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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就业是指通过“社区微业”行动，
促进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一种新
型就业形式。它强调在社区层面通过
整合资源、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帮
助居民就近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拓展微就业，今年，珠海街道鼓
励社区将闲置场地作为居民就业基
地，搭建全新的灵活用工平台，打造社
区“微工厂”，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
　　11月18日，记者来到安远路社区
复兴社区B区，跟随社区居民窦金花来
到一处包装气垫粉扑的小车间。这个
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小车间就是她利
用闲置房屋打造的“微工厂”。
　　记者在“微工厂”内看到，生产车
间窗明几净，操作台上堆满了粉扑，10
名工人“全副武装”，正在进行包装工
作。在成品区，整整齐齐摆放着包装好
的产品。每天结束后，窦金花都会根据
产品数量为工人发放工资。
　　“我平日送两个孩子上学后，白天
就在家闲着。”家住复兴社区的张丽告
诉记者，“自从小区里有了这个‘微工
厂’，我每天都来上班，挣钱、顾家两不
误。”
　　“工作期间如果家里有事，可以暂
时离岗，处理完再回来，特别灵活。”复
兴社区居民宋秀秀说道，“每天最多能
拿到100块钱，补贴家用足够了。”
　　据统计，今年以来，珠海街道已因
地制宜建起“微工厂”20余家，涉及箱

包、服装、食品、饰品等领域，提供了近
200个就业岗位。
　　“这些‘微工厂’将就业灵活、方便
易学的制造环节下沉到村庄、社区一
线，实行计件工资支付机制，可让工人
自由调配上班时间和地点。”珠海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人社）主任王桂玲说，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关注小微企业
和居民的实际需求，建立求职和招聘
的双向沟通平台，方便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
　　此外，珠海街道还推出“妈妈岗”，进
一步拓展微就业。辖区企业青岛奥合源
服装有限公司作为“妈妈岗”模式的积
极践行者，通过定制弹性工作岗位，让
宝妈真正做到“家庭与事业两不误”。

　　今年年初，平度市民陈鹏飞来新区
创业，选址珠海街道铁橛山路社区。目
前，陈鹏飞已经成功开办了两家餐饮店。
　　“原本要忙里偷闲学习的创业政
策，现在再也没占用过我的时间。从一
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到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灵活性人员
社保补贴，街道人社部门把一系列政
策都给我讲得明明白白。”陈鹏飞说，

“社区还协助我申请了小微企业一次
性创业补贴，并帮我在周边招聘店员，
这是妥妥的‘一条龙’服务啊。”
　　王戈庄文化市场经营者李兵同样
对珠海街道的贴心服务赞不绝口：“文
化市场里新开的武馆正处于起步阶

段，我们对于各项政策也不熟悉，很多
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往遇到问
题都是人找政策，现在社区把政策主
动送上门，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社区微业”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
支持微创业，激发社区创业原动力。除
了送政策上门，珠海街道还通过创建
创贷驿站、真金白银补贴等，将支持措
施落到实处、细处。
　　今年以来，珠海街道在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指导下，率先创建了牌
坊街创贷驿站、铁橛山路社区创贷驿
站及小台后工业园创贷驿站等三家服
务驿站，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担保贷款
办理、创业指导、创业培训、政策咨询
等服务，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前沿，有
效提升了便民利企服务水平；
　　定期开展创业政策宣传推介活
动，为重点创业群体提供高质量、针对
性的指导帮扶；
　　截至10月份，今年已累计为辖区
111家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975万
元，为145家企业申领创业补贴315万
元……
　　一系列举措推动下，珠海街道助
力创业工作成绩斐然：牌坊街、王戈庄
民俗文化街获评青岛市创业型特色街
区，珠海街道获评2022-2023年度市级
创业型街道。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创
业带动就业工作，持续优化创业环境，
推动多部门协同合作，提供更优创业
服务，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体系。”王桂玲表
示。 （下转第四版）

首创“共享用工”模式获全国推广，建成全市首家“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创建全市首批“创贷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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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梅雪

　　从首创“共享用工”模式缓
解用工难题进而全国推广，到
打造全区首个镇街级就业服务
平台小程序；从打造全市首家

“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到创建
全市首批“创贷驿站”……近年
来，珠海街道瞄准辖区居民就
业创业需求，先行先试、开拓创
新，广泛整合就业资源，不断优
化就业创业环境，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就
业强街”。
　　2023年，山东省启动“社区
微业”三年行动计划，促进城乡
居民“家门口”就业创业。为实
施好该行动，珠海街道深入推
进拓展微就业、支持微创业、优
化微服务、培训微技能、扩充微
组织“五微”精细化服务工作，
打通覆盖全街道的就业脉络，
形成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家门
口”就业服务新模式，擦亮了

“社区微业‘就’在身边”就业服
务品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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