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就业工作全省夺魁
今年确保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 8%以内

本报菏泽2月22日讯(记者
李凤仪) 在全省社情民意抽样
调查考核中，2011年菏泽市就业
工作位居全省第一名，并获得全
国就业宣传先进单位。22日上
午，菏泽召开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工作会议，2012年菏泽指
标为新增城镇就业9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16万人，并引进
60名博士生。

2011年，菏泽社会保险实现
了全覆盖，全市征缴社会保险法
55亿元，开启了“社会养老”新时
代。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 0 . 5万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 . 5万
人，在全省社情民意抽样调查考
核中，菏泽市就业工作位居全省
第一名，并获得全国就业宣传先
进单位。

会议上确定了2012年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总
体要求，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
先”工作主线，2012年主要指标
为新增城镇就业9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16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3 . 8%以内，收缴各
项社会保险费总额45亿元，引进
高层次人才594人，其中博士60

人，职业技能培训6万人。
菏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段伯汉表示，要千方百计稳
定和扩大就业，把高校毕业生
放在就业首位，完善政策体系，
广开就业渠道，强化技能培训
和政策扶持，各级政府要把毕
业生就业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
核的重要内容。把下岗失业人
员等困难群体作为城镇就业工
作重点，确保城乡“零”就业家
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头条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0日
下午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国务院通过的《促进就业
规划(2011-2015年)》指出，要
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
支持和促进就业。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
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
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
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
生倾斜。

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
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有利
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服
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
税收政策体系，减轻企业税收
负担。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
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积极发挥
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支
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实体经济
发展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宏观
金融环境。

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
型企业发展和自主创业，落实
促进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财
税支持政策。

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贷
款政策。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
业的对外贸易政策。

馆内展位满 馆外“地摊”多
规模最大的一届农资会今日在中国林展馆开幕

本报菏泽2月22日讯(记者
李贺) 第七届中国农资会

将于23日在中国林展馆举行。
22日下午，记者在林展馆看到
布展工作正在火爆进行，不但
是馆内，在展馆外还有近千家
企业经销商“摆地摊”。

22日中国林展馆前的广
场已是彩旗招展，广场上整
齐地停满了各类农机，这就
是场外的农业机械展区。菏
泽 市 农 机 局 局 长 陈 登 云 在
现场调度，据介绍，从 2 1 日
下 午 开 始 陆 续 有 省 内 外 参
展商报到，最终数据还没有
统计出来，因为有些省外参
展商要到 2 2日晚 9点半才能
到达会场。

虽然农资会还未开始，在
林展馆外已经是人声鼎沸，一
些没有展位的各地经销商在
这里摆起了“地摊”。他们已经
提前进入了状态，推介产品，
联系客户。宣传方式也是令人

赞叹，广场前站了一排“小沈
阳”打扮的企业宣传人员，不
远处还有一排“红卫兵”，都攒
足了劲要在农资会上取得好
的业绩。

在林展馆内，参展企业
们都在紧张布展，在山东肥
霸 王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的 展 位
前，二十余名企业工作人员
正在把他们的150种化肥产品
摆放整齐。“这些是我们的产
品样品，我们是从临沂来的，
从今天 8点开始我们在就这
布置，为明天做好准备，多联
系些客户。”该公司工作人员
信心满满地说。

“展馆内有近五百家参展
商，展馆外这些大大小小的经
销商估计有上千家。”农资会
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
届农资会是历届规模最大的
一次，众多国内知名农资企
业、行业巨头都参加了本届交
易会。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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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作主题

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记者：今年中央和省一号文件

的主题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菏泽
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您怎样
理解今年一号文件的内容？

张刚强：中央和省一号文件都把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作为今年农业工
作主题，应该说是抓住了农业发展的
一个关键。菏泽市2011年粮食总产
586 . 1万吨，实现了连续八年增产，在
这样的一个高度下，为了力争实现粮
食“九连增”，就需要从农业科技上做
文章，加大农业科技含量，提高粮食
单产。

菏泽市委市政府更是高度重视
农业科技进步工作，如市局首席专
家、研究员阎传胜同志获2011年度菏
泽市重大科技贡献奖就是对农业科
技工作的肯定与支持。

今年菏泽市农业农村工作的主
题也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市委、市
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意见》的讨论
稿已印发至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征求
意见，不久即将正式下发。

每个农村社区

都要有农业技术人员

记者：农业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更
多的基层农技人员，可是现在菏泽的
农村农技人员少，不专业，针对基层
农技人员缺少的问题，将如何解决，
如何从机构建设上建成一个完整的
体系？

张刚强：从体制建设上打通农技
推广最后一公里。需要健全机构队
伍，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市、县区
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要组织和带头推
广应用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县区农技
人员到村入户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
的二分之一。

2012年底完成乡镇农业技术推
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
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设立、挂牌工
作。2015年前确保每个农村社区选配
1名全科农业技术人员。

记者：如何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重点是哪方面的科技成
果？

张刚强：今年将着重成果转化，
明确农业技术推广重点，通过农业科
技推广体系加强重大科技成果的转
化。重点推广种植业成熟技术。通过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我市农作物种植
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

培养一批懂技术

会创新的新型农民
记者：如果有一批懂技术会创新

的新型农民，将成为农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在菏泽，许多农民的文化水平
较低，亟需接受一些农业技术。如何
造就新型人才，就需要加大农业科技
培训力度。2012年起农业科技培训又
有哪些内容？

张刚强：针对打造鲁苏豫皖交界
科学发展高地的需要，大力实施

“2221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培养工程”，
自2012年起，争取每年开发培养2000

名种养殖能手，2000名农业技术人
员，2000名科技带头人，1000名企业
经营管理和农村经纪人。

此外，还要加强农村管理人才
队伍建设，每年选送700名龙头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到高等院
校学习、进修、培训，大力开展新型
农民创业培养培训。

记者：刚才您讲到要造就新型人
才，加大农业科技培训力度，那么农
民如果想学习技能，能通过什么途
径？

张刚强：应该说目前农民朋友可
以选择的学习途径还比较多。每年各
级农业部门围绕当前农业生产，不定
期的开展技术讲座、技术培训。

每年农业部门都开展围绕农业
和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涉农
工业、农村特色二、三产业、农民创
业和农村带头人等从业人员的培
训，简称“阳光工程”培训。可以去各
县区农业局咨询。

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

每个农村社区都要有农技人员
专访菏泽市农业局局长张刚强
本报记者 李贺

“十二五”将实施

更积极就业政策

22日，中国林展馆内，参展商们正在打扫卫生、包装产
品、布置展厅，为23日的第七届中国(菏泽)农资交易会做最后
的准备。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现农

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

给，根本出路在科技。

作为农业大市的菏泽，如何加强农业科

技服务与创新？2月21日，记者采访了菏泽市

农业局局长张刚强。

▲菏泽市农业局局长张刚强在解读农业一号文件。
本报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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