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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小伙再就业

社区里服务居民

4月28日上午8点半，陈敬喜

穿戴整齐，和父母道了一声“再

见”后便出了门。像往常一样，在

前往观音阁街道前铺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路上，他都会和相熟

的居民打个招呼、问声好。

从家到他上班的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步行只需要大约十分

钟。在此之前，他在城区一家大

型连锁超市工作，每天仅搭乘公

交往返的时间就要花费大约1个

半小时左右。简单收拾一下，陈

敬喜用左手熟练的打开电脑，然

后操作鼠标打开社区的工作平

台。儿时因为一场车祸，导致陈

敬喜的右手动作不便。但不服输

的他一直努力练习，如今他的左

手也能像普通人的右手一样，无

论是写字、打电脑或是用手机都

能非常熟练。

最近这几天，社区里正要为

辖区老年居民们准备体检工作，

所以前来咨询的老年人不少。陈

敬喜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在做

好疫情防控登记后，再一五一十

地回答老人们的问题。如果碰上

来咨询的老人太多，他还不忘非

常歉意地给后面的老人们解释

下，让他们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这几天社区里正好还在推

广电子社保卡的注册工作，所以

在为老人们做好相关的服务工

作的同时，我还会顺道帮助他们

注册电子社保卡。”说罢，一位刚

刚咨询完的老人正准备起身要

走，陈敬喜便过来询问说：“您注

册电子社保卡了吗？”当得知老

人并没有注册后，他便认真地解

释起了电子社保卡的优势，同时

打开老人的手机，熟练地帮助她

进行注册。

就近就业收入稳定

他对工作很满意

陈敬喜告诉记者，自从获得

了这个公益性岗位后，每天除了

配合社区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之

外，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引导居民

在党群服务中心办理各项业务，

此外便是帮助大家注册电子社

保卡，“前铺社区是济宁城区最

大的社区之一，因为是老城区，

所以老年人居多，大多对智能手

机的操作不熟悉。”

为此，到岗后陈敬喜在接受

了社区统一的培训后，便承担起

了这项工作。他告诉记者，除了

帮助来中心办理业务的居民注

册之外，他还会电话通知居民进

行办理。“每天工作大约在6个小

时左右，工作量不大，但最重要

的是工作很稳定，每月工资大约

有2000元，还有五险一金。”谈及

这份工作，陈敬喜非常满意。

此前，他就职的一家大型连

锁超市闭店，失业在家的陈敬喜

面临着“再就业”的难题，“我毕

竟右手有伤，找工作的时候用人

单位都有顾虑。”在看到社区工

作人员发布的公益性岗位招聘

通知后，陈敬喜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报了名，“没想到非常顺利，社

区看到我左手也能流畅操作电

脑、手机后，便很快通知我来上

班。”

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得

心应手的陈敬喜，还制定了未来

的“职业规划”，“我在上一家单

位学过‘三米微笑’的服务模式，

现在也希望能把这个模式带到

社区服务中来。”陈敬喜说，社区

公益性岗位是最基层的岗位，是

最直接面向服务群众的，服务得

好坏直接影响到群众对政府的

满意度，“为了今后把这份工作

做好，我还打算去考取‘社区工

作者证’，让自己能够更加专业、

更加职业。”

最短时间摸排信息

开发公益岗位超3万个

现如今，在推动公益性岗位

的招聘工作后，越来越多的就业

困难人员像陈敬喜这样，通过这

一公益性的就业政策，不仅重新

拥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树立

起了生活的信心。

在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为

民服务中心，家住京杭佳苑的居

民谢大姐通过社区招聘走上了

公益性岗位，不仅坚守在疫情防

控的战线上，而且经过培训还服

务于街道的就业服务驿站。和陈

敬喜一样，这份城镇公益性岗位

不仅每月给她带来近2000元的

收入，而且在家门口上班还能有

时间照顾孩子。

而依托公益性岗位受益的

人群不光有城镇居民，更有大量

的乡村劳动力。在梁山县，黄河

滩区迁建户赵堌堆村村民赵性

生在村居迁建后因年龄问题工

作一直没着落后，现在通过乡村

公益性岗位安置，已从事黄河堤

防管护工作，“每月有700多元的

收入，我很满足。”

自全省“城乡公益性岗位扩

容提质行动”实施以来，济宁市

人社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制定

出台了《行动方案》《实施细则》，

结合“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专项行

动”，利用两周的时间，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人员信息摸排，各

乡镇(街道)、村居(社区)逐户摸

排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基本信

息、家庭情况、就业意愿等，归集

全市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基础信

息20余万条，做到了人员底数

清、情况明。

同时，综合县(市、区)经济发

展水平、就业困难人员总量等因

素，科学分配岗位开发任务，截至

4月30日，全市已开发34611个公

益性岗位(其中城镇6550个，乡村

28061个)，已上岗34547人。

紧扣发展需求

按需设立岗位

自行动以来，全市坚持市县

联动、部门协同，在全面梳理以

往公益性岗位设置情况的基础

上，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科学合理设置公益性岗位，

确保设岗确有需要、切合实际。

市人社局主动对接残联、

乡村振兴、交通运输、自然资

源和规划等部门，摸清各行业

对新一轮城乡公益性岗位的

需求，围绕扶残助残、村容保

洁、道路养护、荒山绿化等领

域，深入挖掘岗位资源，纳入

全市岗位开发管理“大盘子”。

以尼山区域国土绿化、交通干

线可视范围荒山绿化为例，设

置护林绿化、田(林)长制网格

员等岗位2209个，覆盖4 . 6万

亩山林。

此外，济宁市在公益性岗

位的设置上还按需设岗位紧

扣地方发展实际，鼓励县(市、

区 )结合当地发展需求，开发

文物保护、荒山绿化等特色岗

位，做到岗位设置既突出重点

又体现地方特色。在曲阜市，

设置明故城等文物保护巡查

岗123个，与“三孔”等旅游资

源呼应，助力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微山县则结合“5A”级景区

创 建 、南 四 湖 退 养 渔 湖 民 安

置，创设湿地巡护、巡河保堤

等岗位1 3 8个，同步推进稳定

就业与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公益性岗位也同时

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通

过合理设置疫情防控岗，将公

益性岗位人员充实到防疫工

作一线，发挥“人熟、地熟、情

况熟”优势，配合村居 (社区 )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目前，全

市防疫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

3772人，在社会面“动态清零”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市3万余群众走上公益性岗位
家门口上班、收入稳定，再就业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记者 汪泷 张清直 崔常松 通讯员 徐文锋

全省“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实施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努力践行“严真细实快”的工
作作风，科学谋划，迅速行动，强力推进扩容提质行动落地见效，切实
发挥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作用。

陈敬喜在帮辖区的老年人办理电子社保卡。

曲阜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设置公益性岗位文明实践专管员。

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的公益性岗位助力社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汶上县中都街道的公益性岗位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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