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近年
来，普洱市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策保障，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稳扎稳打，有
效盘活、用好就业帮扶车间，大力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走出了一条群众增收、企业
增效、集体增益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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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促就业 凝心聚力保民生

夜幕之下，绕城而过的寨蒿河
从村超球场旁奔流而下，河边的“球
迷之家”餐馆灯火通明，生意兴隆。

走进餐馆，四壁挂满了榕江县
平地村足球队的巨幅合影，展示柜
里则摆放着签名球衣、足球以及各
种奖牌奖杯。游客们觥筹交错，后
厨炉火正旺，服务员忙里忙外……

“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盈利 13
万左右。”“球迷之家”餐馆负责人杨
波说。

“球迷之家”餐馆由榕江县平地
村足球队六名队员合伙出资开设。

“开这个店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让队
友们有个聚会的场所。没想到店开
起来后，生意越来越好，根本忙不过
来，还请了七八个店员。”作为村队教
练，杨波说自己不光要组织球队训
练，还要负责餐馆经营，“感觉每天都
过得非常充实”。

在平地村队队长吴化勇看来，
村超球员不是职业球员，踢球没有
收 入 ，自 主 创 业 是 为 了 更 好 发 展 。

“球队以前踢比赛，经费主要靠球员

自掏腰包，有时能拉点赞助，或者靠
村民捐助，这其实是难以持续的。”

吴化勇表示，开店既给球员和
球迷提供了聚会场所，又解决了球
队的经费问题，还带动了乡亲们就
业，更为榕江县建设足球文化之城
浓厚了足球氛围，可谓一举多得。

从踢球到创业，从球员到店主，
这是村超流量带来的转变。数据显
示，2023 年 5 月 13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村超系列赛事全网浏览量超
700 亿 次 。 榕 江 全 县 接 待 游 客
1169.2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30.7
亿元，均呈现爆发式增长。

2023 年贵州村超火爆“出圈”以
来，一家家由村超球员们开设的餐
饮店、体育用品店，如雨后春笋般火
热开张。

深夜时分，榕江县忠诚镇一号广
场旁，一家名叫“村超美食根据地”的
饭店仍然宾朋满座。2023年，忠诚镇
凭借夺得村超亚军的忠诚村足球队
而声名远扬，一道“忠诚牛瘪”也因此
广为远近游客熟知。

忠诚牛瘪，是村超美食根据地
的 主 打 菜 品 。 而 这 家 饭 店 的 合 伙
人，正是忠诚村队的部分队员。负
责经营的 34 岁队员江彬介绍，饭店
营业一个月以来，每日食客络绎不
绝，带动了当地 18 名群众就业。

“网红”变“长红”，“流量”变“留
量”，“乐子”变“路子”，村超已成为
推动榕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超级新引
擎。自 2023 年村超举办以来，当地
政府在村超球场附近规划了大批摊
位，激活就业岗位 1200 余个，帮助
4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增收；全县新
增类似村超美食根据地等市场主体
4019家，累计带动就业 1.1万余人。

除了餐饮店，体育用品店在榕
江也悄然兴起。走进榕江县锦州新
城小区旁边的卡尔美体育用品店，
足球、球鞋、球衣、纪念卡等产品琳
琅满目。该店的策划人、车江一村
足球队守门员陈兴祥介绍，自从看
到村超的巨大流量之后，车江一村
足 球 队 几 名 队 员 就 合 计 开 了 这 家
店，开业后生意火爆，两个月时间营

业额就接近 10 万元。
“今年的村超接近尾声，县域足

球赛即将开赛，昨天店里来了 3 支球
队采购球衣和足球，总共接了 3 万多
元的订单。”陈兴祥说，随着村超持
续火热，榕江县的足球队越来越多，
热爱足球的中小学生也越来越多，
相 信 足 球 用 品 会 越 来 越 好 卖 。 而
且，县里还从深圳市引进粤黔传奇
服装厂，生产各类足球服装，去年产
值超过了 2000 万元，纳税 130 万元，
带动了近 100 人就近就业。

村超球员创业开店的事例数不
胜数，卷粉店、二手车交易公司、柴
火鸡、咖啡厅……一家家由球员们
开的店，正在享受着村超带来的红
利。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  罗羽  蒋成
     新华社贵阳 7 月 16 日电

本报讯（普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近年来，镇沅彝族哈尼
族拉祜族自治县结合县域优势、产
业特点，通过“建、强、帮、管”的方
式，创建了一批满足群众就业实际
需求、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类型多
样的就业帮扶车间，让不少农户在
家门口就业，做到“务农、顾家、挣
钱”三不误。

