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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新红 徐航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
里，千年古城曲阜正变身“创业福地”。曲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势利导，聚焦创
业者核心诉求，启动“双创”赋能工程，以资
金扶持、导师指导、平台搭建为支点，为创业
创新注入强劲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全程服务暖心相伴，越来越多的追梦者
在孔孟之乡找到发展沃土。

资金扶持：
破解融资难题的“及时雨”

午后的五马祠街，阳光炙烤着青石板
路，“创贷之家”服务站点的空调嗡嗡作响，
不断有创业者前来咨询贷款政策。

为帮助创业者解决资金难题，助力企业
突破资金瓶颈，曲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整合优势资源，织密“创贷之家”服务网
络。在五马祠街周边，姚西村、崇文社区等
地已建成 21 处服务站点，形成“15分钟创
业服务圈”，让创业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便捷的金融服务。

“当年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的锦鲤池

可能早就干涸了。”在姚西村的锦鲤养殖基
地，返乡创业者徐文政一边给鱼儿投喂饲
料，一边回忆创业初期的艰辛。2016年，他
放弃城市工作回乡创建锦鲤养殖项目，面对
资金短缺的困境，人社部门主动上门服务，
为其申请到6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这笔“及时雨”不仅助他渡过难关，还让
养殖项目取得新进展。如今，徐文政的锦鲤
池里，色彩斑斓的锦鲤在清澈的水中畅游，
年销售额达80余万元，成立的合作社更是
带动40余名村民就业。“现在政策更好了，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高，更多创业者能
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徐文政感慨道。

自2024年起，曲阜市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额度从20万元提升至30万元，合伙创业
最高可贷99万元，小微企业贷款额度从300
万元提高至400万元。数据显示，2024 年
以来，曲阜市累计发放创贷资金1.36亿元，
带动就业 1060余人，一笔笔贷款如同甘霖，
滋润着无数创业梦想生根发芽。

导师赋能：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

蝉鸣声中，曲阜师范大学创业导师工作
室里，一场关于电商运营的讲座正在进行。

大学生创业者张燕红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认真记录着导师分享的干货。

“导师不仅帮我优化了商业模式，还对
接了供应链资源，让我有信心把公司做大做
强。”张燕红的工作室从最初20平方米的小
隔间，如今已扩展到120平方米，这背后离
不开创业导师的悉心指导。

为破解创业者经验不足的痛点，曲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构建“导师工作
室+志愿服务”双轮驱动体系。与曲阜师范
大学、济宁学院合作建立5家创业导师工作
室，组建由高校教授、企业高管、成功创业
者组成的导师团队，为创业学员提供专业
培训指导。

自2024 年曲阜市开展“创培在身边”活
动以来，通过进社区、进院校、进孵化基地，
举办政策宣讲、公益讲座、项目路演等活动
120余场，惠及创业者3000余人次。

平台搭建：
从“分散经营”到“集群发展”

傍晚，暑气渐消，五马祠街创业示范街
区开始热闹起来。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前，
灯火次第亮起，非遗市集上，手艺人现场展
示传统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这条百年

老街不仅承载着孔孟之乡的文化记忆，更成
为新时代“双创”潮的生动写照。

“通过统一门头设计、举办非遗市集特色
活动、开发文创IP等举措，五马祠街形成了

‘前店后坊’‘线上直播+线下体验’的新模
式。”五马祠街创业示范街区负责人一边引
导游客参观，一边介绍。针对创业者资源分
散的问题，曲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
创业街区内打造“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创业
者可享受政策咨询、导师帮扶、培训赋能等

“一站式”创业服务。
在街区一家文创店内，店主王女士正忙

着整理新到的商品。“入驻街区后，客流量明
显增加，人社部门还经常组织培训，教我们
如何运营。”王女士说。目前，街区已入驻创
业实体215家，带动就业430余人，其中大学
生、退役军人及返乡农民工等重点创业群体
占比超 10%。

“为助力创业者‘成功逐梦’，我们将
扩大‘创贷之家’覆盖面，计划在全市范围
内新增 3处创业服务点；继续建设‘创业
导师工作室’，开发电商、非遗布老虎等特
色培训课程；全力打造‘夜经济+创业’新
场景，通过搭建特色创业集市、举办夜间
创业活动等，激发夜间经济创新发展新动
能。”曲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双创”引擎点燃创业盛夏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邹灵

