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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1131”就业服务
上街区坚持靶向发力，精

准施策，分类帮扶，突出抓好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落实好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
企业就业补贴政策，稳定毕业
生市场化就业主渠道。对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

“1131”就业服务，即 1次政策
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
推荐、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
习机会。

上街区还强化部门协同，
兜牢困难群体就业底线，针对
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困
难群体，开展“一对一”服务，确
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与此同时，上街区依托区
内 10家“乐业小站”把就业机
会搬到居民“家门口”，为居民
和企业提供用工咨询、求职登
记、技能培训等一站式服务，
实现居民就业需求与用工单

位的“零距离”。同时，统筹各
社区、“乐业小站”等就业创业
服务网点和力量，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2024年，上街区共开展线
上线下就业服务活动 42 场，
提供就业岗位信息3.16万个，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600 人，
新增城镇就业 2800 人，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7100 人
次，新增技能人才 6500人，让
更多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高
质量就业。
不断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上街区持续完善人才引
育评用机制，推动人才链与创
新链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技术
技能人才队伍。

大力支持“链主”企业、科
创平台争创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及市级博士后储备平
台，推动联合引育博士后人

才，鼓励引进重点技术技能人
才，鼓励支持企业引进产业骨
干人才；做优“人才一件事”服
务，推动人才工作全流程网上
办理；在引进人才购房、公积
金贷款、子女入学、配偶安置
等方面用好绿色通道……一
项项举措既给引育的人才发
挥特长提供了平台，也为其打
造了舒心的生活环境。

“来到上街后，感觉创新
发展有空间、干事创业有舞
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杨丰豪
博士来上街已近 4年，是上街
区引育的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人才，他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都比较满意。像他这样
的人才在上街还有不少，仅
2024年，上街区就招引青年人
才4531人。
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王晓宁 赵培

每天早上6点，经八路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老人食
堂当日厨师和行政值班人
员，两人一组，对进购菜品
进行供应商许可证、食品
出厂检验合格证、第三方
出具的检验报告“三证”检
验，经过“身份”认证的高
质量菜品才有资格进入中

心后厨。
为了确保食材干净卫

生，老人餐厅做了三件事：
第一，在“洗消切配”流程
环节，执行严格的卫生标
准。第二，餐厅食材的每
个菜品都可追溯源头。第
三，每个菜品都配备相关
的检疫合格证。

经八路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院长代俊生表示，由
于每个菜品都有“身份”，
他们所购买菜品的单价实
际上是高于超市菜价。“目
前，中心餐厅的运营属于
非营利项目，我们就是想
先把服务做好，赢得居民
的认可！”

本报讯（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张茹）开发骑手服务
地图、提供专属停车泊位、建
设暖心“城市驿站”……近
日，二七区淮河路街道亚新社
区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精准
化举措，打造全区首个新就业
群体“友好社区”，有效破解新
就业群体服务难题，成功打通
服务“最后一公里”。

亚新美好人家小区是亚
新社区的一个典型代表，高
楼林立，19栋楼、45个单元如
同“迷宫”，常让外卖骑手们
一筹莫展。对此，亚新社区
巧妙将“骑手服务地图”与

“骑手码”相结合，外卖骑手
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快速定
位目标单元楼，解决了“门难
进、路难找”的难题。同时，
社区还在 8个居民楼院划设
11处小哥专属泊位。

此外，亚新社区紧扣辖
区企业、商户和白领众多的
特点，依托“红色楼立方”商
务社区建设，打造了专为新
就 业 群 体 服 务 的“ 城 市 驿

站”。站内不仅提供休息、充
电设施，还配备饮水机、微波
炉、共享书吧及法律咨询服
务，全面满足骑手日常工作
和生活所需。

社区还特别关注骑手群
体的家庭需求，例如推出的

“21天暑期营”，专为解决骑
手和白领家庭孩子假期无人
照看的难题，受到广泛好评。

社区不仅为新就业群体
提供精细化服务，还吸纳他
们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共同
构建和谐社区。

外卖骑手马珂是社区志
愿服务的典型代表。他不仅
是一名兼职骑手，还是社区
的微网格长和民调员。送餐
途中，他摇身一变成为“移动
探头”，遇到商铺浓烟滚滚等
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向社
区反馈；看到楼道杂物堆积，
他通过“郑连心”平台及时上
报，提醒业主清理隐患。马
珂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顺手
公益”，成为社区治理的有力
助手。