“建”字上求突破，建设多样化
帮扶车间。通过政策补贴和金融支
持等举措，为车间发展提供支撑，引
导各类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建设和发
展就业帮扶车间。建立“一对一”联
系制度，帮助就业帮扶车间解决用
工、权益维护等堵点、难点问题。目
前，全县认定并正常运营的就业帮

扶车间 23 个，全部属于劳动用工密
集型产业或企业，吸纳就业 2601 人，
其中脱贫劳动力 429 人，兑现奖补资
金 27.92 万元。

“强”字上出实招，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注重惠企、助企、暖企，增强就
业帮扶车间的驱动力、内生动力和牵
引力，为车间的健康发展提供从资
金、软硬件设施等方面支撑。同时，
强化指导服务，对已认定的就业帮
扶车间统一编号，建立专员联系制
度，提供政策补贴申领、用工、培训
等专项服务，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此外，充分发挥“公司+合作社+
村服务部+农户”运行模式，加强棕
榈种植合作社用工岗位开发，加强
种植技术、粗加工技术培训。镇沅

盈诚农业专业发展合作社，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与
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工时
制、劳动协议制等灵活多样的用工
制度，让自由职业者、“宝妈”、老年
人等群体，利用空余时间灵活务工，
实现了工作、家庭两不误。据统计，
2023 年，合作社用工量达 7 万人次，
日最大用工量达 500 人次以上，支付
劳务报酬 700 万元。

“帮”字上做文章，帮扶就业更
灵活。对已认定的就业帮扶车间，
加强沟通指导，定期走访了解生产
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需要
资金支持的帮扶车间提供创业担保
贷款，简化业务流程，推进业务提速
办理。同时，根据产业实际情况，针

对有培训需求的就业帮扶车间，结
合就业政策实际开展职业技能或引
导性培训。

“管”字上下功夫，助推车间优
化升级。坚持退出机制保质量、联
系 制 度 保 用 工、监 督 管 理 保 运 行 。
建立就业帮扶车间明细清单，定期
走访调研就业帮扶车间，对吸纳脱
贫人口比例过低的就业帮扶车间，
加大就业供需对接服务，促进就业
帮扶车间带动更多脱贫人口就业。
同时，建立“一对一”联系制度，制定
县就业中心、乡（镇）社保中心专人
对接工作机制，帮助就业帮扶车间
解 决 用 工、权 益 维 护、堵 点 难 点 问
题。

镇沅县：多措并举 满足灵活就业需求

本报讯（普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局/文  墨 江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图）  近年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聚
焦群众就业增收难点问题，用好东
西部帮扶协作机制以及各类惠企政
策，打造适合当地劳动力特点的各
类型就业帮扶车间，促进农村就业
困难群体就地就近就业，形成“政府
引导、企业带动、百姓参与”的新局
面。截至目前，墨江县共建立就业
帮扶车间 24 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
业 1817 人 ，其 中 脱 贫 劳 动 力 就 业
249 人，累计支付帮扶车间奖补资金
286.06 万元。

注重联农带农，牵引带动一批。
深入挖掘和发挥资源优势、产业优
势，大力培育和发展关联产业，帮助

“能出去，但不能远走”的贫困劳动
力在“家门口”就业。在通关镇中科
山社区，县人社部门发挥就业帮扶
主体作用，建立“企业+车间+农户+
脱贫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量身”
创建、发展就业帮扶车间，采取弹性
工作管理方法，吸纳闲散劳动力利
用 空 闲 时 间 到 帮 扶 车 间 就 业 。 目
前，中科山社区周边已建立就业帮
扶车间 3 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95 人，
其中脱贫劳动力 44 人。

强化品牌势能，转型升级一批。
充分利用哈尼族刺绣市场，将就业帮
扶车间与劳务品牌、赛事品牌、技能
培训等有机融合、互嵌共促。墨江润
泽服装有限公司就业帮扶车间成立
的哈尼雅咪刺绣专业合作社，推动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带动

农村妇女就地就业 100 余人，每名
“绣娘”年收入可达 6000 元至 7000
元。此外，借助首届“墨江哈尼美绣
娘”劳务品牌技能大赛与民族刺绣
培 训 ，大 力 发 展 哈 尼 刺 绣、民 族 服
饰、工艺品等民族文化特色产业。

