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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周伟佳

抱着手机点一点
服务随时叫上门

在济宁一装饰公司工作的

晨晨早上起晚了，于是赶紧约

了“滴滴”顺风车赶到单位。中

午12点，饥肠辘辘的她坐在办

公室中点开美团外卖App，20分
钟后外卖小哥便将一份热乎乎

地麻辣香锅送到了她的手中。

“只要打开手机APP，就能

享受优质服务，避免浪费时

间。”晨晨坦言，她平时工作很

忙，有了这些“上门服务”她的

生活幸福感大大提升了。

到了饭点，直接掏出手机

网上订餐；一个电话，快递员会

将快件送到手中；想吃水果，手

机上就可以自选果切……这几

乎已成为现在年轻人生活的常

态，而人们也早已离不开由此

而催生的“懒人经济”。

海关路一家果切店老板

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现在来购买果切的年轻人

都图方便，不仅线上线下可以

下单，同时也为顾客提供送货

上门的服务。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

“懒人经济”催生下，多家网站

也纷纷推出便捷的上门服务。

包含保洁、美甲、美容、搬家等

多项生活服务。很多生活中看

似麻烦的问题，现在都可以上

门解决。在某网站上，用户轻

轻一点就能找到合适的家政

服务人员，花几十元就可以请

位阿姨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

净。就连以前只有在大型商圈

才能享受的美甲、美容服务，

如今在家也能享受。

智能小家电
渐成“懒人”标配

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加

快，人们更希望从繁琐耗时的

家务活中解脱出来，这也促成

了“懒人经济”的盛行。

正在读研究生的小林，常

年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吃

着学校周边一成不变的外卖，

对在意生活品质的她来说，着

实有些郁闷。为改善生活，最

近她新购买了一款“懒人神

器”电炖盅，轻松解决了吃饭

的烦恼。

“别看这个电炖盅很小，

容量只有0 . 8升，功能却很强

大。”小林告诉记者，晚上睡前

将大米、水等食材放入电炖盅

后，点击预约6小时启动，早上

起床后，美味的早餐粥就可以

直接吃了。

“我平时边上课边打工，

早饭总是来不及吃，自从有了

这个锅吃早饭特别省事，自己

做的吃起来更放心。”小林说，

在宿舍也可以自己做饭吃，60

元的价格让她感觉物超所值。

从事网络工程工作的李

先生夫妇平时没时间打扫房

间，下班后总会把在网上购入

的扫地机器人放出来跑一圈。

“东西虽小，吸尘效果却很

好。”李先生告诉记者，它会自

己规划清扫路线，自己充电，

很方便。

手手机机点点一一点点，，要要啥啥都都能能送送上上门门
工作节奏快，年轻人渐成“懒人经济”消费主力

如今，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打开手机叫外卖、约车出行已是常态。伴随着人们消

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群体不断年轻化，以外卖、快递为代表的“懒人经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越来越普遍。同时，随之而来改善生活品质的智能小家电也成为了“懒人”的标配。

本报济宁10月12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尹
丽娜)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以来，经开区围绕打赢脱
贫攻坚战，依托园区企业优
势，探索出一条以区内劳动
密集型用工企业为就业平
台的“造血”式脱贫攻坚新
路径。目前，已帮助207户贫
困户、贫困人口524人实现
了脱贫增收。

济宁经开区依托园区
优势，建立“产业+就业”扶
贫模式。目前全区建立了4
个产业扶贫基地，分别为嘉
合塑胶、神力索具、嘉兴包
装、华宇金属产业扶贫基地
项目。通过产业扶贫基地的
帮扶，每年实现收益20 . 5万
元，帮助207户贫困户、贫困
人口5 2 4人实现了脱贫增
收，户均年增加收入1000
元。

根据贫困户就业现实情

况，济宁经开区发挥企业优
势，实施创新“就业—再就
业—稳定就业”就业扶贫新模
式。对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
的贫困户，首先由区经济发展
局和城市管理局牵头，包保干
部综合协调，贫困户凭区扶贫
办发放的《优先务工证》到区
内企业和园林、环卫等公益性
岗位就业。其中，蓝盾环卫公
司安排就业21人。对无劳动能
力或不适合就业贫困家庭，由
产业项目承接单位提供虚拟
岗位帮助增收，实现脱贫。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经开区
组织部积极与就业创业机
构合作对贫困户进行就业
技能培训。今年以来共举办
中式面点、电焊工等技能培
训班9期，培训学员结业397
人，且全部取得全国通用职
业资格证书。目前，结业人
员全部实现了就业上岗。

不不仅仅教教会会技技能能还还送送岗岗位位

经经开开区区扶扶贫贫走走出出新新路路子子

本报济宁10月12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尹丽
娜)为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
坚战，济宁经开区大力实施
金融扶贫和保险扶贫，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有效地增
加了贫困家庭收入，巩固了
脱贫成果。

济宁经开区制定出台了
金融助推脱贫的意见和小额
扶贫信贷实施方案，对稳定
吸纳贫困户就业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中小微企业给予
贷款利率优惠。确定了山东
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嘉祥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小额扶贫信贷的担保机
构和金融承贷机构。

2016年济宁市财政安排
济宁经开区金融扶贫资金
100万元，为做好金融扶贫工
作，经开区配套金融扶贫资
金33万元，列支风险补偿金
80万元，按照风险补偿金放
大15倍的放贷额度，最多可

发放扶贫金融贷款1200万
元。通过大力开展金融扶贫
工作，经开区共为扶贫经营
主体发放“富民生产贷”1029
万元，共带动245户贫困户每
年增收1000元。

同时，经开区还对保险
扶贫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
区贫困户统一购买了小额意
外险，人均保费30元，保障最
高3 . 3万元。今年由济宁经开
区妇联牵头，为全区贫困户
中的25-60周岁的健康女性
每人购买了1份“女性安康工
程”“两癌”保险，每份保险保
障金额5万元。在基本险种的
基础上，经开区按照每人240
元的标准投保扶贫特惠保
险，涵盖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意外住院津贴、重大疾病
保险(30种)等五大险种。通
过合理配置保险，确保贫困
家庭不因意外和大病致贫、
返贫。

融融合合推推进进金金融融、、保保险险扶扶贫贫
经经开开区区贫贫困困户户生生活活有有保保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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