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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目前，西海岸新区家政
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启用，西海岸新
区将围绕提质扩容、服务家庭、打造
一个有温度的服务行业的目标，推动
家政行业发展产业化、服务管理规范
化、市 场 运 营 信 息 化、从 业 人 员 职
业化。
　　据西海岸新区家政服务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家政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未来将覆盖行业协会旗下
所有家政公司，涵盖3000多位家政服
务人员的个人信息。
　　作为一家面向家庭和企业日常
生活所需一站式服务的家政服务商，
青岛天融助家家政公司服务内容包
含了保洁、维修、搬家、疏通、装修等
全品类业务，由于品类繁杂，牵扯服
务人员众多，在其身份和诚信信息方
面更为关注。“维修工人和搬家人员
更要有诚信，没有诚信只能做一次。
现在国家大数据打通后，如果服务人

员身上有不良记录，就会进不了这个
系统。”青岛天融助家家政公司总经
理陈彩霞介绍说。
　　诚信是家政行业发展的基础，为
了规范家政服务业，现在上线的家政

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不仅能预约家政
服务，还可对服务人员、服务企业的
诚信记录进行查询，将引导着新区家
政行业诚实守信、规范经营、优质服
务。           （金堂）

西海岸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将涵盖3000多位家政服务人员个人信息

信用家政，守护美好生活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每年冬季来临，大批海
鸥飞到青岛过冬避暑，成为了前海一
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自12月1日起，
每逢周六、周日，隧道1路线将开通观
赏海鸥区间车，为前往栈桥、第六海
水 浴 场 观 赏 海 鸥 的 新 区 市 民 提 供
方便。
　　据介绍，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
隧道巴士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根据
往年周末观赏海鸥客流集中变化的
情况，将于12月1日起，对途经栈桥的
隧道1路线增发“观赏海鸥区间车”，
由山东科技大学发往铁路青岛站兰
山路②，发车时间为周六、周日上午8
点30分和9点30分，以此满足西海岸新
区市民的出行需求。
　　隧道巴士第二分公司党支部书
记朱蓬提醒广大市民，投放馒头、剩
饭残羹喂食海鸥时切勿使用变质食
物，否则容易引起海鸥肠胃疾病。并
且由于随时喂食易造成海鸥消化紊
乱 ，建 议 喂 食 海 鸥 的 时 间 为 上 午 9
时至11时，下午2时至3时。

  □记者 王培珂
　　通讯员 丁玮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会在
新区青年之家旗舰店举行，青年社会
组织团工委成员单位业务骨干30余
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青岛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硕
士生导师刘黎红老师进行授课。刘
黎红以“问题导向：社会服务项目填
报与结项教育小组”为题进行授课，
对于项目书中呈现的问题、结项中常
见 的 问 题 等 做 了 详 细 讲 解 和 业 务
指导。
　　参训期间，学员们学习热情高
涨，纷纷表示将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交
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及时转
化为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
方法，为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发
展贡献青春力量。

  □记者 王培珂
　　通讯员 管明玉 报道
　　本报讯 为满足社区居民对电
子商务创业的迫切需求，增强社区
居民的创业能力，近日，在区残联派
驻长江路街道靖江路社区第一书记
管明玉的组织下，由青岛函大宠物
用品公司承办的社区居民电商培训
班在区残疾人电商孵化中心开班。
　　培训班为期两天，来自靖江路
社区的39名社区居民报名参加了培
训。培训班由残疾人创业达人、青
岛函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崔
松亮主讲，围绕电子商务现状及应
用、如何开网店、品牌塑造、市场营
销与电商网红等内容为居民进行了
详细讲解，使想创业的社区居民受
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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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电商培训班
助居民就业创业

悠悠四十载 不变普查情
年近七旬的张增温五次参加人口普查，见证乡村巨变

>>老骥伏枥<<
年近七旬再上“战场”

　　11月29日，记者在大溧水村村委
办公室见到68岁的张增温时，他正趴
在办公桌上核查长表，身穿红色马甲，
戴着老花镜，一丝不苟。简单的寒暄
后张增温就打开了回忆的话匣子。
　　“我在1982年参加了第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那时我才30岁。”作为地地
道道的大溧水人，张增温一直在村里
工作，“最早时候的普查工作没要求走
家串户去调查、填表，就是在村口摆了
一张桌子，把各家的人喊出来，拿着户
口本跟派出所核对，核对完，就算普查
完成。”张增温回忆说。
　　今年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已
年近七旬的张增温主动请缨，想继续
为人普工作尽点力：“我一辈子都在村
里转悠，家家户户都熟悉，做起调查来
比其他人容易。”第五次参与人口普查
工作，跨越将近四十年，在张增温看
来，这份工作既是自己的骄傲，又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

>>笨鸟先飞<<
提前掌握普查技能

　　虽然对人口普查工作“驾轻就
熟”，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不再像
前四次那样拿着长表短表，手工誊写
一个个数字，而是通过智能手机入户
登记信息，一键上报数据，极具“科技
感”“创新感”。虽然“身经百战”，但对
于从来没有用过智能手机的张增温来
说，这算是很大的挑战。
　　“知道今年要用手机报数据以后，
我就赶紧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张增温
告诉记者，自己一直以来都是用老人
手机，用着顺手也简单，“刚买回来试
了试，感觉还不难，但还是学习了十多
天才会使用普查小程序。”
　　普查尚未开始时，张增温一有空
闲就拿出手机摸索学习，遇到不懂的
地方便第一时间向周围有经验的人请
教，在他看来，勤学、勤问是“法宝”，虽
然上了年纪学东西慢，但只要下功夫，
总会学明白，十几天时间，村里的年轻
干部都成了他的“老师”。

>>五次普查<<
见证美丽乡村巨变

　　5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张增温见
证了大溧水村的发展与变迁。
　　“记得我前几次参与人口普查工
作的时候，白天村民出去干农活，只能
晚上上门，没有路灯，路也不好走。”回
忆起那段时光，张增温叹了口气，“那
时候，村民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
现在村里人人住上了翻盖的大平房，
家里越来越宽敞，装修越来越现代化，
家电也越来越先进。”
　　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外出务工的
村民多了起来……回顾几十年的普查
经历，张增温感触颇深：“村容更整洁有
序了，村民的生活也更宽裕富足了。”
　　从三十而立到如今两鬓白霜，张
增温的头上多了白发，与人口普查也
结下了不解之缘。采访结束后，当记
者问到张增温是否还会参加下一次人
口普查时，老人高兴地说：“如果身体
条件允许，我希望自己还能为人口普
查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家 政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整 理
服 务 人 员
信息。

  □本报记者 董梅雪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
作自11月1日启动，目前已进入长
表登记阶段，一个月的时间，普查
员们走街串巷加班加点，全力做好
普查工作。珠海街道大溧水村有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张增温，38年
来，他参与过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从纸质表手工记录，到依靠互
联网电子化采集；从第三次人口普
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张增温记录
了社会发展的铿锵步伐，也见证了
新农村的巨大变化。

  张增温（中）正在村民家中开展普查工作。□记者 董梅雪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