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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力 刘晓聪） 春季的酒仙
湖，湖面碧波万顷，帆影点点，天水共
成一色，走进似入画卷……近日，攸
县酒埠江镇党委书记贺勋来到酒仙
湖景区，了解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检
查安全保障情况。

“所有的游船我们定期维护，新
增的游乐设施正在调试。”景区工作
人员胡兰对贺勋说，周边公厕、停车
坪等将进一步优化，以便给游客带来
更好的体验。

酒埠江镇是传统农业大镇，近几
年，镇里依托自然优势，调结构、转方
式，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成功创建国
家 4A 级景区酒仙湖风景区。2021 年，
景区年接待游客 260万人次。

“旅游业涉及面广、关联度高、渗
透性强，我们要做好服务，壮大旅游
产业，实现以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倍
增效应。”谈起酒埠江的旅游发展，贺
勋踌躇满志。

为了做大做强旅游产业，酒埠江
镇分为三步同时推进。一是推进文旅
融合，深挖文化资源，以“三打官田”

“三张收据”“大坝精神”和酒文化等
人 文 资 源 为 切 入 点 ，积 极“ 串 珠 成
链”，用文化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载
体传播文化，让旅游更有“诗意”，让
文化走向“远方”；二是推进城乡融
合，坚持景镇联动、景区带村，全力打
好“景区+乡村”组合牌，统筹推进旅
游景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加
强镇区整体风貌、人居环境整治，优
化景区镇区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三是推进产业融
合，培育壮大“旅游+现代农业”“旅
游+体育康养”“旅游+绿色生态”等发
展新业态，创树森林康养、休闲度假、
红色旅游、研学民宿等特色鲜明的旅
游品牌，发展壮大谭家垅葡萄、慈峰
有机茶、酒仙湖生态药材等绿色农
业，推进乡村旅游和商贸服务产业融
合发展。

酒埠江镇

多措并举做活“旅游+”经济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罗颖

除草、清园、施肥……4月 20日，炎陵
县中村瑶族乡心田黄桃种植基地，乡党委
书记古青林带领村民们打理黄桃园。

谷雨季节，黄桃树长势正劲，枝条上
结满着密密麻麻的青果。“这就像一个刚
生完孩子的母亲，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
这不，我们正给黄桃树补一补。”古青林风
趣地说。见记者到来，他放下锄头，紧握住
记者的手。

其实，发展产业，中村瑶族乡优势并
不多，古青林告诉记者，该乡有 1.4 万人
口，居住着汉、畲、瑶族，是我市唯一的少
数民族乡。由于地处偏远、生存条件差，这
里曾是全市最贫穷的乡镇之一。

近年来，该乡因地制宜，引导村民们
利用良好的生态优势，出台奖励办法，鼓
励村民发展黄桃种植，黄桃产业成为支柱
产业。目前，该乡的黄桃种植面积 3.1 万
亩，建成千亩黄桃示范产业园 2 个、百亩

黄桃示范种植基地 4个，发展黄桃种植合
作社（企业）62 家，形成种植、物流、包装
等完整的产业链，年增收入 8.7亿元。随着
黄桃产业的不断壮大，该乡越来越多的农
户迈进了小康行列。

立足黄桃，发展多元化。此外，该乡还
发展茶叶种植面积 1500 多亩，年产茶叶
近 2万公斤，茶叶种植户户均增收 5000多
元；发展笋竹林 2.2 万亩，3000 余抚育户，
户均增收 500多元；发展柰李 200多亩，年
产值 600 多万元。还有香芋、板栗、杉木
林、白鹅等也渐成规模。靠着这些种养业，
该乡许多农户盖起新房，买起汽车。

不知不觉，已走上山头，只见霞光
下的心田黄桃种植基地如仙境般美丽。
憧憬未来，古青林豪情倍增，他手指着
远山道：“接下来，我乡将积极培育特色
农业、林下经济、全域旅游的三大产业。
利 用 中 国 黄 桃 小 镇 、民 族 团 结 文 旅 小
镇、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将中村瑶族乡
打造具有生态探险和民族风情的全域
旅游示范乡镇。”

