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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融合<<
“酿”出就业新机遇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大村镇驻地的
青岛白马河酒业生产基地看到，3座崭新
的酿酒车间已拔地而起。作为大村镇绿
色循环农业产业链“链主”企业，白马河酒
业以白酒酿造为核心，串联起一条“秸
秆回收利用-有机肥生产-糯高粱种植
-白酒酿造-电商交易-文旅综合体”
的闭合式产业链。“这里不仅是生产车
间，更是村民的‘致富车间’。到今年12月，
6个车间全部投产后，将提供400个工作
岗位。”项目负责人张士刚介绍道。
　　据了解，该项目将传统农业与现
代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秸秆回收变
废为宝，有机肥反哺农田，糯高粱种植
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民增收；白酒生产
线上，村民经过培训成为技术工人；电
商平台让“大村白酒”走向全国；正在
规划的白酒文化展览馆、工业旅游路
线，将吸引更多游客，带动餐饮、住宿
等配套产业发展。

>>双线生活<<
务工务农“两不误”

　　“农忙时下地，农闲时进厂，家门
口赚钱还能顾家。”大村镇南家村村民
高泗红一边熟练地操作缝纫机，一边
笑着分享她的“双线生活”。得益于镇里
推行的灵活就业模式，她白天在镇驻地
的服装厂工作，傍晚回家照料孩子和老

人，农忙时还能不误农活。这种“时间自
由、地点灵活”的就业方式，让她每月增
收3000余元，家庭年收入翻了一番。
　　高泗红的“幸福账本”背后，是大
村镇针对农村劳动力特点量身定制的
就业政策。针对求职者技能不足、工时

碎片化等问题，该镇推出“就业能力提
升计划”，开设酿酒技术、电商运营、服
装加工等培训课程，同时建立“用工需
求库”与“劳动力档案”，精准匹配岗
位。目前，像高泗红一样实现“灵活就
业+务农”两不误的村民已超千人。

>>绿色循环<<
“链”动乡村新未来

　　去年，大村镇“打造绿色循环农业
产业链实现全龄就业”入围全省“农村
劳动力就业工作集成改革”揭榜领题
标志性项目名单，成为新区唯一入选
项目。大村镇正用一条条生机勃勃的
产业链，书写乡村振兴的“民生答卷”。
　　据了解，大村镇依托劳务合作社、

“智找活”就业供需平台、“就业e服务”
平台，发布了一二三产业和共富车间、
共富公司项目的用工需求。求职者可
在平台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通过
精准匹配和双向自由选择实现就业。
大村镇还围绕产业技能需求，加大生
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
等新型农民“滴灌式”培训力度，大力
推广订单、定向、定岗培训模式，确保
人岗相适，实现覆盖全年龄段的全龄
就业。
　　从一粒糯高粱到一杯白酒，从一
片秸秆到一方沃土，大村镇的绿色循
环农业产业链不仅让资源“活”了起
来，更让就业“火”了起来。目前，全镇
依托葡萄种植、白酒酿造、生态农业等
产业集群，已吸纳长期就业1100余人、
季节性用工2500余人，带动户均年增
收2.8万元。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牵着民
心。大村镇以绿色循环农业为笔，以三
产融合为墨，绘就了一幅“产业强、百
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年来，新区关工委与相关部门在中小学坚持
开展“雷锋精神与我同行”学雷锋主题活动，精心设
计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活动项目，开发具有学校特
色的学雷锋校本课程，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实施

“看一部雷锋电影，读一部雷锋书籍，唱一首雷锋歌
曲，践行一次学雷锋志愿活动”等“十个一”工程，通
过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引导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倡导
时代新风，让学雷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与此同时，新区关工委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优
势，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组成以“五老”志愿者为主
体的党史、国史教育宣讲团，采取主题班会、少先队
主题会等方式，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教育活动，使
学生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去年以来，全区100多名

“五老”志愿者开展爱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200多场
（次），累计受教育学生4.5万人次。
　　新区各级关工委还充分利用清明节、国家公祭
日等时间节点，组织青少年开展缅怀先烈活动；组织
青年职工和农村青年分批到井冈山、沂蒙革命老区、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聆听红色故事，寻
访英雄足迹，让红色文化滋养心灵。区关工委海风乐
团坚持利用儿童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与中小学生
同台演唱红色经典歌曲，让学生在娱乐中接受红色
教育。

　　“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
人索要财物，这些不良行为发展下去，就会触犯法
律，构成犯罪。”近日，新区关工委法治教育工作团成
员来到第四初级中学，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教育课。
　　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的最佳场所。去
年以来，新区关工委组织老法官、老警察、老法律专
家进学校、到社区、去监所，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使
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入脑入心。同时，“五老”志愿者
编辑法律读本、法律试卷等辅助教材，进学校开展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法治教育活动。一年多来，“五
老”志愿者先后到第六初级中学、启明星高级中学等
学校开展普法教育活动51场（次），受教育学生3.8万
人次。
　　在社区，“五老”志愿者举办法治讲座、开办“法
治大讲堂”，对青少年进行遵纪守法教育，教育引导
青少年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提升青少年
法治素养。
　　“不能让他们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新区“五老”
志愿者还定期对未成年嫌疑人宣讲法律知识，为社
区矫正人员上法治教育课，对刑满释放青少年进行
跟踪感化教育，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爱心帮
扶，以爱心和耐心引导困境青少年树立生活信心，促
使“浪子回头”。

　　帮助困境青少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为此，新区关工委因人
施策：对读书难的孩子，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对缺
乏致富本领的农村青年，组织科技帮扶；对农村留守
儿童，开展公益活动，把精准关爱帮扶措施落到实处。
　　新区关工委发挥“五老”与社会各界联系广泛的
优势，积极联系瑞源集团、亿联集团、海控集团、小草
公益等爱心企业、公益组织捐献物资，帮助困难家庭
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新区关工委慈善
分会积极与区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系，募集善
款资助困境青少年100多名；新区关工委支持成立耿
秋萍爱心工作室，每年联系100多名爱心人士捐款资
助困境青少年50多名。
　　开展创意手工太空泥、石膏娃娃涂色活动，锻炼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开设书法、绘画、音乐等课程……
每年寒暑假期间，新区“五老”志愿者都会走进社区举
办公益课堂，开展志愿服务，不仅解决了家长假期看
娃难的问题，也让孩子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
　　聚焦农村青年创业就业，新区关工委组织21名科
技专家成立6个农村科技培训专家组，开办广播讲座、
网上大课堂，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青
年人才和致富带头人。去年以来，累计培训青年农民
1.3万人次、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620名、培
育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21名。

大村镇打造现代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让千余名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反哺产业

新区关工委充分发挥“五老”志愿者独特优势，用心用情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

“五老”献余热，护苗助成长

　　□本报记者 梁玉鹏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创业是缩短城乡差距、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针对农村产业薄弱、劳动力闲置等突出问题，大
村镇通过打造现代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特色产业
集群，不仅让千余名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探索出一条以产业带动就
业、以就业反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大村镇推行灵活就业模式，南家村村民高泗红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本报记者 谭宁 本报通讯员 王丰业 崔锦萍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至关重要。西海岸新区关工委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科技素养和法治教育为重点，充分发挥“五老”志愿者
在教育、引导和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优势和作用，用心用情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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