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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新春伊始，福
州为抢占一季度“开门红”铆足了
劲。榕城大地上，展示着时不我
待加快发展、稳健前行的自觉和
信心。

拼经济、忙生产，首先拼的是
人。为保证企业用工需求，春节
前后，我市人社部门抢抓招工黄
金期，持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提供包机包列服务，帮助务工人
员复工，企业复产。

截至2月底，我市规上工业企
业及部分限上商贸服务业员工返
工率达 97.14%，——抢、揽、排，成
为福州拼经济保用工的关键词。

抢：提前开启跨省招工
2月 17日，正月初八，龙年春

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年味意犹未
尽。整个假期都没好好休息的人
社部门工作人员，已经切换到“上
班模式”了——当日人社部门工
作人员已背上行囊，带着招工小
分队出发。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湖南。这
里是我市省外务工人员的重要输
入地。此外，市人社局还有另外4
条线路，带着重点用工企业分赴
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开展
务工人员招引工作。

“大多数人们还沉浸在春节
的氛围里，我们就派出小分队跨
省招工，是不是有点早了？”记者
不解。

“不早不行，因为现在的招工
竞争很激烈。”福州市人社局就业
中心负责人说，一方面，是制造业
企业用工需求大；另一方面，是劳
动输出大省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增
多，这都对福州招工工作提出新
的要求。

面对拼经济、抢人力的大潮，
市人社局主动出击，组织企业赴
劳动输出大省招工，成为福州“拼
经济”的关键一招。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抢人大
战”，开始时间更早。元旦到春节
前，各地务工人员返乡迎来高峰
之时，福州就做好留人稳岗工作，
全力保障企业用工稳定。

1月15日起，市人社部门就组

织 41家重点用工企业，超 4000个
岗位，分 6条线路，赴中西部 5省
（区）16地，深入当地乡镇开展“春
风行动”系列招聘。

宣传推介优质岗位信息、签
订劳动协作框架协议、和当地人
社部门筹划年后劳务对接及输转
工作……市人社部门抢抓务工人
员返乡择业的窗口期，利用好春
节前后劳动者换岗流动的契机，
为节后企业用工提前谋划。

“节前招工的效果很好，很多
工人节前就确定了意向。”福建大
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人事部招
聘主管高文健说。

陕西、贵州、湖南、云南……
这只是“抢人”的起点。2月17日~
23日，市人社局马不停蹄带着 35
家企业，兵分多路开展招工引才
活动，共有 2000多人次达成就业
意向。

“跨省招工，希望不仅能满足
企业春节前后的用工需求，也希
望能进一步拓展劳务协作机制，
优化长期用工储备。”市人社局就

业中心负责人说。

揽：持续释放返岗红利
福州“抢人”有速度，但在硝

烟四起的“抢人大战”中，如何让
省外务工人员更愿意来福州？福
州的答案是：满满诚意。

这份诚意，体现在包车包机
的暖心贴心。

2500多公里，途经 6个省份，
21日晚 10点 40分，G1901次列车
缓缓驶入福州火车站，530名甘肃
定西籍务工人员顺利抵达福州。
这是春节后，市人社局组织的首
趟“点对点”免费返岗包列。

“回到福州我真的很开心，政
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来自
定西通渭的徐继祥看到来接车的
企业代表，激动地挥了挥手。来
榕务工5年，他早已把福州当成第
二故乡。

劳务输出地与福州相距百里
甚至千里，招到了人，怎么接回
去？为此，福州协调有关部门，安
排免费包机包列，让务工人员“出
家门、上车门、进厂门”，输转返岗
务工人员近万名。

2月15日（正月初六），来自云
南、贵州的364名返岗务工人员乘
坐的飞机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
场，成为今年春节后全省首趟接
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包机。

2月19日，在马尾区人社局工
作人员的全程陪同下，163名来自
宁夏固原的务工人员顺利抵达福
州，实现了全程免费一站式返岗。

这份诚意，还体现在就业服
务的加码上。

1月26日，春运首日。福州开
往贵阳的 K478 次绿皮火车满载
1000多名务工人员踏上返乡路。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车厢里“招
聘味”十足。

当天，“福伴返乡路 送岗上
列车”活动在该车次的餐车中举
行，共有 20家企业为务工人员提
供岗位 2600 余个，涉及普工、家
政、快递员等多类型岗位。

“我原计划年后回工地碰碰
运气，现在就业机会直接送到手
里了。”务工者李春菊说，自己在
福州打工十几年了，在火车车厢
里找工作还是第一次。

出台实施春节期间稳岗促发
展“十一条”措施、拿出真金白银
精准支持企业稳岗留工、鼓励企
业通过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
等方式，吸引外省员工就地过年
……福州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更多职业“钱景”和发展前景的同
时，也帮助他们尽力融入城市发
展之中，让劳动力集聚与产业发
展相互成就，全力拼经济、拼未
来。