依托重点企业，吸纳帮扶一批。

严格认定程序，强化政策支持，推动
就业帮扶车间向乡村工坊、就业工
厂转型升级。墨江县润泽服装有限
责任公司是墨江县首家就业扶贫车
间，共吸纳就业 48 人，其中残疾人
11 人、脱贫人口 15 人，职工月收入
最高可达 7000 元。2020 年，该公司

被 评 为 省 级 残 疾 人 就 业 创 业 示 范
点。墨江通关鸿润木材加工厂就业
帮 扶 车 间 以 木 材 加 工 与 销 售 为 主
导，带动就地就近就业 36 人，吸纳脱
贫劳动力 19 人，工人月平均收入达
3800 元。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 日电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日前发表
的一项新研究说，生成式人工智
能（AI）的兴起可能使影视、文
学、音乐等的创作变得容易起
来，但如果创意产业过度依赖
AI“编故事”，未来可能出现作品
千篇一律的雷同感。

生成式 AI 可将简单的文本
提示转化为相对复杂的音乐、文
本、图像和视频等，但这类工具
的广泛使用会对人类创作产生
何种影响仍然未知。为了解生
成 式 AI 对 短 篇 小 说 创 作 的 影
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招募了近 300 名志愿
者作为“作家”，展开一项在线研
究。

这些志愿者并不是以创作
为生的职业作家。研究人员评
估了他们的先天创作力，然后将
他们随机分为 3 组。所有志愿
者被要求根据随机分配的公海
探险、丛林探险和外星探险 3 个
选题之一，创作一个 8 句话的小
故事。

3 组志愿者接受生成式 AI
辅助创作的程度不同。第一组
无任何 AI 辅助；其他两组可选
择利用 AI 获得一个 3 句话的初
始创意；在这两个允许借助 AI
创作的组别当中，有一个组的志
愿者可选择最多获得 5 个由 AI
产生的创意。创作完成后，志愿
者们被要求以新颖性、情感特征
等标准对自己创作的故事自我
评估。此外，还有 600 名外部评
审人员以相同标准来评估这些
故事。

研究显示，接受生成式 AI
辅助有助于创作更有创意、更有
趣的故事，这在一开始被测定为
先天缺乏创作力的志愿者中尤
其明显。例如，对于先天缺乏创
作力的志愿者，获得 5 个 AI 提供
的创意可使他们创作故事的新
颖性提高 10.7%，可使他们故事
的趣味性提高 22%。但从总体
来看，与无任何 AI 辅助组相比，
AI 辅助组创作的故事看起来更
相似，因为他们在创作时太过依
赖 AI 提供的故事创意。

新研究：创作过度依赖 AI可能导致雷同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5 日 电  
英国雷丁大学一个团队近日在

《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研究说，
空气污染对蜜蜂和其他有益昆
虫的危害远大于对农业害虫的
危害。这一发现对农业和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分析了 120 篇科
学论文的数据，以了解 19 个国
家的 40 种昆虫对臭氧、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等空气污
染物的反应。研究重点关注空
气污染如何影响昆虫行为，包括
进食、生长、生存、繁殖，以及寻
找食物来源的能力。在所有这
些因素中，昆虫寻找食物的能力

受空气污染影响最严重，平均下
降了约三分之一。

研究发现，包括蜜蜂、一些
蛾类和蝴蝶在内的传粉昆虫在
暴露于较高浓度空气污染后，觅
食效率下降了 39%；相比之下，
啃食植物的蚜虫和其他害虫则
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上述空气污染物中，臭氧对
有益昆虫的危害尤其严重，使它
们在生态系统中繁衍生息和发
挥作用的能力降低了 35%。即
使低于当前空气质量标准的臭
氧水平也会造成严重损害。此
外，氮氧化物也严重损害了有益
昆虫。

研究：益虫较害虫更易受空气污染危害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4 日 电
（记者  顾天成）  我国乙型肝炎
及相关肝细胞癌年龄标化发病
率逐年下降；一般人群乙肝病毒
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下降；近年
来新生儿 3 针乙型肝炎疫苗接种
率持续保持在 95% 以上，已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30 年目
标……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乙肝
防控工作近年来取得积极进展。

这是记者 7 月 13 日从 2024
加速消除乙型肝炎学术会议上
获悉的。

“乙型肝炎是全球疾病负担
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
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中华
预防医学会会长李斌表示，2016
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 2030 年
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
的目标。我国通过实施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
在乙肝疫苗免疫接种覆盖率、乙
肝病毒新发感染控制和乙肝相
关肝细胞癌防控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2022 年中国肝
癌新发病例数约为 36.77 万，标
化发病率约为 15.03/10 万，与历

