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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宜阳县人社局以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农
民工、脱贫劳动力、留守妇女等群体为重点，加大技能培
训工作力度,壮大农村技能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支撑。

全面摸排打基础。掌握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信息，纳入
数据库；扎实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健全人社专员包企走
访制度，了解企业用工需求，指导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
培训。

立足实效抓务实。以“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为抓
手，依托培训中心和技工学校开展精准培训；围绕农村转
移、脱贫劳动力，重点开展建筑工种培训；动员乡镇将村委
大院、农家书屋等场所改造成技能培训点，就近培训；落实
脱贫劳动力培训补贴标准，减轻其生活负担。截至 8 月，共
组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294人，是市定任务358.5%，其中
脱贫人口劳动力技能培训 265 人，发放培训期间生活补贴
76300元。

鼓励创业激活力。巩固提升国家级返乡创业试点县、
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建设成果，强化“创业辅导+创业培
训+创业担保贷款”三位一体服务体系。截至 8 月，全县共
开展返乡农民工创业辅导 779 人、创业培训 541 人，为 245
名返乡农民工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630 万元，辐射带动
800 余人就业。

创新举措促转化。创新新兴工种培训，增设工业机器人系
统运维员培训项目，推动紧缺技能人才培养和转移就业。截至
目前，已培育工业机器人运维员79人，实现全部就业，人均月
薪7000元以上。强化劳务品牌示范引领，培育“宜阳红家政
服务员”“宜阳足疗师”等品牌，与河南雪绒花、郑州爱荣等家
政服务公司及陕西远元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培训合格学员定
向推荐就业。搭建平台促就业，在全市建成首个县级智慧型人
力资源市场，提供高效就业信息，培训输转有效衔接。截至8
月，该县共新增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7743人。落实脱贫劳动
力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政策，为17205名脱贫劳动力发放交通
补贴476.88万元。 （董彬彬）

宜阳县人社局：

多举措助力乡村振兴

亲爱的市民朋友：
文明是洛阳的城市底色，文明旅游

是出行中一幅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
“双节”将至，为营造一个文明、舒适、有
序、安全的出游环境，助力高质量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洛阳市文明办、洛阳市
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向广大市民和
社会各界发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出游，从我做起。广大市
民朋友要坚持从我做起，遵守市民文明
公约，在旅游中要注意出行安全，遵守
公共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尊重各地风

俗习惯，以文明的言谈举止展现自身良
好的文明素养，展示洛阳市民的文明形
象，争做文明的传播者。

二、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建议错
峰出游出行，可选择周边自驾游、乡
村游、研学游等，把本地热门景区、网
红景点留给外地游客。优先选择乘
坐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或以
自行车、步行等方式出行。开展“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争做

“光盘行动”“空瓶行动”的践行者，旅
行中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一次性纸

杯、一次性筷子等物品，树立文明形
象，共享文明环境。

三、文明举止，得体友善。进入
景区、公园等游玩时需注意公共卫
生，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
烟，就餐倡导公筷公勺。排队遵守秩
序，不并行挡道，不喧哗吵闹，不在公
共场所高声交谈，做到言谈举止得体
友善。

四、诚信经营，热情周到。旅游从
业者要坚持依法诚信经营，恪守职业道
德，尊重消费者权益；完善服务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加强行业
自律，杜绝虚假宣传，着力提供高质量
文化和旅游产品，做好文明旅游的宣传
引导，使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文明旅游
的浓厚氛围。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点
滴做起，带上好心情，珍惜好环境，共践
文明行为、共树文明风尚、共展文明形
象，争做文明有礼洛阳人。

市文明办
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

2023年9月26日

文明旅游倡议书

购物、养老、托育、休闲……多种服务在出家门
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

年底前我市将建成1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飞地经济’可以畅通区域间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流
动，我们要利用好洛阳在深圳的新一代科创‘飞地’运作平台，
充分发挥其‘投资+孵化+招商’的抓手作用，做好产业孵化、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重点工作。”近日，我市第二批国企干部
赴深圳跟班学习组临时党支部书记、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云雷介绍，不少学员都将“飞地经济”作
为跟班学习的重要内容。

日前正式揭牌的洛阳智慧岛（深圳）科技创新中心，既是
洛阳市委、市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开设的重要对外“窗口”，也
是洛阳发展“飞地经济”的有益探索。该中心位于深圳市南山
区同方科兴科学园，由洛阳市人民政府驻深招商引资联络处
统筹协调，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运营
发展。

洛阳智慧岛（深圳）科技创新中心“飞地”重点围绕协同创
新、产业孵化、招商引资、资源赋能、人才智库、文化交流，搭建

“深洛”资源桥梁，实现“深洛”双向赋能。截至目前，该中心已
进驻中航光电深圳研发中心、邻山致远资本、同学村创投、芯
瞳半导体、久誉精机、灵图闪创、奥格跨境和深圳市手机行业
协会等多家企业和机构。

跟班学习国企干部、洛阳龙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王辉介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建立“飞地”，深度对接前沿城市资源。目前，无锡仅在
深圳就有 20 多处“飞地”。“内地城市对高端人才吸引力不
足，筑巢引凤效果有限，建设‘飞地’平台相当于到有凤的地
方筑巢，实现柔性引才，让人才在深圳为洛阳企业服务。”王
辉说。

在深圳紫荆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跟班学习
的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本技术部副经理刘瞻恒
说：“我的跟班学习企业也是洛阳‘飞地’的驻场运营商，一些
计划来洛的项目，可以先在‘飞地’进行成果转化，成熟之后再
到洛阳生产，实现孵化在深圳、产业在洛阳，研发在深圳、转化
在洛阳。”