排：精准了解企业需求
3月 1日，务工者李永青打开

手机，在线上参加了“好年华 聚
福州”暨“就业直通车”直播带岗
系列招聘活动。“年前在招聘网站
上投了简历，2天前收到了开播提
醒，很方便。”

直播活动中，各县（市）区人
社局局长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实
地探访并直播企业的生产环境、
员工生活状况、福利待遇等信息，

为求职者提供“眼见为实”的探岗
体验。

“直播带岗在 87个福州市中
西部市、县级劳务协作基地同步
播出，涵盖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甘肃、宁夏等地。”市人社局劳
动就业中心负责人介绍，2 月 18
日~3 月 1 日，共开展直播带岗活
动 10场，提供各类岗位信息 6000
余条，收到线上投递简历 3514人
次。

随着直播兴起，就业招聘也
向线上加速迁移。“线上+线下”、
通过直播间招聘，已成为我市招
工的标配。

不仅如此，市人社部门还通
过大数据分析，摸排出一批相对
缺工的企业，在招聘中重点推荐。

“去年底，我们对全市所有龙
头企业、重点企业及部分规上工
业企业、限上商贸服务业企业等
6000家重点用工企业进行摸排，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市人社局负
责人介绍，摸底之后，市人社局编
制万册《春风卡》、万张《2024 年

“春风行动”“码”上选岗》招工海
报，推出“晚报寻工在线-寻工地
图”纸质版和电子版，依托全市各
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街
道（乡镇）、社区（村）劳动保障平
台、中西部已建 87个劳务协作基
地，在全市、中西部人力资源密集
地区全面进行宣传推广。

“人社部门多措并举的用工
保障，有效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
让我们冲刺一季度‘开门红’更有
信心了。”福建福晶科技有限公司
人资经理林玲表示。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日至
3 日，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开
展今年春节后首场工会稳岗就
业创业服务超市暨“春风行动”
招聘会系列活动，104 名求职者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同时
设置择业辅导摊位，并开设若干
个创业就业实训课程，让求职者
在与用人单位面对面的同时还
能接受专业辅导，进一步明确择
业方向。

记者看到，文化宫三创广场
上，30多家企业带来了700多个岗

位，线下吸引了 800余名求职者，
线上还有1700余人次浏览。招聘
对象主要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农民工、下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
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今天我面试
的是仓管员岗位，不仅包三餐和
住宿，对学历要求也不高。我之
前在老家做过仓管员，有经验，他
们比较满意，下周就可以去上班
了。”38岁的农民工李大哥很轻松
就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并了
解了工作内容和晋升空间，对新
工作充满期待。

就业择业辅导摊位前站了
几位高校毕业生，等着与老师

“一对一”聊天。刚结束对话的
陈同学告诉记者，他学的是自动
化专业，马上面临大学毕业。“老
师为我提供了就业市场分析、简
历制作、面试技巧、职业规划与
职业选择辅导，并结合我的兴
趣、专业和市场需求，帮我谋划
适合我的就业方向。这次辅导
帮我打开了全新视角，让我对择
业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很有
收获。”

与招聘会配套的职业技能培
训、就业择业辅导、创业陪跑等活
动同时举行。记者看到，《职场执
行力：时间管理与效率提升》课程
吸引了数十名年轻人，有大学生，
也有想跳槽的职员。授课老师袁
凌告诉记者：“看到许多职场人士
在时间管理和效率提升上面临挑
战，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方法和
策略。所以我专门开设这堂课，
希望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时间管
理观念，掌握设置优先级、合理分
配时间的技巧，优化工作流程，提

升个人和团队工作效率，从而在
职场中脱颖而出。”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告诉记
者，工会稳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
运营已进入常态化，本月系列活
动安排至 17日，全部免费。接下
来还要继续发挥工会优势，聚焦
求职者和招聘方需求，做到从高
校毕业生择业到步入社会就业创
业以及在岗转岗职工的技能提
升，全周期都有“娘家人”的高效
帮扶，实实在在助力“稳就业”“保
就业”。

求职同时还能接受择业辅导
工会稳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举办节后首场招聘会

我市提早开展跨省招工。（市人社局供图）

务工者关注招聘信息。（市人社局供图）

晨曦广场举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员 赵帆）昨
日，“建功新时代 志愿更精彩”——3·5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在福州西湖公园晨曦广场举
行。活动集中展示了“区校结对共建”成果，
高校青年志愿者给市民带来义诊、法律咨询、
小家电维修等服务，10支示范青年志愿服务
队和10个示范社区获颁证书并上台分享“区
校结对共建”经验。

本次活动由团省委和团市委主办。据了
解，自2022年团省委和团市委探索在榕高校
青年志愿服务队与社区结对共建以来，全省
已有 442个社区与 328支高校青年志愿服务
队建立结对关系，其中我市有 200个社区与
在榕高校青年志愿服务队结对共建。共建活
动不仅引领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为群众办
实事，还推动社区积极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
居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

