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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姚 肖
172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3000多个，漯河技师学院24个

专业 2100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
招聘活动，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
毕业生有 800 余名……5月 9日

上午，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漯河技师学院、市人才
交流中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业促进办公室联合承办的
2025 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漯河技师
学院专场）在漯河技师学院太行
山路校区举办。活动现场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共同演绎一场城
市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从事辣味休闲食
品生产、销售的中国控股公
司，2022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挂牌上市。随着生产规模
进一步扩大，公司需要更多优
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感兴趣的
同学请填求职意向表。”卫龙美
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展位前，
招聘人事专员陈豪壮向求职者
介绍公司情况。

招聘会现场不仅有河南双汇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漯河
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漯河大旺食品有限公
司等企业，还有维达力实业
（深圳） 有限公司、龙旗电子
（惠州） 有限公司等一批外地知
名企业，招聘岗位涉及食品、

生物科技、化工、新能源、新
媒体等领域，薪资待遇普遍在
3000元～7000元。

“薪资待遇如何？是否缴纳
‘五险一金’？”河南双汇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前，几名
学生了解详细情况后，扫描公
司二维码入群，准备参加公司
统一组织的面试。“公司待遇不
错，不仅缴纳‘五险一金’、免
费提供食宿，还有明确的晋升
路径。我们感谢政府部门和学
校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招聘平
台。”漯河技师学院2025届电子
商务毕业生冻爽琪说。

记者注意到，本次招聘会提
供的岗位对求职者的技能要求
更加明确，也更加贴近漯河技
师学院开设的专业。漯河技师
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学
院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针对应届
毕业生的招聘活动。经过调
研，我们根据情况对企业招聘
岗位和学院专业进行匹配，努
力使双方实现精准对接，为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优
秀技能人才。”

一场城市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2025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漯河技师学院专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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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全市对台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对
台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
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全市
对台工作，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任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市政府秘书长史耀星出席
会议并讲话。

史耀星充分肯定2024年全
市对台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他指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找准工作定位、发挥特色
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以实际
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

史耀星强调，要深化漯
台 经 贸 合 作 ， 用 好 载 体 平

台、提升服务质效，着力招
引更多台商台企来漯投资兴
业 。 要 拓 展 漯 台 交 往 交 流
渠道，发挥好贾湖文化、许
慎文化和陈星聚纪念馆等资
源优势，积极邀请台胞来漯
寻根谒祖、参访交流。要扎
实开展走访联谊活动，吸引更
多台湾青年来漯学习实习、就
业创业，切实增强在漯台胞的
归属感和获得感。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健全工作机
制，加强队伍建设，推动全市
对台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开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新局
面、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陈 曦

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史耀星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5
月11日，副市长周剑调研第二
十二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
会筹备工作并召开工作汇报
会，听取各项细化方案和筹备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进一步明
确工作重点、细化推进举措。

周剑强调，当前食博会筹
备工作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
各部门要围绕平稳、流畅、安全
的要求，做好细节把控，对照时
间节点，落实责任、明确到
人，拉条挂账、狠抓落实，进

一步提高筹备工作效率，确保
各项活动达到预期目的。要持
续提升办会品位和筹备工作水
平，精心做好会务布展、嘉宾
接待、志愿服务、保通保畅等
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确保
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井然
有序。要加强统筹联动，优化
资源配置，加大宣传力度，加
强现场调度，通过扎实有效的
工作，确保本届食博会圆满成
功。

把控细节 压实责任
全力办好食博会

本报讯（记者 姚 肖） 5
月 9日，副市长周剑带队赴山
东肥城考察中储国能3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电
站项目，并与相关企业就在舞
阳县布局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
目达成共识。

在项目现场，周剑一行重
点考察了企业技术中心和压缩
空气储能系统，详细了解盐穴
储能技术原理、盈利模式、设
备制造等情况，对其采取“低
谷储能、高峰发电”模式，提
升电网调节能力，促进新能源
消纳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的绿色转型路径表示高度认

可。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在舞
阳县布局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
目进行深入座谈，针对项目选
址、政策支持和存在问题逐一
探讨交流。周剑指出，要加快
制定漯河盐穴资源开发与储能
电站建设规划，充分借鉴山东
肥城在运项目经验，组织权威
专家对在舞阳县布局盐穴压
缩空气储能项目进行论证评
估 ， 依 托 中 储 国 能 技 术 优
势，围绕废弃盐穴利用、空
气压缩储能项目谋划、装备
制造和技术研发开展全产业
链合作，打造中原地区新型
电力系统标杆。

