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1日讯 中奖率颇高的
湘潭铺子槟榔最近“根本中不了奖”，
几乎每一包槟榔里都是“空头奖券”。
经记者调查发现，原来是经销商私自
将槟榔拆封，将有“再来一包”的奖券
全部调包后继续销售（详见本报1月8

日A13版）。
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负责人表

示，近期协会将会研究出一套合理方
案，争取联合公安、工商和食药监局
等多部门，在槟榔市场上形成长期有
效的专项打假行动。 ■记者 张浩

本 报 1 月 11 日 讯
“过完年， 在杜鹃花节前，
市民或将在大围山享受优
质低价的乡村度假生活新
方式。”今日，记者从浏阳
获悉。10日，浏阳市人民政
府、 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途家网就合
作开发“互联网+度假”途
远原乡休闲旅游项目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其中
远大住工集团将投资10亿
元， 在浏阳打造乡村休闲
旅游项目。

远大住工将在浏阳大
围山、赤马湖、北盛、淳口、
张坊红杉国际等地， 选址
建设至少10个原乡休闲旅
游度假项目。 以度假住宅
为载体，以“互联网+”为手
段， 盘活现有乡村闲置资
源，打造乡村旅游亮点，倡
导优质低价的乡村度假生
活新方式。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杨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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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培训、送技师、送政策
缓解用工难

湘潭市人社局重点推进“金蓝
领”高技能人才培训，全额出资培
养高级技术人才，推行校企合作培
养新模式，大力推动县市区、园区、
企业与技工（职业）院校合作。

目前已有近100家大中小型
企业与技工院校合作， 培训各类
技术人才1万余人。九华人社局助
推九华泰富重装与湘潭市高级技
师学院、湘钢技校合作，发放培训
补助资金20万元，聘请3位专业技
术大师指导培训，目前，泰富重装
与市高级技师学院、 湘钢技校合
作已培养出高级技术人才27名，
开发2个培训班，定向开发技术人
才120名。“金蓝领”技术工人在
企业中， 其待遇已超过中层管理
人员，与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平起平坐”。

市人社局以服务重点产业企
业用工需求为目标，力争组织3年
内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0万人次，
建设适应全市经济发展要求的技
能人才队伍， 擦亮"湘潭技工"品
牌，基本满足全市重点产业企业技
术技能人才需求。

送项目、送融资、送服务
破解创业难

46岁的成勇军， 通过贷款、找
亲友借钱等多种方式筹得资金
500万开业成立了“富民服装城”
商城。

富民服装城开业后，生意异常
火爆，所有商户应接不暇……

然而，好景不长。服装城开业
半年并陷入倒闭危机之中。

成勇军马上向湘潭市创业指
导中心提出创业专家咨询申请。市
中心派出了专家指导团队，深入商
场了解情况，分析原因，提出解决
方案。他主动到市人社局参加各种
创业培训，并出去考察，还聘请专
家来商场指导。

在专家的指导和人社部门的
配合下，成勇军计划将商场重新布
局， 凡愿意留下来继续干的商户，
他愿继续提供场地；凡要求退出经
营的商户，他不再强加挽留，而是
收回店铺，合并成服装超市。

服装超市重装开业资金成了
成勇军最头疼的问题，先期投入的
几百万还没收回。此时市人社局组
织实施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解决
了成勇军的资金难题， 一笔30万

创业贷款救了他的燃眉之急，危机
由此得到化解，服装城进入了另一
个春天。

如今的成勇军已是湘潭市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湖南省优秀农民
工。生意越做越好，事业越做越大。

成勇军对记者说：“我今天的
成功与市人社部门的支持密不可
分，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更多的是
人生价值在创业中得到了体现，我
很满足。”

湘潭市人社局坚持在政策引
导、平台支持以及服务市场主体等
方面精准发力 ， 为创业者送上项
目、服务和融资。在今后三年内将
打造10个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化
1000个创业企业，培养10000个以
上市场主体，带动就业3万人以上。

送岗位、送补贴、送温暖
力解就业难

近年来，湘潭市人社局坚持以
“充分就业社区”创建为载体，对基
层社区困难群体就业实行托底援
助服务，通过三级劳动保障网络平
台， 采取政府开发购买公益性岗
位、 实施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等措
施，为社区困难对象提供全方位的
就业服务。

“我在社区工作已近2个月了，
通过社区在家门口为我安排了工
作，既解决我的实际困难，又能照
顾好家里的父母，我很喜欢这份工
作。” 家住新塘社区的文芳女士高
兴的对记者介绍说。