满园春色“桃”醉西湖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春和景明，百花争
艳，眼下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时节。3日，西湖
公园举办“桃”醉西湖探春宴活动，邀请市民
朋友们一起在公园中沉浸式体验古典园林的
独特魅力。

走进公园，柳堤两侧的碧桃已经陆续开
放，满园春色扑面而来，湖面上停留着一艘花
船，身着汉服的女子们在船上挥袖起舞，“桃
红柳绿”的美景吸引大批游人驻足观赏拍照。

“这里不仅有让人陶醉的美景，还有植物
科普、对诗猜谜等活动，洋溢着浓浓的文化
味。”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市民王女士说。

公园里的花不少，为什么要举办以桃花
为主的活动？西湖公园管理处园容科郭科长
介绍，“仙桥柳色”是福州西湖八景之一，近年
来，公园陆续引种一批粉红色的桃花，为的是
让市民在游园的同时，能更好地沉浸式体验
古人赏花之趣。

身着汉服的女子在桃花下翩翩起舞身着汉服的女子在桃花下翩翩起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初春时
节，永泰县红星乡礼柄村的川山香
草谷里，香气四溢，放眼望去园内
种满了玫瑰、茉莉、栀子、迷迭香等
数十种花卉。不远处的温室大棚
工作室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研究员李爱萍正在为技术
人员讲植物种植的方法与技巧。

近年来，永泰县以人才“五个
一”项目为载体，大力实施“引进一
支专家团队”人才专项行动，引导

25 支 80 余人的专家组团下沉一
线，为农业全链条发展注入科技力
量，持续推进新成果、新品种、新技
术的转化应用，努力将技术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作为福
建省研究芳香植物提取精油、纯
露、细胞液等领域的专家，李爱萍
就是其中的一员。

“小花骨朵可以烘干做花茶，
半开成酒杯状的可用于提取纯露、
精油，完全开放的花朵可以用来做

花酱、鲜花饼等。”李爱萍如数家
珍。

2023年以来，在李爱萍团队的
技术支持下，川山香草谷种植数十
种芳香植物用于制作花茶，提取纯
露、精油等，并成立川山香草博物
馆、香草科普教育基地，进一步丰
富游客的体验，展示各种香草、药
草植物植株、标本等展品，切实推
动了香草产业规模化、良种化、链
条式管理，蹚出了一条现代化农业

发展的“芳香之路”。
“在发展香草产业的同时，我

们通过‘理论授课＋观摩教学＋基
地实训’的方式，为红星乡培育了
一支综合素质高、技术能力硬、带
动示范强的高素质技术人员队伍，
为产业发展储备坚实的人才力
量。”李爱萍说。

在永泰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的不止李
爱萍一人。在丹云乡，福建中医药

大学专家教授团队联合天叶中草
药公司开展三叶青种植品种和加
工流程技术服务，推动三叶青种植
规模增至 4000余亩；在盘谷乡，省
农科院蔬菜育苗嫁接技术示范与
推广团队为丰园蔬菜育苗有限公
司传授育种育苗技术，成功选育蔬
菜品种 30余种；在东洋乡，福建省
林科院李志真教授团队建设规模
达 2000亩的油茶产业智能水肥一
体化生态改良示范基地……

年没过完，招工小分队已出发
——从三个关键词看福州如何拼经济保用工

本报记者 林晗

永泰引导农技专家组团下沉一线

田间地头结出“科技果”

设置“办事闹钟”
主动服务企业
长乐为经营者免去后顾之忧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张宁楠）
“您好，这里是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您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即将到期，请尽快安排
时间前来办理延期手续。”近日，长乐区市场
监管局通过电话提醒福建省台福时代食品有
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即将到期，需要进行
延期，该公司在准备好延期相关材料后，来到
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在窗口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办理了食品生产延期
换证业务。

“在基层商事登记服务工作中，有不少企
业因不注意或疏忽导致许可证过期，只能重
新办理。相较于延期业务，证照过期重新申
请办理不仅程序更为复杂，还可能耽误企业
生产经营。”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这一情况，他们推出“证照到期
提醒”服务，提前两个月电话通知，为企业群
众办理证照续期业务设置“办事闹钟”，让经
营者免去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
“证照到期提醒”服务，已对近 900家临期证
照经营者进行电话提醒。

我省统筹安排120.2亿元
支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记者昨日从省
财政厅获悉，今年，省财政持续强化医疗保障
事业发展保障资金，统筹省级以上补助资金
120.2亿元，支持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
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

资金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
助、城乡医疗救助补助，以及医保管理服务水
平提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落实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政策，有效发挥基本
医疗保险主体保障功能，预计惠及2700万城
乡居民；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救助等，确保
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不因罹患重特大
疾病影响基本生活，预计惠及 235万困难群
众；支持各地提升医保信息化、基金监管、经
办管理服务水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