中村瑶族乡

三大产业筑好“民族”振兴路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颜绯绯）“五一”不必
去远方，县域周边就有好去处值
得我们流连。“五一”来临，近日，
茶陵县推出了三日精品旅游线
路，值得人们假日去游玩。

来茶陵，不妨去“网红”和吕
旅游度假区打个卡。和吕度假区
位于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石
峰仙康养基地，具有“天然氧吧”
之称，在这里可品尝特色山林菜
系或进行森林自助烧烤。夜晚，一
缕山风迎来，随着篝火翩翩起舞，
或泡在无边泳池品尝美酒，感受
远离城市喧嚣的惬意。

茶陵是红色文化圣地。你可
以前往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
地红色文化园，踏入红军村，感受
红色气息，学习红色历史，吃“红

米饭、南瓜汤”，用“忆苦思甜”红
军餐感悟红色精神。

国家 4A 级景区——花湖谷
主景区，融“紫薇文化”“岳飞文
化”和“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元
素，是集观光、休闲、度假、游乐为
一体的景区。如果想提前感受清
凉，可以来卧龙景区玩漂流，重走
游击队路、参观游击队地下交通
站（新四军留守处），学制茶、学泡
茶、品高山野生茶，品尝地道特色
客家菜和时令水果。

茶陵的美景不仅如此，还有
从南宋古城墙遗址的落日余晖，
到云阳山的秀美，从承载着深远
文脉的洣江书院，到延续着精神
内涵的南浦铁犀……来茶陵漫步
而行，你就会发现到这片土地最
美的瞬间。

“五一”不必去远方

茶陵“三日游”，恭候您来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雷丽） “感谢党
的好政策，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做家属
的也放心了！”4月 26日，茶陵县残
疾人托养中心举行入托仪式，首
批入住的残疾人家属谭祥说。

茶陵县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配置齐全、管理规范、环境舒适，
每个房间配有空调、衣柜以及残
疾人无障碍基础设施，能解决残
疾人洗澡、上厕所、睡觉等日常生

活难题。此外，托养服务中心还配
有娱乐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为
残疾人提供养护、康复、娱乐为一
体的多功能服务。

当天，茶陵县残疾人托养中心正
式启用，县残联负责人与残疾人家属
现场签订托养服务协议。托养服务对
象为具有本县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
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内未就业的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截至目
前符合托养条件的15人，已经全部入
住县残疾人托养中心。

茶陵残疾人托养中心正式启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刘毅 通讯员/阳慧 李政明）
2021 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百花
杯”评审结果日前出炉，醴陵市选
送的陶瓷作品取得 2 金 2 银 5 铜
的佳绩。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孙建
成和徒弟邹雨频共同创作的作品
《幽谷深处有人家》获得金奖，作品
以罗霄山脉为背景，运用了“薄彩淡
染”的技法，将画与瓷有机统一，更
具灵动性，更富有层次。

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易龙华创作

的《山水四条屏》也获得金奖，作品画
面色彩妍丽、大气壮观，充分展现了
釉下五彩的艺术表现力。“运用了泼
彩工艺，泼彩主要是通过颜料、水分
以及材料的综合运用，表现出不同季
节的变化，尽量达到气韵生动、色彩
鲜艳。”易龙华说。

“百花杯”评审活动由中国工
艺美术协会主办，被誉为工艺美
术行业的“奥斯卡”。因疫情原因，
今年首次采用作品实物线上评审
的方式，此次醴陵市共推选 31 件
作品参赛。

2021年“百花杯”评审结果出炉

醴瓷作品获2金2银5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点。为
化解因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带来的风险，被誉
为“黄桃第一村”的炎陵县平乐村，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种植中药材，力争成为炎陵“药材
第一村”（4 月 25 日《株洲日报》A3 版）。近年
来，像平乐村一样，株洲县域许多乡村积极思
变，打破农业产业单一的发展瓶颈，多元发
力、多点支撑，农业发展走上多元化道路。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
农业常常“靠天吃饭”，面临着涝旱冰灾等灾
害带来的自然风险；农业还受市场需求影响
大，容易出现“谷贱伤农”风险。这些风险难
以预测，一旦受挫，将直接影响到村民创收，
存在集体性返贫的可能。