市领导带队考察盐穴
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5月
9日上午，漯河旺旺食品有限公
司漯河分公司向市慈善总会捐
赠爱心物资，用于老年人、困
境儿童和慈善义工团队。市慈
善总会会长陈平参加捐赠仪式。

陈平高度赞扬爱心企业的
大爱之举。他指出，近年来，
漯河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分
公司不仅注重食品安全和质量

提升，还积极投身抗疫救灾、
助老助学等公益行动，累计捐
赠价值500余万元的物资，为
漯河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各受助单位要精心组
织、合理使用物资，确保每一
份捐赠物资都用到需要处、暖
到困难群众心坎里，共同为建
设文明引领、温暖可及的幸福
漯河贡献力量。

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助老帮困

本报讯 （记者 熊 勇 力
通讯员 胡长滨）近日，我市
在省政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考核中荣获A级等次，
受到通报表扬。

近年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把社保参保扩面、提
升“两率”（参保率、参保缴费
率）作为重点工作，组建工作
专班，聚焦重点群体，采取政
策宣传、信息比对、调度通报
等措施，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
盖面。

提高待遇惠民生。精准做
好各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调
整工作，把企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规范流程保发放。加强社

保基金运行监管，积极与代
发金融机构对接协调，及时
掌握发放情况，确保养老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精准发
放到位。

提升效能优化服务。扎实
推进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推行

“一件事一次办”“打包办”。在
全市高标准建成150个社保便
民服务网点，引导群众就近办
理业务，实现社保服务就近
办、多点办。目前，全市451
项社保业务、8项社保卡业务实
现一站式办理。

在省政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考核中

我市获评A级等次

■本报记者 尹晓玉
5月 9日晚，“春暖沙澧 携

手同行”漯河市第三十五次全
国助残日活动在沙澧河风景区
红枫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惠残政策宣传、
盲人按摩体验、残疾人文创作
品展示、残疾人辅助器具展
示、医保政策宣传、法律咨
询、健康义诊等区域都围满了

人。“盲人师傅的手法太专业
了，力度恰到好处。按摩完，
我的肩颈舒服多了。”在盲人按
摩体验区，几名按摩师凭借精
湛的技艺，为前来体验的市民
缓解身体的疲惫。在残疾人文
创作品展示区，绘画、手工木
梳、手串和雕塑吸引不少市民
驻足欣赏。

19时 20分许，残健融合文

艺表演将活动推向高潮。舞台
上，来自全市的100余名残疾人
演员与健全人士默契配合，表演
了 《水墨国风》《天之大》《国
家》《祖国不会忘记》《小小的梦
想》等精彩节目。不少观众眼含
热泪表示，要多关心帮助残疾人
士，不断增强残疾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直属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
市委、市文联、市教育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残联、
民盟漯河市委会共同主办，市沙
澧河建设运行保障中心、漯河日
报社、漯河广播电视台协办。

此次活动采取“政策+服
务+文化”多元模式进行，是我
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缩影。市委、市政府历来高

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我市
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组
织建设等工作均位居全省前
列。2024 年，全市开展各类助
残惠残活动212场次，新增残疾
人就业1362名，发放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近5000万元。全市残疾人
生活品质大幅提升，残疾人事
业取得新的突破。

点亮助残之光 共筑幸福之城
——“春暖沙澧 携手同行”漯河市第三十五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侧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5月 9日，在舞阳县太尉镇

蔡营村的元胡种植基地，村民们
头戴遮阳帽，个个手拿小耙子在
地里寻找“金豆”。

“今年1公斤元胡能卖14块
钱左右。我流转70亩土地种植
元胡，今天雇了100多人趁着天
气晴好加紧抢收。”捧着刚挖出
的元胡，关克阳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元胡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可活血化瘀、理气止疼，市场前

景广阔。这几年，关克阳种植元
胡积累了经验，见到了效益。他
说：“我按照农技部门提供的施
肥、灌溉、防病防虫等技术标准
进行规范化种植，和药材加工企
业签订了收购合同。元胡收获
后，企业从地头整车拉走，我省
心又省事。”

“元胡每年10月种植，次年
5月中上旬收获。元胡收获后，
地里可以再种植花生或玉米，实
现‘一田两用双收’。”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派驻蔡营村第一书记

李伟涛说，与传统农作物相比，
中药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
经济效益好。

“我一天能挖30多斤元胡，
能挣 70 多块钱，还能活动筋
骨。”正在挖元胡的一名村民
说。

近年来，蔡营村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用活资源禀赋，着力打
造多样性、规模化、生态化的产
业格局，通过基地带动、示范引
领，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推广
中药材种植，开启乡村致富金