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杨宇航）去
年以来，登封市依托党建引
领网格化治理，坚持数字赋
能，实施景区街区网格一体
化治理，推动景区街区治理
加“数”增“智”、逐“新”提

“质”，为登封文旅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党建领航，筑牢“组织底
座”。登封市着力构建“横到
边、纵到底”的全域嵩山景区
专属网格体系，实现基层网格
党组织全覆盖。支部联建共
建更是打破壁垒，景区一线下
沉了城管、交通、交警等 7家
单位22名人员、6个沿线社区
50余名网格员与周边街道、
社区、商贩携手共解难题。

精细管理，夯实“机制底
座”。为实施景区精细化管
理，登封市在景区设立的游
客服务热线与“郑好拍”二维
码，对游客的咨询、投诉、建
议实现“网格上报—平台流
转—部门处置—结果反馈—
成效评价”全流程闭环，10分
钟快速响应。

科技赋能，打造“数字底
座”。登封市将全市各指挥调
度平台纳入网格平台，与文旅、
应急、防火、医疗卫生等16个
预警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市直
15家职能部门和 110指挥中
心、景区指挥中心等7个分中
心入驻市城运中心，打造“多中
心合一”治理新模式，实现线上

“一键呼应、全域调度”。

本报讯（记者 孙庆辉）
总投资超5070万元！石佛紫
熙社区新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项目”即将启动。项目
建成后将为周边居民提供预
防、保健、康复等“六位一体”
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
务，完善现有社区医疗配套
设施，切实解决居民“看病
难、看病远”的问题。这是昨
日记者从高新区相关部门获
悉的消息。

石佛紫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相关批复材料显示，石
佛紫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

于郑州高新区五龙口南路紫
熙苑 1 号楼、7 号楼一至四
层，建筑面积共计10400平方
米。建设项目包含全科、医
疗科、内科、外科、妇女保健
科、儿科儿童保健科、医学检
验科、中医科、急诊医学科、中
西医结合科、口腔科、眼科、耳
鼻咽喉科、医学影像科(DR拍
片室、CT核磁共振室)、住院部
等科室及配套办公用房。

此次石佛紫熙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建设，将高新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增加
至9家。

多措并举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024年,上街区招引青年人才4531人

菜品都有“身份证”老人可享好“食”光

“毕业前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是很清晰，在职业指导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喜欢的
工作。”近日，在上街区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的帮助下，高校毕业生付淳宇成功就业。

2024年以来，上街区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落实惠民
惠企政策，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为各类群体高质量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1月11日11点35分，
经八路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一楼的老人食堂，已经
排起了长长的点餐队伍。

蒸胡萝丝 3 元，扣碗
焖子 6 元，清蒸鱼块 10
元……3元、6元、10元、12
元，各个价位的菜品均有，
品种多至 20 余种。不少
老人带着饭盒打完回家与
家人共享，也有部分人坐
在食堂慢慢享用。安全放
心的菜品来源和制作流
程，让周边老人拥有了幸
福“食”光。

除集中采购、卫生干
净、食品安全有保证外，餐
厅的菜谱是由专业营养师
依据《中国老年人平衡膳
食宝塔》《老年人膳食营
养》等标准来指导建议，低
盐、低油、低糖，“软烂酥
淡”，口味以清淡为主，更

适合老年群体。
由于餐厅主要针对社

区老年人，常规菜品在 3~
12元，高价菜品有 1~2个，
满足既想吃饱又想吃好的
人群，人均消费 10 元左
右。老年人吃饭可以享受
折上折服务：60岁以上享

九 折 ，百 岁 以 上 老 人 免
费。同时，中心还为周边
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
服务。

目前，餐厅提供全周
无休的午餐，后期计划增
设早餐和晚餐服务。
记者 王翠 文/图

每个菜品都有“身份”

老年人可以享受折上折

亚新社区：
打造二七区首个新就业“友好社区”

加“数”增“智”
登封景区街区网格一体化治理
为文旅注入新活力

高新区便民医疗圈再扩容
将新增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市民正在点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