在“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飞入地”与“飞出地”政府部
门的心态是不同的，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个大课
题。对此，刘瞻恒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完善利益共享机
制，在产业规划、基建、税收分配等方面相互协作，通过双向奔
赴，实现协同创新、共赢发展。

“发展‘飞地经济’应抢抓产业变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带来的机遇，顺应产业创新资源布局的客观规律，在明晰自身
产业定位基础上，做好产业规划，以平台汇聚资源，以‘飞地’
为阵地融入高能级产业生态，把准产业风口，招引培育风口产
业，助力洛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程云雷说。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角亮武 文/图

学习“飞地经济”
赴深圳跟班学习国企干部深受启发

双向奔赴
助力城市共赢发展

学员在“飞地”进驻企业体验体感游戏设备

近日，在位于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洛阳一拖众成离合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在生产一批拖拉机离合器。

该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致力于制造专业离合器
产品，产品可用于20马力~280马力轮式拖
拉机、60马力~200马力履带拖拉机及收获
机械、重卡等，以其优异的性能立足国内市
场，同时打开国外销路，远销东南亚、北美、
南美等地。

洛报融媒记者 董格非 通讯员 江娟
娟 摄

洛阳一拖众成：

制造离合器 产品销路广

在涧西区重庆路二社区，
居民步行 5 分钟就可到达药
店、洗衣店；8分钟范围内有农
贸市场、银行网点、书店，满足
便利性购物、早餐等服务需
求；15分钟之内可步行到达大
中型超市、咖啡店、健身房等，
满足副食品、蔬菜水果、日常
生活用品的购物需求及休闲、
健身等综合服务需求。

这样的例子在洛阳还有很
多。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
和居民生活方式逐渐转变，社
区居民对于生活便利化、服务
一体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方案》指出，搭建城市便
民生活圈智慧服务平台。整
合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商业
服务等资源，接入购物、餐饮、
休闲、文化、养老、托育、家政
等线上功能；提供信息查询、

生活缴费及线上发券、线下兑
换等服务，加快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设备智能化升级改造。

打造便民农产品新消费
场景。实施“商贸+多业态”

“商贸+新零售”，发展店网融
合、自助商店、互动娱乐、个人
定制等体验式消费；设立助农
产品直销区，推动“网上菜场”

“O2O+社区”“互联网+社区”
新业态发展，推进商业新模式
改革创新。

另外，鼓励各类市场主体
参与便民生活圈建设。联合
生活服务平台、连锁品牌企
业，深入推动餐饮、便利店、家
政、蔬菜零售、美容等生活服
务业数字化升级，培育数字化
商圈、商场和便利店；鼓励采
取“企业运营+社区管理”建设
模式，共建便民生活圈。

谈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居住在西工区唐宫路街道洛
玻社区唐四街坊的居民王为
民感到很满意：“小区内有体
育公园，闲了跟老朋友切磋一
下球技；玩累了中午还能在社
区食堂吃个午饭，便民生活圈
实现了家门口的幸福！”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
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服务半径
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
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
和高品质消费等为目标，通过多
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今年7月，商务部等13个
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去
年以来，我市在前期邻里中心

建设的基础上，已推进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近日，我市结合邻里中心
建设、城市提质工作和全市社
区商业发展实际，制订了《方
案》，“圈”起了居民购物、医
疗、餐饮、教育、文化等方方面
面的需求。

《方案》指出，坚持“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缺什么，补
什么”“一圈一策”的原则，聚
焦补齐基本保障类业态、发展
品质提升类业态，优化社区商
业网点布局，改善社区消费条
件，创新社区消费场景，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将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打造成保障和改善
民生、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
要载体。

“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不仅需要高
品质服务，还需要接地气的生活服
务。”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城
市的发展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应
让小修小补摊点逐渐回归，不仅增加
手艺人的收入，给百姓生活带来方
便，还增添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方案》提出，衣食住行里，孕育
着大需求；针头线脑中，也有居民小期
盼。日常的修鞋、配钥匙等看似不起
眼的小手艺，在生活中其实不可或
缺。此前，市商务局在部署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时提出，让修鞋、配钥匙
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
让适老化服务、休闲娱乐等设施种类
更加丰富，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涟漪般扩
散，串联起居民的幸福生活。该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全面推进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加快
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结
合全市邻里中心建设及城市提质、体
育公园、河洛书苑等工程，以社区为
试点单元，构建便民生活圈、打造便
民服务链、提高民生满意度。力争今
年年底前完成正大社区、市府社区、
世纪华阳社区、北大街社区、南关浦
东社区等 10 个社区试点建设任务；
2024年年底前，完成4个社区的试点
建设任务；到2025年，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在城市区社区实现全面推广。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楚
瑾姬 文/图

“早上步行 3 分钟到体育
公园健身，下楼就可以到便民
菜市场买菜……”家住洛龙区
翠云路街道正大社区的居民
周婷深切感受到生活的惬意，

“现在太方便了，出门吃饭、健
身、购物、看病，步行15分钟就
能搞定。”和周婷一样，洛阳越
来越多的居民享受着触手可
及的便利、近在咫尺的服务，
这得益于我市倾力打造的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

近日，商务部公布全国第
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地区名单，全国70个地区
入选，我市成为全省唯一试点
城市。与此同时，《洛阳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
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何
进一步提高便利化、标准化、
智慧化服务水平？未来如何
更好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
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居民生活基本需求“圈”里满足

出家门步行15分钟，可以做些什么

1

2

3小修小补
增添城市人情味

家电维修点给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家电维修点给居民生活提供便利

居民就近在邻里理发铺剪头居民就近在邻里理发铺剪头

““达人画室达人画室””吸引居民前来学艺吸引居民前来学艺

““手工串珠手工串珠””培训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培训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