今年42岁的文芳，家住岳塘区
书院路街道新塘社区，家有年迈的
老父亲和一幼小女儿， 文芳本人
由于原湘潭电缆厂破产改制，因
没有一技之长一直失业在家，加
上家中老人需要照顾， 小孩上学
需要接送。 她很难找到一份稳定
合适的工作。 后经新塘社区了解
到文芳女士的实际情况， 积极帮
助寻找工作， 将最新的招聘信息
通过QQ及时告知文芳，哪里有招
聘会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其参加。
今年10月，经社区周主任介绍，安
排文芳女士在社区公益性岗位从
事城管工作。

家住河西雨湖路的黄桂秋，今
年57岁，身体三级肢残，雨湖区福
利工厂下岗。黄桂秋一心热爱公益
活动，是街道残协联络员，因身体
肢残无学历，一直未找到稳定的工
作。街道、社区就业、残联部门也一
直关注着他的生活。2014年，湘潭
步步高基建营店成为社区的安置

基地，该店与雨湖路街道工人社区
签订了优先用工协议，黄桂秋被推
荐到该店工作， 成为一名保安员。
黄桂秋说：“作为我们50年代出生
的人员，年龄大了，又有身体肢残，
找工作非常不容易。对于这次找到
了新的工作， 他对生活充满了信
心。”

2015年湘潭市政府财政出资
购买1215个公益性岗位， 市人社
局组织城区32个街道（乡镇）、3个
独立工矿区、市残联、市社会福利
院等单位开发环卫、公交、绿化维
护等994个公益性岗位，共托底安
置就业困难对象2209名。

湘潭市人社局以“三送”服务
为载体，明确职责，多方联动，深入
基层，强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有力地促进了新常态下全市经
济社会的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
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老百
姓维持生存生计和实现价值尊严
的基本底线。因此，要真正实现民
之所望，首先就必须把就业创业工
作抓紧抓好”， 在湘潭市人社局局
长陈铁平眼里，保障群众充分就业
和积极创业是履行人社部门职能
的第一要务。

■黎青松 赵涌 通讯员 龙革峰

深入基层送温暖 精准发力解民忧
———湘潭市人社局大力开展“三送”系列活动纪实

2015年，为适应湘潭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湘潭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湘潭市人社局结合三严三实教育，紧贴经济社会发展，围绕
化解“三难”(用工难、创业难、就业难)问题，在培训、创业、就业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三个“三送”(送培训、送技师、送政策；送项目、送融资、送服务；送岗位、送补
贴、送温暖)系列专题活动。市人社局干部职工下基层与群众交朋友，进社区倾听群众呼声，下一线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送服务上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有效提高了就业创业工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本报1月11日讯 近
日，宁乡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宁
乡县人民政府县长周辉做
政府报告，总结“十二五”，
并审议通过了《宁乡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去年：最具挑战的一年

“2015年是‘十二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宁
乡发展压力最大、 最具挑
战的一年。” 周辉介绍，宁
乡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再
次跃升11位， 位居全国百
强第39位； 正式确立省会
次中心地位， 五镇两区纳
入国家级湘江新区建设范
围，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今年： 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力争达9%以上

宁乡“十三五”的主要
目标是：县域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9%以上，达到1600亿
元；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突破100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以上，达到1000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5万元和3万元以上。周
辉表示，全面推进社会公共服
务均等化，把新增财力更多地
投向民生领域，积极鼓励和支
持大众创业，大力实施精准扶
贫、脱贫，力争到2017年，全县
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
贫困村全部摘帽。

未来：将新开工项目200
个，投入726亿元

2016年，宁乡力争新开工
项目200个，竣工项目200个，
投入726亿元以上； 打通主动
脉、疏通微循环，力促益娄衡
高速、“1121”工程等项目加快
建设， 力争长益高速复线、城
际轻轨、 县综合交通枢纽、渝
长厦高铁等项目加快启动，完
成石长铁路电气化改造。

周辉表示， 宁乡还将加
强东鹜山保护开发， 打造宁
静温馨“温泉第一城”，建成
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游客服务中心， 拉通沩
山景区旅游环线， 开设沩禅
文化、青铜文化论坛，形成西
部文化旅游经济增长极。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童纪源

宁乡：力争明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今年争取新开工项目200个，竣工项目200个，投入726亿元以上

《买槟榔从不中奖，原来是被“截胡”》后续

相关新闻

10亿元打造
浏阳原乡休闲旅游

长沙市医药中专学校学生王碧莲，利用寒假为长沙县西冲贫困山村的乡亲宣传
讲解用药常识，普及健康知识，受到乡亲们的点赞！图为她在给贫困村肖家组的乡亲
讲解。 通讯员 王芳 摄

执法人员上门，仍有店主在“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