身着红蓝马甲的志愿者穿梭街巷清理卫生死角，“远离烫
烫小怪兽”趣味课堂里孩子们伸出小手轻轻测试水温，社区议
事厅内近百名居民热议新时代文明新风尚……在任城区古槐
街道关帝庙社区，一个个火热的志愿服务场景温暖着居民的
心。而这些充满温度的镜头，正是关帝庙社区深化“爱满槐”
志愿服务品牌，推进社区多元服务体系的生动写照。

“烫烫小怪兽藏在哪里呀？”在幼儿园活动室里，孩子们
围着奔跑团志愿者小陈叽叽喳喳提问。当温水从卡通水壶
倒入玻璃杯，5岁的乐乐突然指着杯壁喊：“看！杯子上冒烟
啦，这就是小怪兽！”小陈笑着竖起大拇指：“乐乐真棒！碰到
冒热气的东西要说什么呀？”孩子们齐声高呼：“不碰不摸喊
大人！”

“高奶奶，您这‘黄码’健康卡要升级服务啦！”网格员小
林敲开龙门口街独居老人家的门笑着说：“今天咱们加项任
务——教您视频通话。”80岁的高尚莲老人乐得直拍手：“闺
女快教教我，上次孙子打视频我按成挂断了，学会了今后我
就能和孙子视频了。”隔壁楼的张大爷接过“红码”关爱包感
慨：“这急救药盒放床头，比儿女唠叨管用。”志愿者小赵边换
灯泡边搭话：“您家电费以后我手机代缴，保证不断电。”

“李叔，您这腌菜坛子摆胡同三年，快成‘古董展’了。”网
格员小刘一边指着屋外的杂物堆打趣，一边招呼其他志愿
者：“咱们加把劲，尽快让胡同亮堂起来。”看着干净整洁的胡
同，围观的老周竖起大拇指。

从儿童高举的“防烫安全勋章”到老人门楣新挂的“爱心
呼叫器”，从焕然一新的胡同巷道到小微企业主的电子执
照。如今，在关帝庙社区，志愿红蓝马甲已成为流动的风景
线，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具象为可触可感的幸福生活。

“通过居民点单、志愿者接单、社区晒单的方式，让志愿
服务成为社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通过这些小事，让居民
感受到温馨和幸福。”正如社区书记朱丽红所言，“当服务带
着笑声落地，幸福自然在街巷生长。”

让“爱满槐”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娜

“同学们，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有没有听过夏天必备‘三
件套’游泳、空调和冰棒？那我想问问，咱班同学有没有喜欢
下水游泳的？”走进汶上县苑庄镇中心小学三年级一班，镇宣
讲团成员诙谐幽默的开场白，瞬间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
力，大家纷纷议论开来，有些同学更是高高举起了手，教室内
十分热闹。

为增强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
日，苑庄镇组织宣讲团走进镇中心小学，为全校师生送上了
一堂生动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活动现场，宣讲员摒弃枯燥的理论说教，通过播放精心制
作的动漫警示片，以生动鲜活的画面呈现青少年溺水的危险
场景，直观展现溺水瞬间的惊险与可怕。结合近年来发生的
青少年溺水典型案例，详细讲解了溺水的危害、常见溺水原因
及如何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并从游泳注意事项、发现有人
溺水时的正确施救方法等细节入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在互动环节，宣讲员邀请学生上台，手把手指导学生进
行心肺复苏操作。学生们积极参与，认真学习动作要领，将
防溺水知识从理论转化为实际技能。“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
这些急救方法，今天亲自体验了一下，感觉很有意义，以后遇
到危险情况，我就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和帮助别人了！”参与
演示的学生李梓萌说道。

“我们开展‘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就是要把防溺水知识
送到学生身边，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溺水的危险性，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马洪勇介绍，此次防溺水
宣讲活动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还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方式，带动家长共同参与到防溺水工作中来，形成家
校社协同防护的良好局面。苑庄镇将持续深化“宣讲+”模
式，聚焦学生安全需求开展系列宣讲活动，为青少年平安度
夏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防溺课堂”
织密夏季安全“防护网”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文闻

