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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领航 科创未来

■本报通讯员 廉晓蕾

三十多年前，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和小
伙伴们从县城出发，爬上城南的一座山头，
眺望家乡秀美的山水，他看到三面环山的包
围中，有一座四合院造型的红瓦房，他很好
奇，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那时，他没
有想到，他会与这个四合院结下不解之缘。

2012年，在外闯荡多年的田彬，走进了
那座已经结束历史使命的老粮仓。当他站
在粮仓的四合院里仰望星空时，他突然醒
悟这就是他儿时爬上山头看到的那所四合
院，现实与记忆在家乡的山水之间重合。

田彬把这所破旧的小院收拾成了一个理
想的艺术空间。在门口两面斑驳的石灰墙上
用红漆写了四个字：“艺术为粮，情怀为仓”。

“我们是用一种谦虚退让的态度对待
乡村，这里的山水草木、父老乡亲才是这片
土地的主人。我们要尊重这里的风土人
情，我们来农村是改造不是破坏，期望更多

的是带给他们一些幸福的东西”。
作为一名艺术家，首先面临转型问题，

如何打破自己重塑自己，不仅需要勇气，还
需要胆识。一个乡村的梦想是凤凰涅槃旧
貌换新颜，一个国家的梦想是乡村振兴、人
民共同富裕，一个乡村建设者的梦想是把
理想变成现实。

扎根乡野，放眼国际，“重塑中国乡村
理想生活”，粮仓人立足当地特色，挖掘人
文地理与社会自然资源，通过合伙人制度，
助推了地方劳动力就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的
良性发展。泗水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的
成功，可以归结为三个字的真经。

一股“憨”劲儿

万事开头难，乡村振兴刚刚起步，没有
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田彬和最初的那些
创业者，用一股“憨”劲儿，探索出一条成功
的乡村振兴之路。说“憨”，并不是“傻”。
田彬给予这个字一个新的解读，“这是一颗

勇敢的心，干事创业，需要一股憨劲儿”。
这个“憨”字，是敢于亮剑敢于挑战自

我的勇气，也是对这片希望的田野奔向美
好未来的信心。

作为乡村振兴的先行者，谈及这些年
的心得体会，田彬笑言：“光有股憨劲儿不
行，想干成大事，还要有‘融’的智慧。”

做好“融”文章

融智融志融天下，才是干事创业的魄力
和动力。这个“融”，就是乡村振兴合伙人的
核心关键字。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田彬
在干事中琢磨，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创新推出了“政府支持+平台孵化+市场运
作”的“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面向社会公开
招募创业者、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等各类人
才共同创业，“合伙”开发乡村产业项目。

合伙人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技术入股、
创意合作等方式，创办企业或合作经营组
织，盘活农村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或当地

特色产品，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的“乡村合伙

人”机制，包括好几个层面：基础合伙人、成
长合伙人、核心合伙人。贡献大的合伙人
可以晋升级别。如今，合伙人制度在公司
运营中产生了良性循环，整个业态已形成

“合伙人招合伙人、合伙人招项目、项目招
合伙人、项目衍生项目”的人才产业联动模
式，收到了良好成效。

这个模式的产生，是困境中的破局之
锤，政府成为合伙人，一举解决了发展中遇
到的卡脖子难题，为艺术粮仓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方向引领、政策支持、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官方宣传推介、金融支持，政
府不断优化服务，多举措助力乡村振兴，为
龙湾湖乡村振兴铺平了道路。

专业人“干”专业事

梦想已经照亮，道路就在前方，心动不
如行动，（下转2版A）

泗水龙湾湖念好乡村振兴“三字经”——

重塑中国乡村理想生活

今年以来，济宁能源积
极落实现代港航物流突破
战略要求，推动内河航运提
档升级、全面振兴。今年 1
至 6 月份，济宁能源实现港
口吞吐量1349.4万吨、集装
箱运营 7.6 万标箱，顺利实
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图为7
月22日，龙拱港一派繁忙景
象，满载的集装箱货船络绎
不绝，巨大的龙门吊高效运
转，智慧化港口不断释放出
新的活力。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马辉 摄