“药”匙。李伟涛表示，下一
步，蔡营村将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药材经济”，拓展和延伸中
药材生产加工产业链，让更多人
实现家门口就业，鼓起村民“钱
袋子”。

元胡变“金豆” 拓宽致富路

■见习记者 张 赢
“这条锦鲤得有3斤重，咱

们养得好，一定能卖个好价
钱。”4月29日，源汇区问十乡
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杜松山蹲在
坑塘边，双手捧起刚打捞的锦
鲤，眼里满是笑意。

杜松山是漯河五高政教处副
主任。2022年至今，他分别在
问十乡周庄村和宋庄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后，他扎根基
层、用心谋划，带领村民发展特
色产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2022年11月，杜松山到周
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迅速
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走访，
杜松山发现，村里虽然闲置庭
院多、坑塘资源丰富，但是缺
乏技术与销售渠道，难以转化
为发展优势。

“必须找到破局点。”杜松山
暗下决心。于是，他与村“两
委”干部赴天津、驻马店学习先
进水产养殖技术，并引入桶罐养

殖模式，在周庄村试点庭院高密
度水产养殖项目。从规划设计到
技术落地，他全程跟进，指导村
民安装养殖设备。

2024年初，首批加州鲈鱼
迎来丰收，为村集体创收10万
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凭借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与治
理有效的好口碑，2024年底，
周庄村党支部被省委组织部命名
为“五星”支部。周庄村党支部
书记谭自安说：“杜书记是实实
在在带着我们干事业的领路人。”

2024年 5月初，杜松山到
宋庄村开启了第二段驻村旅程。
凭借丰富的经验，他对村内大小
事务快速上手，将村党组织建设
摆在首位。他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结
合，不断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在
此基础上，杜松山带领该村积极
推行“党员联户”机制，构建

“党员包户到人、需求精准对
接”的服务体系，实现群众诉求

快速响应、高效解决，进一步密
切党群关系。

杜松山会同村“两委”积极
盘活村内废弃坑塘，引进锦鲤养
殖项目，并通过专家指导改良水
质和优化养殖方法，使锦鲤养殖
成为宋庄村的特色产业。

经过实地考察，杜松山发现
宋庄村农业生产基础良好，但农
产品销售过度依赖线下渠道，易
出现滞销。受其他村庄电商直播
成功案例启发，杜松山与村“两
委”共同搭建了“宋庄·锦鲤线
上商城”电商平台，并系统培训
村民直播带货技能，涵盖选品、
拍摄和直播话术等方面。通过不
懈努力，目前宋庄村组建了6支
直播团队，线上订单量源源不
断，高峰期日销售额可达2万余
元。宋庄村电商平台不仅让锦
鲤、普罗旺斯番茄等当地特色农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还带动了周
边村庄农副产品的销售。

今年1月，杜松山和村“两
委”干部积极对接各地学校，将

乡村振兴与青少年教育深度融
合，推广乡村研学活动。3月
初，宋庄村研学项目正式启动。

为确保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
展，杜松山全程参与各项筹备工
作。每逢研学，他亲自规划参观
路线，精心设计包含锦鲤喂养、
番茄采摘在内的体验项目；早晨
六七点赶到学校，负责学生的接
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截至目
前，已有1.5万人次学生到宋庄
村研学。通过研学，宋庄村的特
色产业得到宣传和推广，知名度
不断提升，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
研学目的地。

“群众的事无小事。”杜松山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更落实在
行动上。

在走访中，他发现留守老
人普遍面临饮食不规律、营养
难保证的问题，便与村“两
委”干部谋划，创办共享食
堂，为留守老人和困难群众解
决一日三餐问题。

为确保食材新鲜安全，杜松

山和村“两委”干部跑遍周边乡
镇，对比多家供应商，最终选定
资质齐全、价格合理的合作方。
为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饮食需求，
他反复与厨师沟通，列出每日菜
单。从桌椅高度的调整，到防滑
地砖的铺设，每个细节他都经过
反复考量，只为让老人们吃得舒
心、安心。

“我们每年都会给餐厅一定
补助，就是为了让村民得到实
惠，让老人既能吃好又少花钱。”

“杜书记为人踏实、潜心干
事，满脑子净是好想法。”李肖
科这样评价杜松山。

驻村以来，杜松山虽然晒黑
了、累瘦了，但两个村庄美了、
富了。如今，两个村庄产业兴
旺、环境宜居，村民生活蒸蒸日
上，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
缓缓铺展。

“只要党组织需要我，群众
信得过我，我就继续守在这片土
地上，接着干。”杜松山坚定地
说。

杜松山：创新实干书写振兴答卷

村民们在挖元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