农村经济要多元化发展。鸡蛋不能放在
一个篮子里，一旦风险来临，东边不亮西边
亮，堤内损失堤外补。茶陵县寒江村借助养
殖中华鲟的名气，带动周边“客家土楼”特色
民宿游，实现吃住玩一条龙；醴陵市老鸦山

村，养殖的“水中人参”大鲵自带流量，与村
里的农副产品，一起抱团闯市场。积极探索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拉长农村生态经
济产业链，才能释放出更高的效益。

其次，要因地制宜。如炎陵县大院农场，
靠山吃山，春季挖笋 、夏季旅游 、秋冬种水
苔，多样化经营，村民全年收入有保障；炎陵
县平乐村，土地肥沃、生态良好，农民高山种
植有经验，力争 5 年内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
将达千亩。多元化发展不是邯郸学步、盲目
跟风，而是要找准路子做“加法”，不但要生
产畅销的农产品，更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此外，还要齐心协力。村镇党员干部带头
打样，村民百姓一呼百应，企业入资增强动力，
农业部门优化政策、补贴资金、技术帮扶……乡
村振兴靠众人划桨开大船，方能百舸争流。

农业产业结构的单一，就好比一条腿走
路，很难走得更远；只有聚焦特色农业，发展多
元产业，多条腿走路，乡村振兴才能行稳致远。

“多腿走路”，才能行稳致远
肖蓉

4 月 23 日，攸县石羊塘镇南田村百亩桑葚种植基地开园迎客，步入基地，高达
2 米的桑树，结出了密密麻麻的桑葚，一串串红中带紫的桑果挂满枝头，散发着诱
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带着孩童前来，品尝新鲜的桑葚，也带动了当地
民宿游的发展。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通讯员/罗武吉 摄

味美桑葚吸引游客采摘

人社部表示，今年，失业保险继续实施
一系列阶段性、组合式稳就业保民生政策，
进一步加大援企稳岗、技能提升、兜底保障
力度，积极助力“六稳”、“六保”。支持举措具
体为“降、缓、返、补、扩”五个方面。

一是降，即延续降低费率。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再延续实施一
年，政策执行到 2023年 4月 30日。

二是缓，即加大缓缴社保费力度。在前
期对餐饮、零售、旅游 3 个特困行业企业，阶
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政策的
基础上，将行业实施范围扩展至民航、公路
水路铁路运输行业，将缓缴险种范围扩展至
养老保险。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 3 个
月，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1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是返，即提高稳岗返还标准。继续实
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
的参保企业，返还一定比例失业保险费。倾
斜支持中小微企业，明确返还比例从 60%最

高提至 90%；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可
将资金直接返还至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

四是补，即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补助力
度。在继续实施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
职业培训补贴、继续放宽参保职工技能提升
补贴申领条件的基础上，将技能提升补贴受
益范围拓展至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同时，
新增两项阶段性政策，向受疫情影响暂时无
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
留工培训补助，允许基金结余较多的统筹地
区提取 4%左右的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用于职
业技能培训。

五是扩，即延续实施扩围政策。在持续
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
业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常规性保生活
待遇发放工作的基础上，延续执行失业保险
保障阶段性扩围政策，今年底前继续向参保
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向参保失业农民
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1076万毕业生来了！就业咋解决？
人社部：压力之下，稳就业将从多方面发力

“高校毕业生规模
达新高，就业如何保障？”
“一季度就业形势如何？”
“劳动者不愿当工人怎么
办？”“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如何保障？”……

4月 27日，人社部召
开 2022年一季度新闻发
布会，对这些热点问题，

一一作出回应。
【】

一季度就业形势如何？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85万人

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
严峻，国内疫情影响持续，对就业造成了
一定压力，但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就业
局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下一步将从多
方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落细稳就
业举措，努力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85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26%；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5%，与上年同期基
本持平。

