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区在文昌万达举行招聘会。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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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刘欣欣

本报讯 2 月 24 日下午， 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学生
特色宣讲活动在扶沟县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举行，周口
籍部分大学生在这里重温红色历史， 赓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此次大学生特色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组织，讲
述身边典型人物事迹，让周口籍大学生了解家乡发生
的巨大变化。

当天，大学生在吉鸿昌将军纪念馆讲解员的带领
下，参观馆内文献记载、留存文物、影像图片，深入了
解了吉鸿昌将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而不懈

奋斗、奉献终身的英勇事迹。
随后，大学生代表刘珞珈以《学习英烈事迹 传承

红色精神》为题，带领大家回顾了李大钊、吉鸿昌等革
命先烈为革命奋斗的艰苦岁月， 激励大家铭记历史、
珍惜现在，向先烈学习，厚植爱国爱党爱家情怀，努力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刘珞珈说：“了解了吉鸿昌将军的英雄事迹后，我
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会以吉鸿昌将军为
榜样，不断提升能力和素养， 以后为家乡发展贡献力
量。” ②18

大学生特色宣讲厚植爱国情怀

□刘猛

前不久，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
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针对形式
主义提出一系列整治举措，引发舆论普遍关注。

“互联网+政务”本是为了优化办事流程、节省等
待时间，以便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服务群众。但是一
部手机要下载十几个政务 APP，还要关注各类微信公
众号，基层干部抱着手机疲于应付，办事群众拿着材
料多头跑、来回跑。群众的某些诉求，基层干部本可以
直接解决，却非要走一遍数字化的流程，只为在网上
留痕，便于日后的量化考核。

“指尖上的便利”本是一本好经，为何被念歪了？
归根到底还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在作怪，一些人政
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 以为拍照上传、 截图上报就
是完成了工作。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 “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 又层层加码，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既扼杀
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又使基层问题长期得
不到解决。

笔者认为，与其“指上谈兵”，不如到一线调研，基
层的问题最终还要在基层解决。 防治“指尖上的形式
主义”，不是拒绝数字政务，而是让基层干部从这种束
缚中解放出来，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把精力和资
源用在该用的地方，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 ②18

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说不

托起群众“幸福梦”
———示范区稳就业促创业工作综述

□记者 姬慧洋 文/图

打卡关帝庙照壁

������2 月 26 日，一群游客在关帝庙照壁前驻足观看。
此照壁为关帝庙历史街区新建的配套项目，两面为紫
铜，雕刻有周口相关历史信息，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
一体，引得群众纷纷前来打卡。 记者 沈湛 摄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一头连着千万家庭，一
头连着经济，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活。 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因此，做好稳就
业工作至关重要。

2023 年，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坚持政策激励和
服务助力并举、整体推进和重点帮扶并行，多管齐
下、多措并举，确保就业形势稳定。 2023 年，示范区
城镇新增就业 1899 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158.25%。

支持稳岗扩岗 推进就业创业

饭碗端稳了，日子才能安定、踏实、有奔头；就
业稳住了，发展才能从容、坚定、有底气。

2023 年，示范区聚焦重点领域，解决热点问题，
持续发力支持稳岗扩岗，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 组织辖区 4 家就业见习单位开发见习岗位 40
个， 助力 15 名高校毕业生和 4 名 16 岁至 24 岁失
业青年就业见习。 开发区直单位公益性岗位，累计
安置高校毕业生 22 人，目前在岗 16 人；开发事业
单位见习岗位 12 类， 招聘事业单位见习人员 47
人，目前在岗 11 人。

示范区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每
月开展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建立高校毕业生
实名台账，提供针对性就业创业服务。针对有就业意
愿的高校毕业生，积极提供“1131”服务，即至少提供
1 次政策宣传、1 次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介、1 次技
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确保高校毕业生尽快就业。

示范区积极落实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政

策。2023 年，该区共有 17 人申请高校毕业生求职创
业补贴，审核后为 5 名符合政策的高校毕业生发放
了补贴。

关注重点群体 促进多渠道就业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搭建就
业服务平台……示范区真招实效为辖区群众就业
打通堵点、拓宽渠道。

为解决辖区劳动力就业问题，示范区就业促进
和医疗保障局积极收集发布本地各类企业招聘信

息，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系列活动，为用人企业
和求职人员搭建平台， 促进辖区劳动力就近就业。
针对未就业的脱贫户、监测户劳动力，实行 “一对

一”帮扶。 2023 年，示范区就业促进和医疗保障局
累计发布招聘信息 6000 余条，为 1000 余人次提供
就业服务。

示范区还根据实际情况，开发适合困难群体的
工作岗位。 2023 年， 示范区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
111 人，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 83.3 万元、社会保险
补贴 12.28 万元。

做好服务保障 为企业与人才搭桥

示范区积极与企业对接， 收集企业用工信息，
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政策宣讲”“送岗位进社
区”“线上招聘会”等系列活动，促进返乡农民工、农
村未就业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2023 年，示范区共举行专场招聘会 5 场，其中
线上招聘会 2 场、线下招聘会 3 场。 线上招聘会共
有 722 家企业参加，提供岗位 16988 个，达成就业
意向 2215 人；线下招聘会共有 331 家企业参加，提
供就业岗位 10332 个， 吸引 40000 余人次到场求
职，达成就业意向 5338 人。

聚焦人人持证 增进民生福祉

2023 年，对于家住许湾街道的蔡女士来说是具
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当年，示范区组织开展了“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专场培训，蔡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参加了培训。她用心学习，顺利通过测试，拿到了
护理初级证书。 很快，蔡女士便被一家养老机构高
薪聘用，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是‘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专场培训让我们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妇女
多了一条就业之路。 ”蔡女士说。

蔡女士的就业经历是 2023 年示范区 6000 余
名参加“人人持证、技能河南”专场培训学员的缩
影。 这一年，示范区共有 6078 人参加“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专场培训。 通过培训，该区新增技能人才
3629 人、高级技能人才 1889 人。

奋进波澜壮阔，成绩来之不易。 展望美好未来，
无不豪情满怀。 新的一年，示范区将围绕就业创业
工作要求，坚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主动把握、积极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拓展就业空间，扩大就业容
量，搭建更优就业创业平台，为就业创业者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 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