智慧港口
增活力

■本报通讯员 袁进

近日，济宁市“清凉夏夜 职等你来”人
才夜市系列招聘会暨任城区观音阁人才夜
市在济州上城成功举办。“今天我是来这边
吃饭的，看到有‘人才夜市’活动，正好我本
来也想换份工作，在现场看到岗位特别多，
正好有一个会计岗位适合我，明天去公司
面试看看情况。”家住任城区观音阁街道济
州上城附近的居民张慧珍说。

近年来，任城区围绕“稳就业”持续发
力，多措并举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全力以

赴稳住“最大民生”。今年以来，共举办线
上线下招聘会104场，提供就业岗位8.1
万余个，进场求职4.8万余人次，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1.5万余人。

“任城作为济宁主城区，依托省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
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135家，2022年
实现营收21亿元。”任城区人社局党组成
员闫妍介绍，但行业“小散弱”问题较为突
出，机构普遍规模小，业务同质化严重，竞
争能力弱，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为破解这一难题，5月24日，任城区创

建全省首家人力资源发展集团——济宁市
（任城）人力资源发展集团，开启人力资源
集团化发展新模式，推动资源整合共享、优
化配置。“集团着力打造资源共享、开放合
作、交流展示、协调发展4大支撑平台，畅
通集团内部合作、外部交流运行机制，带动
人力资源服务业品牌升级、业态升级、服务
升级，实现‘抱团发展’和‘共享共赢’。”济
宁市（任城）人力资源发展集团理事长孙洪
波说，山东金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集
团副理事长单位，创新研发了“活灵活用”
APP，打造“全行业灵活用工专项服务平

台”，求职者只需一部手机，就可实现云求
职，目前已成功撮合就业1.7万余人。

同时，任城区立足提升青年人才集聚
度，搭建了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创新创
业平台，重点打造深科广场、海能电子商
务产业园、潘多拉创业创新基地等创新创
业园区，连续四届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出台人才新政“黄金十条”、青年人才
投身乡村振兴的十条政策，做优“人才夜
市”、“任创汇”等品牌，举办公益性招聘会
100余场，开展就业创业培训1万人次，新
增就业2.1万人，发放创业贷款6.13亿元。

任城：全力以赴稳住“最大民生”

■本报通讯员 王邦春 戚一品

近年来，梁山县将稳就业保用工与夜
市经济巧妙融合，探索出“清凉夏夜 职等
你来”“地摊经济+夜市场+云招聘”融合新
路子，以夜市“烟火气”为求职招聘“聚人
气”，让政策宣传“接地气”，既为夜间经济
带来新流量，又实现了求职招聘与夜间经
济的有机融合，搭建起人才与企业双向奔
赴的桥梁。今年以来，已举办“人才夜市”
专场招聘会3场，达成就业意向334人。

点亮“人才夜市”，依托百姓生活“烟

火气”为招聘活动“聚人气”。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人才夜市”将“夜市经
济”与“人才服务”有机融合，“人才夜市”
招聘活动以优化就业服务、拓展创业行
动，对接企业用工、促进招才引智为主题，
充分利用城市夏季夜晚休闲时间，商圈
（广场）人流集中、氛围轻松等特点，通过
组织用人单位到夜市摆摊“挑灯觅才”，搭
建就业服务平台，把工作日服务延伸到茶
余饭后的夜市休闲时间。一企一摊位，求
职者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在放松的状态下
和企业进行沟通洽谈，使才企对接过程更

为舒适，让招才引才更接地气。
一盏盏夜市摊点上的小夜灯，点亮了

求职者的梦。梁山县人社部门想群众之
所想，整合就业、创业各项服务职能，把

“你找我”切换为“我为你”的主动服务新
模式，点亮就业“夜生活”。

在刚刚从烟台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小
周看来，夜场招聘不但有特色、有新意，也
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最近天气
实在太热了，顶着炎炎烈日跑去找工作，
辛苦不说，还不一定有合适的。”“在夜市
举办招聘会，不但将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夜

生活与求职招聘相结合，也为我们小城的
美丽夜色增彩。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
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挑选自己心仪的岗位，
可以说是有声又有色。”几番斟酌下，小周
来到了华宇集团的展位前，与该企业人事
经理胡先生达成了初步就业协议。