人社部表示，将全力支持企业稳定
扩大就业。落实失业保险支持稳岗和培
训系列举措，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对部分特困行业实
行社会保险费阶段性缓缴政策，提高中
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继续
实施企业吸纳重点群体补贴政策，支持
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稳定扩大企业吸纳
就业规模。

除 此 之 外 ，还 将 促 进 重 点 群 体 就
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聚焦困
难问题，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城乡基层岗位募集计划，接续开展公共
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和未就业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扎
实做好服务保障。稳定农民工特别是脱
贫人口务工规模，加强地区间劳务协作
和信息对接，推进劳务品牌建设，实施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搬迁大型安
置区就业帮扶行动。加强困难群体就业
帮扶，健全就业援助机制，开发一批公
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据人社部介绍，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1076
万新高，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
促进就业的任务更重。

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毕业生不同时段
的求职需求，与有关部门一起发力，支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重点有四个方面的举措：

一是加力渠道拓展。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创业
的支持政策，推进政策落实打包快办，加快政策兑现，
引导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城乡基层就业，稳定扩大
国有企业招聘，稳定事业单位、基层项目招聘招募，支
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同时，针对疫情影响，
指导各地调整优化公共部门考试招录的时间安排，为
毕业生求职留出时间窗口。

二是加力岗位推送。继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
园活动，将岗位信息、指导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送到
毕业生身边。同时，接续开展城市联合招聘、民营企业
招聘等活动，提早启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应对疫情

影响线上线下大规模推送岗位，扩大社会参与面，推
出更多有特色的行业专场招聘。

三是加力见习培训。深入推进百万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针对毕业生工作经验积累的需要，募集一批高
质量的见习岗位，推出一批国家级见习示范单位，提
升毕业生实践能力。同时，针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需
要，积极组织参加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质量，拓展
新职业培训，支持毕业生实现技能就业。

四是加力困难帮扶。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
早做好信息衔接，做实帮扶台账，畅通各类登记求
助渠道，及时跟进提供实名制服务。对脱贫家庭、
低 保 家 庭 、零 就 业 家 庭 、残 疾 等 困 难 毕 业 生 开 展

“ 一 对 一 ”就 业 援 助 ，优 先 提 供 服 务 ，优 先 推 荐 岗
位 。对 长 期 失 业 青 年 ，及 时 纳 入 就 业 失 业 管 理 服
务，加强实践引导和分类帮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就业市场。

总之，人社部门将尽最大努力，创造积极条件，助
力毕业生到各领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毕业生规模达1076万！如何保障就业？

近日，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线下专场招聘会，该校应届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投简历。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当前，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在纵向晋升上
存在“天花板”问题、职业技能水平与使用待
遇不能有效结合等问题依然突出，技能人才
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缺乏，这些都不能适应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社部表示，将在现有
职业技能等级设置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调整
技能等级。对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 (工种)，可
在其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
位)。健全技能岗位等级设置，畅通技能人才职
业发展通道。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构成的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

与此同时，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 (岗位)
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强化工资收
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将职业技能等
级作为技能人才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突出
技能人才实际贡献，通过在工资结构中设置
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
技能等级设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理
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
技高者多得。

劳动者不愿当工人怎么办？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如何保障？

据中新网、新华社

为 充 分 发 挥 民 营 企 业 吸 纳 就 业 主 渠
道 作 用 ，帮 助 高 校 毕 业 生 等 重 点 群 体 就
业 ，人 社 部 、教 育 部 等 7 部 门 于 4 月 27 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2022 年民营企业招
聘月活动。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将
通过举办定制式现场招聘活动、提供不断线

网上服务、加强针对性职业指导、强化全方
位企业用工指导、开展精准化就业政策解读
等措施，为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招聘用
工，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人员
求职集中提供服务。

招聘月活动将于 5月 27日结束。

2022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启动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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