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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剂药方”破解人才短板
大村镇深入开展乡村人才振兴“千百十”工程，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六汪镇

加大河道清淤力度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张家楼镇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崔岩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张
家楼镇大山张村以“开展河道清理，
提升人居环境”为目标，多措并举开
展河道整治，着力打造“水清、岸绿、
景美”河道。
  目前，整治工作推进扎实有力，
采取人工清淤与机械清淤并用方
式，进一步加大河道清淤力度，重点
对河道两岸的非法围垦进行全部清
除，并对周边的积存垃圾进行集中
清理，累计整治河道1500余米，投入
资金30万元。
  据了解，通过清淤工作，有效消
除了河道沟渠水体内污染，做到河
底无污染土、河中无障碍物，进一步
改善了全村河道环境及周边村庄人
居环境。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丁云洁 报道
  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上午，西
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社会治理流动
工作站与山里管区的网格员联合青
岛公交集团隧道巴士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山里大集
的时间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宣传活动。
  今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的
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活动期
间，流动工作站利用车载电子屏和
扩音喇叭，宣传防灾减灾的相关内
容。网格员和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
将一份份宣传资料递交到居民们的
手中，向他们介绍今年的防灾减灾
日主题，提醒居民加强自我防灾减
灾意识，当灾难来临时保护好自己
的人身安全，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薛家岛街道

防控进入常态化
进村推广健康码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柴桂虹 报道
  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西海岸
新区六汪镇社会治理办专职网格员
跟随社会治理流动工作站来到鲁山
管区后徐村开展健康通行码推广
活动。
  为了避免人员室内大量聚集，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网格员们将健
康通行码的申请过程教给村委成
员，熟悉操作流程后再由村委成员
推广到村民手中。健康通行码主要
是通过采集民众日常出行、消费或
者参与其他活动的相关数据，然后
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到出行轨迹，从
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追溯，以便
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据了解，针对目前疫情防控已
转入常态化，进入景点、商超等公共
场所均需“绿码+测温”的情况，下一
步，网格员们将继续加强对居民宣
传引导，做到辖区人人有“绿码”。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徐晴晴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大村镇党委
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立足农
业大镇特色和镇域资源优势，为加快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聚焦乡村人才短
板，创新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探
索“一张清单、一个平台、一套体系、一
支队伍”工作思路，深入开展乡村人才
振兴“千百十”工程，为全镇农业农村
发展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力智
力支撑和人才支持。

立足群众需求
建好一张清单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据了解，大村镇通过进村入户、座谈交
流等形式，深入开展人才振兴工作调
研，广泛收集群众培训意愿和技能需
求，建立起一张覆盖农村电商、农业实
用技术、乡村旅游、家政服务、机械操
作等五大板块的技能培训清单，详细
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通过
专业理论讲解和现场实践教学相结合
的培训方式，在镇内就近开展需求
培训。

用活培训基地
搭好一个平台

  按照“1+3”工作思路，大村镇将乡
村人才振兴“千百十”工程通过政府民
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平台，列
入2019年度政府民生实事项目，通过
挂图作战、动态推进、定向监督，确保
实绩实效。根据培训规模和教学要求，
用活用好藏马山悠然谷度假村、4.0功
能型农业农交中心和社区学院3处多
媒体培训基地，确保培训效果和质量。

做好结合文章
理顺一套机制

  探索建立“需求上提、指导下派、
镇党委统筹”的乡村人才培育运行机
制，通过需求调研将群众培训需求上
提，由镇党委政府集中研究确定培训
课题。除此之外，通过邀请区农业农村
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上级
部门，作为指导单位下派专业人才承
接具体培训课题，由镇党委政府统筹
协调具体职能部门对接。据了解，2019
年，大村镇农业农村中心（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中心）主要负责农村电商、种
养技术、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培训，劳
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社区学院主
要负责培训劳动就业、职业技能、机械
操作、乡村旅游、家政服务、民宿餐饮
等专业培训。

优化梯队结构
建强一支队伍

  大村镇乡村人才振兴“千百十”工
程开展以来，通过积极拓展培训内容，
不断扩大培训覆盖面，分批次、分行

业、分领域组织专题培训班11期，累计
培训乡土人才1050人。
  其中，农业农村中心（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中心）共组织了农村电商、农
产品质量管理、农资经营、茶园管理、
园艺、植保6期培训班，共计培训359

人；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社区学
院共组织了民宿、育婴师、家政服务、
中式面点、叉车5期培训班，共计培训
691人。结合考试考核、技术比武和日
常考察等方式，好中选优聘任农村乡
土人才100名，培育（引进）创新创业

“土专家”10名，进一步优化了全镇“三
农”人才队伍结构。
  大村镇通过深入开展乡村人才振
兴“千百十”工程，坚持“选、育、用”三
步走，精准开好“四剂药方”，加快补齐
乡村振兴人才“短板”，为助力现代农
业发展、提速乡村振兴步伐提供了强
大人才支撑。接下来，大村镇将继续深
化开展乡村人才振兴“千百十”工程，
不断扩展技能培训覆盖，丰富提升农
民专业技能，疏通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进一步科学考核指标，优化技术比武，
畅通乡村人才评价机制，为加快全镇
全面振兴储备充足人才力量和智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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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接受农业技术指导后，进行果树修剪。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随着气温升高，西海
岸新区农民抢抓农时开始
播种花生，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图为5月11日，
滨海街道西古镇营村村民
在田间播种花生。

花生播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