在“人才夜市”，像小周一样的求职者
还有很多，人们围在用人单位摊位前，咨
询岗位要求、薪资及福利待遇等问题。

“包吃包住”“有车接送上下班”……
招聘单位有问必答。一个个摊位上由企
业相关人员进行岗位说明、（下转2版E）

梁山：点亮“就业灯”照亮“求职梦”

本报济宁讯（记者 郝明雷）7月21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广宇一行来我市开展化工行业安全
生产整治提升督导调研。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永生介绍我市相关
情况。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一司司长宋宏林、国务院安委办督导
帮扶第七工作组组长徐能火随同调研。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厅长江山主持调研座谈会。

孙广宇先后来到金乡县和鱼台县，察看了济宁新材料产业园
智慧化平台建设、应用值守和济宁市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监管应用情况，山东鲁泰化学有限公司信息化平台应用及
常压液体自动充装等“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安全技术改造工
作，对园区以长远眼光和招商引资的战略定力，紧跟世界前沿技
术选定项目，实施“五个一体化”取得的优势表示赞赏，对企业实
行的安全第一警示约谈制度、门口设立隐患公示牌等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他们建立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载体和链
条，充分利用信息化、科技化等先进手段，以最快速度发现隐患、
消除隐患，破解整治一个个难点。

座谈会上，听取济宁市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专项行动
工作情况汇报，孙广宇指出，济宁市委、市政府对化工行业安全生
产高度重视，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铁腕抓实“两防三提升”，化
工行业安全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今后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贯穿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始终，
深刻领会国务院安委会帮扶山东的重要意义，根据帮扶组提出的
意见建议，逐一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按照标准高、措施实、
监管严、成效好的要求，明确时限、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重大安全
风险，遏制重大事故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下转2版B）

孙广宇率队来我市
开展化工行业安全生产
整治提升督导调研
于永生介绍我市工作

■本报记者 张体儒 张彦彦 本报通讯员 胡亚兰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承载民生、凝聚民心。近年
来，汶上县南站街道不断完善提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构建了以居民诉求为基础，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便民服务、网格化
管理、志愿帮扶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持续推动城市社区为民服务
效能，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老爹，给你寄的鞋子收到了没有哟。”6月18日父亲节当天，家
住如意花园社区的郑万福老人正通过手机视频高兴的给在外务工的
儿子聊天，由于郑万福年龄大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儿子常年在外
务工，社区“为老”志愿服务队特意策划了这场父亲节的惊喜。

如意花园社区是汶上县旧村改造最早的一批社区，总人口两
万多人。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地域面积广、人口基
数大、流动人口多，如何转变居民观念、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积极性，从而共享治理成果，都曾是摆在社区干部面前的实际问
题。（下转2版F）

小社区 大共治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7月19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社会救助提质增效”工作情况。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社会建设的
兜底性、基础性工作。我市作为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创
建单位，进一步改革创新动态提标、精准识困、综合施救、诚信救
助“四项机制”，推动社会救助提质增效，“济时救”和曲阜“诚信救
助”、邹城“邹全助”、金乡“金心救”获评全省优秀社会救助品牌，3
个县被命名为全省首批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数量位居第1、
全省28个）。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困
儿童、困难残疾人等9类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整体提标幅度在
5%以上，共惠及33万余人，其中保障人数最多的农村低保标准
提高了6.4%，达到每人每月745元，实现“十九连增”；依托大数据
平台对8.8万名残疾对象等人员进行筛查比对，确定重点摸排对
象，线下入户走访、主动救助，今年以来新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
6765人；推动救助主体向“政府+社会力量”转变，在353个村（社
区）设立“济时救”慈善救助基金，（下转2版C）

强力推动我市社会救助工作
提质增效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7月19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1
场）——汶上专场，介绍汶上县环昙山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建
设有关情况。

为进一步提供与时代需求相吻合的高质量文明实践活动，汶
上县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依托国家3A级昙山风景区，探索打造了
环昙山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以文明实践助推产业经济、民俗
文化、美德信用、数字信息共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文明实践+”赋
能乡村振兴的工作新路径。

以体制机制为引领，将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
“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建好用好联席会议、挂点联系、蹲点调研等
制度，细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评估体系，推动文明实践落
地落实。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紧盯群众需求，打通各类平台，实现三
级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文明实践基地54处，（下转2版D）

汶上探索创新“文明实践+”
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