在济宁市儿童康复中心的济宁市蓝天幼儿园内，
一声声的“叔叔阿姨好”，一颗颗稚嫩小手比出的小心
心，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治愈着每一个人。“看不出
来吧，各个班都有‘星星的孩子’，经过系统的康复教
育，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自理能力会不断提升。”园
长轻声说道。

这些孩子犹如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个世界独自闪
烁，他们就是孤独症儿童，又叫“星星的孩子”。

孤独症儿童家庭作为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重点
对象，正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更全面深
入做好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帮扶救助工作，自2025年
起，市慈善总会采取了三项措施，有效提升了孤独症
儿童关爱服务水平，缓解了孤独症儿童困难家庭经济
负担。

在资金救助方面，设立“孤独症儿童困难家庭救
助基金”。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积极链接各类社
会慈善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定向捐赠救助。基金
主要用于为孤独症儿童困难家庭提供经济补贴或物
资救助，为孤独症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提供心理援
助，为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提供治疗、生活等救助。

慈善义工积极行动，全面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发
挥慈善义工覆盖面广、涉及领域多、服务方式灵活的
特点，与有关机构、家庭联系对接，及时提供物资帮
扶、心理援助、家庭照顾和康复延伸等服务880余人
次，惠及孤独症儿童140人。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来自济宁公交三公司26路
线的志愿者服务队走进济宁慧星康教融合托养中心，
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慰问活动，为“星星的孩子”送
去节日关怀与祝福，并将精心准备的零食、文具、玩具
及日用品一一送到孩子们手中。为了拉近距离，他们
蹲下身子，以轻柔的话语、耐心的手势与孩子们交
流。一位志愿者感慨道：“孩子们的回应或许细微，但
每一次眼神交汇、每一抹微笑，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陪伴的温暖与意义。”

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加强宣传引导倡树关爱
帮扶慈善理念，通过慈善官网等媒体平台，积极呼吁
倡导全社会关心关爱孤独症儿童及其困难家庭，营
造浓厚的慈善氛围。联合市残联、市教育局等市直
部门单位，扎实开展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活动，动
员引导爱心企业、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者等积极
参与、开展关爱服务，满足困境孤独症儿童多层次服
务需求，努力促进孤独症群体在温暖的社会大家庭
中全面发展。

为“星星的孩子”
撑起希望伞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烈日炎炎，有一群人始终坚守在街头巷尾，用汗
水守护着城市的洁净。6月13日，爱心企业带着130
包瓶装水，走进我市环卫作业一线，为800余名环卫
工人送上盛夏的清凉与关怀。

“每天在户外工作，及时补充水分至关重要，谢谢
大家惦记着我们。”环卫工人李大姐接过饮用水时感
慨道。此次捐赠的爱心企业山东诚功（济宁）律师事
务所是“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捐赠饮用水不仅是对
劳动者的致敬，也承载着法律人服务社会的担当。

“律所的爱心之举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对环卫工作
的认可。”济宁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每年都有很多爱心人士、爱心单位为环卫工人
捐赠物品，以实际行动关怀一线环卫工人。据介绍，
面对持续高温，环卫部门已提前储备防暑物资，并将
瓶装水分发至各清扫队，方便工人随时取用。同时，
每日两次供应绿豆水等防暑饮品，全力保障高温下城
市“美容师”的作业安全与健康。

清凉送一线
情暖环卫工

民生速递

记者跑社区

在
层基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杨桐

在微山县昭阳街道，一束束金
黄麦秆经匠人巧手，化作一幅幅灵
动的艺术珍品。麦秆画里，青山巍
峨，绿水潺潺，花鸟栩栩如生，纤薄
的麦秆被巧妙裁剪、拼贴，晕染出层
次丰富的色彩，天然的光泽让画面
熠熠生辉。

谁能想到，这精美的艺术品，竟
源于寻常可见的麦秆。

在这麦秆画的艺术天地里，“90
后”湖南姑娘祝梦思是当之无愧的

“弄潮儿”。2011年，一场缘分让她远
嫁山东微山，自此与麦秆画结下不解
之缘。自小对美术和手工怀揣热爱
的她，骨子里透着一股钻研劲儿。初
到微山，她便被当地的麦秆画深深吸
引，从摆地摊售卖麦秆作品起步，不
断摸索前行。2018年，她毅然踏上创
业之路。2020年，微山简艺麦秆画工
作室正式注册成立。

