
舍，预计年出栏6.5万头生猪，在演礼
沟村建设21栋猪舍，预计年出栏5万
头生猪。项目配套土地将用于种植花
椒、观赏苗木等经济林，养殖产生的粪
便经过专业的环保处理可作为有机肥
用于经济林种植。项目预计8月底建
成，可带动49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记者 常世峰 特约通讯员 田义
伟 摄

养殖种植齐发展
脱贫致富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赵梅香）记者昨日
从市工商局获悉，我市商标战略工作实现新突破，全
市目前拥有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数量 28 件，居全省
第二。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是涉外商标的两种注册形式
之一，是指根据相关协定，在马德里联盟成员国间进行
的商标注册。该体系覆盖国家多，一次注册可在多国
享有商标保护，且具有注册费用低、耗时短、程序简单
等优点，已成为国际商标注册的重要途径。

近年，随着我市外贸企业逐渐增多，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工作也在我市稳步开展。市工商局为此专门成
立课题组，并建立全市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动态数据
库，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宣传引导等方式，大力推进马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鼓励更多企业通过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发展自主出口，以推动洛阳品牌国际化。通过
去年下发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促进小微企业创业扶
持办法》，我市首次出台政策，奖励马德里商标国际注
册企业。根据规定，凡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注册的国
际商标，每件可以获得最多4万元的奖励。

洛阳品牌国际化取得新进步

我市拥有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数量居全省第二

本报讯（记者 赵佳）近日，第八届“一带一路”生
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洛阳牡丹及部分
深加工产品亮相论坛，赢得国际客商关注及好评。

此次论坛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
质检总局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主题
为“食品安全，国际共治”，助力国内外生态农业和食品
产业走出去、引进来。我省共有5个具有地域特色的
优势产品、知名品牌参加展示推介，“洛阳牡丹”是其中
之一。

论坛上，我市神州牡丹园艺有限公司的牡丹（芍
药）鲜切花闪亮绽放。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亮
相的牡丹共12个品种500余株，颜色以黄色、粉色、白
色、红色为主，品质上乘，可与欧洲顶级鲜切花品质相
媲美，吸引了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国外客商关注，不少
客商流露出对引进洛阳牡丹（芍药）鲜切花种苗，发展
牡丹（芍药）鲜切花的浓厚兴趣。洛阳祥和牡丹科技有
限公司的洛阳牡丹全花茶、花瓣茶、牡丹籽油、牡丹精
油等深加工产品也颇受关注。

近年，我市牡丹产业出口力度不断加大。2014
年，我市成功创建全国首个出口牡丹芍药质量安全示
范区，在此基础上，洛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创新检疫监
管模式，简化备案注册程序，与地方植保部门联合，提
前介入，实行“关口前移+即报即放”的检疫放行模式，
提高通关效率，促进牡丹产业扩大出口。今年4月，河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我市祥和牡丹科技有限公司颁
发河南自贸区首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牡丹
全花茶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如今，洛阳牡丹（芍药）鲜切花已成功出口澳大利
亚、美国、欧盟等全球检疫最严格的国家或地区。今
年，我市神州牡丹园艺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有关方面
签订100万支牡丹（芍药）鲜切花出口合同，鲜切花开
始批量出口澳大利亚。

洛阳牡丹亮相“一带一路”
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

在公交站台候车，不知道公交车到底
什么时候能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洛阳网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物联网
智能公交站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近日，记者在网津智能公司看到，一
个公交站牌上标注了公交车途经所有车
站的名称，其中有些车站上方的LED灯不
断闪烁着。“站牌上闪烁的站点就是公交
车所处的站点位置，一目了然。”网津智能
总工程师王彤介绍，这就是利用RFID 技
术研发的物联网智能公交站牌。

RFID又称无线射频识别，是一种通
信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门禁系统、供应
链和库存跟踪、汽车收费、防盗、食品安全