史数据相比呈下降趋势。
“ 目 前 我 国 在 乙 肝 疫 苗 接

种、血液安全、安全注射和减少
危害等乙肝防治工作方面都有
积极进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庄
辉表示，下一步仍需继续提升乙
肝的诊断率和治疗率。

庄辉还建议，想要加速消除
乙肝、降低死亡率，关键在于对
在新生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
苗的儿童进行补种，对高危成年
人进行乙肝疫苗接种，对没有乙
肝免疫力的易感染成年人群进
行接种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
染科主任医师林炳亮认为，一些
慢性乙肝患者等发病时可能已
实际感染多年，因此扩大乙肝筛
查很重要。只有筛查的范围扩
大了，治疗率才能相应提升，患
者才能得到及时治疗，减少肝硬
化的发生。

李斌表示，我国要全面达到
2030 年消除乙肝的目标仍面临
挑 战 。 为 贯 彻《“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部署，未来乙肝
防控工作应巩固防治成果、统筹
各方资源、推进疫苗接种、优化
检测策略、强化科技支撑、加强
健康教育。

我国乙型肝炎及相关癌症
发病率逐年下降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5 日 电
（记者  林红梅  王秋韵）  我国
目前具有认证的潜水员累计超
过 2.37 万人，这是记者近日从中
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了解到的。

据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
理事长宋家慧介绍，经中国潜水
救捞行业协会培训认证，我国目
前有工程潜水人员 11108 人，管
理与保障潜水人员 4205 人，旅
游和渔业潜水人员 2509 人，公
共 安 全 与 应 急 救 援 潜 水 人 员
4206 人，船舶污染防治与清除
人员 1707 人。

宋家慧说，潜水救捞行业在
保障水上交通畅通和生命、财
产、环境安全中，在服务海洋工
程建设、绿色清洁能源开发、滨
水旅游产业发展、水电大坝 (核
能)运维，以及市政管隧桥梁建
设、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水下测
绘勘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潜水员是这个行业的核心

生 产 力 。潜水员在水下作业，
承受着高水压、黑暗环境、淤泥
等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宋家
慧介绍，协会开发了 5 大类 20 项
潜水相关专业技能培训课程，发
布了 26 个培训团体标准，编写
了 15 套专业培训教材，年均举
办各类培训班 92 期，为服务海
洋 强 国 战 略 实 施 提 供 人 才 保
障。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与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日前共
同编写发布了《中国潜水救捞行
业发展报告（2023）》，这是该行
业发展报告连续第二年发布。
据宋家慧介绍，报告包含中国潜
水救捞行业协会及会员概况、协
会工作及展望、潜水救捞行业发
展环境、潜水救捞核心业务、潜
水救捞重大装备技术、潜水救捞
行业自律建设、潜水救捞培训体
系建设和行业协会自身能力建
设等内容。

我国认证潜水员超过 2.3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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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球员开店：贴补了球队 带富了乡亲

墨江县：车间建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有奔头

办实事   解民忧

本报讯 （通讯员  边紫璇）  近
年 来 ，思 茅 区 人 社 局 从 企 业“ 招 工
难”、群众“就业难”、创业“初期难”
等 问 题 中 找 准 发 力 点 和 突 破 口 ，

“惠民”与“惠企”双向发力，全力促
进群众充分就业。

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创业
双引导。依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就业创业指导进校园等活动，搭
建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的交流平

台，完善就业见习基地，并针对高校
毕业生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鼓励
和 支 持 高 校 毕 业 生 主 动 到 基 层 就
业或灵活自主创业。截至目前，发
放基层就业奖补 1 万元，一次性创业
补贴 33 万元，就业见习补贴 136.05
万元。

紧盯重点人群，输出与返乡同
推进。坚持外出就业、就地就近就
业、返乡创业并重，不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精准摸排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重
点群体底数，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 业 输 出 力 度 。 积 极 开 发 公 益 岗
位，加强技能培训，提高重点群体职
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同时，
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支持
以创业带动就业。

助企纾困解难题，吸纳与稳岗
齐发力。持续加大惠企政策推广力

度，送策上门、优化流程，解决“企业
找政策”老问题，打开“政策、资金、
服务找企业”新局面，有效缓解企业
经营压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源市
场调研力度，积极访企拓岗，引导企
业 及 用 人 单 位 进 一 步 扩 大 就 业 空
间，用活技能培训资源，全面提升稳
岗就业质量。

思茅区人社局：精准施策 当好就业创业“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