祝梦思并不满足于传统麦秆画
的形式，她大胆创新，将现代审美与

潮流文化融入其中。在她的巧思下，
麦秆画不再局限于装饰画，饰品类、
手工编织类等新颖形式层出不穷。
她用创新的笔触，为古老的麦秆画技
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让这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别
样光彩，从乡村一隅走向了更广阔的
舞台。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祝梦思的
麦秆画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她创
办的麦秆画培训班，为乡村妇女打开
了居家就业的新大门。培训课堂上，
她毫无保留，从基础的裁剪、黏贴，到
复杂的作品设计，悉心教导每一位学
员。更为贴心的是，她采用“培训、回
收、销售、返利”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学员制作的成品由她高价回收，让妇
女们无需外出奔波，在家就能实现稳
定增收。

如今，她的团队已拥有35名核
心成员，带动上百人居家就业，平均
每月增收3000元，解决了周边300
余名妇女的就业难题。这份事业不
仅让妇女们实现了经济独立，更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与成

就感。
昭阳街道深知麦秆画产业的潜

力与价值，积极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2023 年6月 28日，在“巾帼就业创业
支持行动暨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中，街道推荐祝梦思成为“济宁
市巾帼创业创新专家服务指导团成
员”，其工作室也成为妇女群众创业
就业的重要阵地。活动现场，祝梦思
向妇女群众分享创业历程、传授制作
技艺，点燃了大家的创业热情。此
后，“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等公
益课程持续开展，麦秆画培训走进社
区、校园，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孩子加
入到学习队伍中，为麦秆画技艺的传
承与乡村文化的繁荣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昭阳街道麦秆画产业的蓬勃发
展，是文化与经济深度交融的生动缩
影，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成功探索。
昭阳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挖
掘辖区文化产业人才，搭建更广阔的
发展平台，让麦秆画这一文化瑰宝持
续发光发热，为乡村全面振兴描绘出
更加绚丽的篇章。

麦秆变“黄金”湘妹子巧手致富

仲夏时节，麦浪翻滚，机声轰鸣，鱼台县
40万亩小麦迎来收割季。一台台收割机来
回穿梭，将麦穗脱粒归仓。不远处，搂草机
将散落的秸秆迅速聚拢，打捆机随之将秸秆
压实、捆扎，整齐的草捆排列在田间，清运车
辆及时将草捆运走。从金黄的麦浪到整齐
的草捆，从繁忙的收割现场到有序的秸秆利
用，鱼台县积极推进小麦秸秆打捆离田和综
合利用，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的新路径。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张惠亚 摄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6月11日晚，任城区济阳街道太白国际商业广场灯火
璀璨、人潮涌动，“清凉夏夜 职等你来”人才夜市火热开
启。35家企业整齐“出摊”，1100余个岗位虚位以待，吸引
1450余名求职者穿梭其中，热闹的场景为夏日就业市场增
添绚丽色彩。

此次人才夜市是任城区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民生政
策的创新举措。活动筹备阶段，任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深入辖区企业，精准摸排用工需求，精心筛选出制造业、服
务业、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优质岗位，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
求职选择。

夜幕下，企业HR化身热情的“摊主”，以“薪资福利+职
业发展”为筹码，向求职者详细介绍岗位信息。求职者们手
持简历，驻足于各个展位前，认真咨询、仔细比对，积极寻找
心仪岗位。

“白天上班没时间找工作，人才夜市把招聘会‘搬’到晚
上，逛着街就把工作找了！”一位求职者的感慨，道出了众多
参与者的心声。

为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任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
新性地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抖音平台，主播与企业
HR实时互动，为无法到现场的求职者详细介绍企业情况、岗
位需求和福利待遇，实现了“云对接”，吸引5300余人在线观
看，大大扩大了招聘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活动现场，企业
与求职者面对面交流，打破了线上招聘的信息差，高效互动
促使430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了政策咨询区和职业指导区。人
社部门工作人员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创业政策解读、职业指导
等一站式服务，耐心解答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缴纳等政
策问题，把惠企利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持续跟进意
向对接，做好岗位匹配、面试协调等服务，推动人才夜市成果
落地。

人才夜市点亮就业新“夜”态

电话：234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