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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现在，我工作比较稳定，

收入也增加不少，心里很踏实！”家住淮

阴区的王阿姨今年52岁，以前她的工作

一直不稳定，2021年初，她报名参加了

我市免费就业培训，并取得了母婴护理

相关技能证书。如今进入月子中心工作

的她每月收入4500多元，大大改善了家

庭经济条件。我市持续推进民生实事项

目，在民生实事同建同享过程中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不断提升。

市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研究制定新一轮促进就

业实施细则和扶持办法，健全支持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机制，开展全民创业

工程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切实保障好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

群体就业。

为强化就业创业服务，我市不断压

实责任、高位推进，以贯彻落实“淮20

条”、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延续

实施减负稳岗政策措施等为抓手，千方

百计促进全市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

业。

据介绍，2021年以来，市人社局深

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将登记失业

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以及企业职工、灵活就业

人员、个体工商户用工等纳入补贴性技

能培训对象范围，构建起劳动者终身职

业培训制度。目前，24家市本级招标补

贴性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家庭护理、淮

扬美食、康养服务、电子商务等培训项目

30余个；“以工代训”政策延续至2021年

底，开辟线上办事窗口，推动“补贴找

人”，助力企业稳岗扩岗；“迎新春稳岗留

工送培训”行动支持企业面向留岗劳动

者开展技能培训，对于参加线上培训并

取得相应合格证明的企业职工给予50%

的培训补贴，对于参加适岗培训者给予

400元/人的补贴，累计培训职工1.5万

余人，发放补贴520余万元，既促进了职

工技能提升，又让企业尝到了经济甜头。

“提升职业技能是促进劳动者充分

就业的‘金钥匙’，让劳动者与企业精准

对接，既保障企业用工又服务群众就业，

是我们为民办实事的题中之义。”市人社

局党委书记、局长曹曙春表示。据统计，

截至2021年12月底，我市面向社会开

展各类职业培训14.81万人，培养高技能

人才1.01万人，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补贴资金2.04亿元，为企业招工6万余

人。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通讯员 陈西楠 孙亥

一把“金钥匙”
打开群众求职“幸福门”

本报讯 时值寒冬，各类

落叶树种进入生长休眠期，

此时正是园林部门开展冬季

树木修剪的最佳时机。近

日，市城区绿化养护技术指

导站抓住有利时机，对市区

部分道路法桐开展专项修

剪。

记者1月15日下午在解

放西路看到，园林工人借助

高空作业车对道路两侧的行

道树进行修剪，地面上的工

作人员则紧随其后，对掉落

的树枝和树叶进行清扫，全

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整洁

有序。

据介绍，市城区绿化养

护技术指导站坚持“一树一

策”原则，差别化制定修剪方

案，确保树木形态优美、枝条

通透。通过修剪，不仅可以

使行道树形成合理的树体结

构、保持健壮的树势，还可以

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

提高今后叶片的光合作用，

使树体营养得到合理分配，

提高养分利用率。此外，可

减少枯枝坠落的安全隐患，

进一步提高沿路路灯的照明

度，突出商店招牌的可视度。

预计解放西路的修剪工

作将在春节前完成。下一

步，市园林部门将继续对解

放东路、承德路等主干道的

一千余株法桐进行修剪。

■通讯员 马莉 徐海涛
融媒体记者 王舒

本报讯 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1月17日下午，高铁

商务区第一家淮安书房正式

对外开放，市民们可在此读

书看报，享受惬意的读书时

光。此外，淮安市图书馆高

新控股公司分馆、高新控股

有限公司职工书屋暨淮阴工

学院实习基地揭牌仪式也同

时启动。

位于淮安高新园林绿化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院内的淮

安书房窗明几净，藏书品类

繁多，可谓书香四溢。职工

朱先生告诉记者，当天他来

体验了一下，感觉非常不错，

以后可以来这里读书放松，

充分感受阅读的快乐。据了

解，高铁商务区淮安书房以

淮安市图书馆为依托，与淮

安市图书馆实现一卡通用、

通借、通还。该书房面积约

300平方米，阅览座席50余

个，馆藏纸质文献 5000 余

册、电子文献3万种。

书籍是历史的沉淀，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和传承的载体。高

新控股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号召，提前谋划淮

安书房建设，并将职工书屋

和实习基地有效统筹结合。

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朱正国介绍，书房

既是一个人文图书室，为辖

区百姓、公司员工提供高品

质的图书借阅服务，同时也

是一个展示窗口，有利于进

一步展示公司形象、讲好高

铁故事。公司将利用好书房

和基地，举办更多的阅读活

动、实践活动，把书房打造成

为群众身边的阅读角、文化

电站和栖息之地，以“书香”

丰富辖区百姓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同时，通过设立

“淮阴工学院实习基地”，进

一步加强校企沟通交流，为

高铁商务区高质量建设输送

更多有用人才。

■融媒体记者 陈帅
通讯员 陈逸凡

本报讯 近日，淮阴区25个参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保险”的经济薄弱村陆续获

得赔付款，总计77.3万元。这是淮安在全

国首推“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获得赔付

的首批参保村。

淮阴区丁集镇劳动村是受益村之

一。因疫情影响，加上村里部分企业自身

经营不善，去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比前一

年少了2万元。“不过，有了保险公司的赔

付款，村集体经济收入仍然达到了目标收

入。”近日，该村党总支书记丁杰告诉记

者，“我们村已经收到了这笔赔付款，这对

村集体经济稳定增长和良性发展是很有

利的。”

近年来，淮安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2020年底，全市718个省市定经

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18万元以

上。“部分村虽然过了最低标准线，但发展

的底子依然薄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

兴局）扶贫开发处处长钱国文介绍，“一旦

遇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容易让前期取得的

脱贫攻坚成果得而复失。”为扎实开展富

民强村帮促行动，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建立村集体经济收入长效保障机制，

市乡村振兴局与保险机构于去年合作研

发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将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集体资源承包收入、投资收益

等纳入保险标的。据淮安银保监分局普

惠金融科科长李丽君介绍，由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村集体经济实际收

入低于目标收入的，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

进行赔付；超过保额需要赔付的部分，财

政资金、扶贫资产收益还会进行补足。

“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改变了传统

保险险种“保一人”“保一家”的模式，以

“一个村”为参保对象，对村集体经济进行

兜底，从源头上筑起防止返贫的“拦水

坝”。去年7月，淮安在洪泽区开出全国

首张“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保单，后在全

市推广，共 428 个村参保。每村保费

6000元、保额20万元，保费全部由县区财

政拨付。

淮阴区去年共有145个村投保，目前

首批25个参保村赔付款已发放到位。该

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高峰认为，这份

保险也解决了村干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

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干事热情。

为了防止“养懒汉”，市乡村振兴局聘

请了专业第三方会计力量，对村里的上年

收入、产业项目、经营收益等进行长线分

析，合理确定目标收入，保证公平公正。

淮安发展研究院（江淮生态经济研究

院）院长何伟表示，“村集体经济收入保

险”能够覆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所面临的

主要风险，保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稳

定增长，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融媒体记者 陆彦平 杨丹丹

让树木形态优美、枝条通透

园林部门为市区行道树
精心“理发”

从源头上筑起防止返贫“拦水坝”
淮安在全国首推“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

昨日，2022年淮安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在淮阴区渔沟镇举行。本次“三
下乡”集中服务活动既有科普、义诊、集中咨询等服务，也有民俗演出、非遗展览等主题活动，还组织了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温暖送到全市乡村。

■融媒体记者 孔雪 王昊 通讯员 刘须连

高铁商务区
首家淮安书房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