溯源等方面。
要想实现公交站牌智能化，首先要给

公交车上安装RFID模块，给公交站牌内
安装RFID天线。这样，当公交车经过站
牌时，会被站牌内安装的RFID天线搜索
到，其信息就会发送给终端服务器，服务
器整理归纳各站牌发来的信息，可以得出
线路上各公交车实时运行位置，再下发给
各站牌显示，公交车运行到哪个站，哪个
站对应的LED指示灯就会点亮。这样一
来，乘客就能获取这条线路目前有几辆车
在运行、每辆车运行到哪里等相关信息，
方便乘客了解公交车运行情况和选择线
路，提高出行效率。

“与动辄上万元、配有液晶屏显示器
的公交站牌相比，这款产品改造成本低，
后期维护费用更低，更便于推广。”王彤表
示，目前市面上的智能公交站牌多为液晶
屏，不仅设备成本高，对安装尺寸、承重等
也有严格要求，旧有站牌只能报废拆除。
这款产品无须拆除旧有站牌，只要更换新
的灯箱纸，进行相应改造即可，20分钟就
能顺利改造一个站牌。由于独特的设计

理念，该产品获得2017上海国际交通工
程、智能交通技术与设施展览的创新产品
类奖项。

目前，该公司正在加强市场推广，进
一步强化产品的附加功能。“未来，基于这
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智能公交站牌，我
们还会开发出定位追踪服务、物联网服
务，更好地服务城市生活。”网津智能董事
长丰瑜表示。 本报记者 孙小蕊

我市网津智能公司研发物联网智能公交站牌

智能站牌，让您候车“心中有数”

本报讯（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陈聚
涛）扶贫项目出现“豆腐渣”工程或“烂尾”
工程，严查！日前，市纪委监察局印发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战中侵害
群众利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着力整治8
类问题。

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治
理旨在排查并严肃处理一批脱贫攻坚战
中落实政策优亲厚友、项目审批吃拿卡
要、扶贫资金截留挪用、进入退出欺上瞒
下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为全市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专项治理的对象为全市范围内承担
脱贫攻坚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行政村（社区）及其党员、干部。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监督执纪问
责，聚焦脱贫攻坚战中问题易发多发的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和解决8个方
面的突出问题：贪污侵占、截留私分、虚报
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等问题；通过多
头、重复、虚报、虚列项目，虚增工程量等
方式套取、骗取扶贫资金，挤占挪用扶贫
资金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问题；以争资
金、跑项目等名义行贿受贿，插手扶贫工
程项目，在扶贫贷款、项目实施中吃回扣、
拿“红包”，资金发放中索要“跑路费”“辛
苦费”等问题；在扶贫建设项目发包、扶贫
物资采购等环节索要回扣、收受好处费，利
用审批权或资金发放权违规收费等问题；
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扶贫项目

出现“豆腐渣”工程或“烂尾”工程，给脱贫
攻坚造成较大损失等问题；违反基层民主
决策程序，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过程中弄
虚作假、优亲厚友，以及在脱贫退出中欺
上瞒下，搞“被脱贫”“假脱贫”“数字脱贫”
等问题；违反财经纪律和扶贫资金管理使
用规定，将专项扶贫资金挪作他用等问
题；其他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专项治理期间，纪检监察机关将采取
实地走访、暗访检查、交叉互查、受理举报

等多种方式，开展不间断、多批次、拉网式
监督检查。对脱贫攻坚战中侵害群众利
益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快查快
处、严查严处。对扶贫领域问题频发，或
者对突出问题整治不力，图形式、走过场，
以及监督检查不严格、查处问题不认真、
责任追究不到位的，严格落实“一案双查”

“一案双究”制度，既要追究直接责任，又
要追究领导责任，既要追究主体责任，又
要追究监督责任。

我市开展脱贫攻坚战中侵害群众利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扶贫项目出现“烂尾”，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