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 丽 | 先 | 行

乡乡乡乡乡村村村村村
振振振振振兴兴兴兴兴

□本报记者 张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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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乡村振兴 ， 乡风文明是保
障 。 农村的发展 ， 既要 “富口
袋 ”， 也要 “富脑袋 ”。 在通州
区 ， 曾经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乱
村———仇庄村， 就是找到了一条
“党建引领， 文化先行， 经济支
撑” 的新路子， 在进行政治、 经
济建设的同时， 文化道德建设先
行， 让村民精神 “富” 起来。 如
今 ， 该村已经连续12年被评为
“首都文明村”， 近几年相继被评
为 “全国文明村” “全国美丽乡
村” “中华孝心示范村” “全国
人居环境示范村” 等。

仇庄村隶属于通州区于家务
回族乡，村域面积3500亩，常驻人
口886人，流动人口120人，现如今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000元。然
而，20年前仇庄是个有名的乱村，
村里打架斗殴、 上访闹事的特别
多， 整个村子贫穷落后、 乱象丛
生。为改变村庄面貌，仇庄村以弘
扬孝道文化作为礼树村风的切入
点，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帮助

村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家庭观
和社会观， 打造仇庄特色文化品
牌，促进村庄文明和谐。

马上就进腊月了， 仇庄村又
该开始张罗 “老人节” 了。 记者
了解到， 从1999年起， 仇庄村便
将每年的腊月二十定为自己的
“老人节”， 组织村干部到老人家
中慰问， 发放慰问金， 了解老人
的身心状况， 使全村60岁以上的
老人都能开心 、 舒心地度过节
日， 至今已整整19年了。

2014年， 仇庄村创造性地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天线”
与仇庄村孝德文化这一“地线”接
通，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
仇庄化、家庭化、具体化，为此率
先启动了“追寻家训家规，呼唤良
好家风”主题教育活动，促使全村
呈现出“大树底下谈家道，农家院
里话家风”的良好局面，并涌现出
一大批好人好事和“最美家庭”。

村民杜振国是公认的 “活雷
锋”， 常年帮助行动不便、 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人， 他家堂屋正中
挂着的 “杜家家风家训”， 写的
正是 “勤劳节俭、 乐于助人” 几
个端正有力的大字。 杜振国说，
践行 “乐于助人” 这四个字， 不
但在帮助别人中得到认可， 还找
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要求儿女们
也要把这条挂心上， 传承下去。

村党支部书记王书信说， 多
年的孝德文化及家风建设， 使得
大家生活越来越和谐， 村内风气
越来越好， 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幸
福指数不断提高。 现如今， 村民
们淳朴善良、 文明有礼、 积极向
上， 仇庄村更早已形成向上向善
的良好风气， 这不仅影响了周边
更多的村庄， 也吸引越来越多的
人携同手中的项目自发参与到仇
庄的建设发展当中。

这不， 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
政策的实施， 原先村里的企业疏
解后今年改造成仇庄书院， 不但
吸引社会各界前来合作精神文明
教育项目， 还为村民搭建了学习
平台。 王书信透露， 目前， 仇庄
村原有的产业格局已不存在， 为
寻求转型提升， 解决百姓就业问
题， 两委班子提出了借助仇庄土
地资源开发 “农耕文化科技主题
园区” 项目， 以新的特色产业发
展促进村民实现就业， 进一步促
进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和 村 庄 的 经
济发展。

昨天， 记者从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召开的 “走好改革路 奋进新时
代” 北京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系列发布会———北京市促进更
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举措与成效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改革开放40
年来 ， 全市年人均工资收入从
1978年的700元左右增加到2017
年的10.16万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在改革
开放40年的进程中， 从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 多样的就业渠道 、
精细化的就业服务， 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一项项改革举措
给劳动者带来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 新闻
发言人王明山介绍，40年来，我市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从1978年的
444.1万人增长到1246.8万人 ，增
长了近2倍；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由1978
年 的 28.3： 40.1： 31.6发 展 到 3.
9： 15.5： 80.6； 工资收入不断提
高，从1978年年人均700元左右增
加到2017年年人均10.16万元，高

技能人才培养达到百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结合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和落实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 市委市政府着力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通过发挥产业对就业的拉动
作用， 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 现
代服务业、 生活服务业等， 鼓励
和支持各类组织、 企业和个人参
与社区服务， 培育新的就业增长
点， 大力提倡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增长。 “目前， 全市已建设400
余家众创空间 、 孵化器 、 加速
器、 大学科技园等各类双创服务
机构 ， 服务创业团队3万多家 。
建设 ‘大学生创业板’， 入板企
业达到85家， 每年新增就业超过
30万人。” 王明山说。

同时， 着力提升劳动者职业
技能， 打造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 ， 建设知识型 、 技能
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6年来， 累
计培训城乡劳动者430余万人次。

王明山介绍， 全市不断优化
就业结构。围绕疏解整治促提升，

通过政策支持、开展培训、优化服
务，促进企业职工转岗就业。围绕
生态涵养保护， 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鼓励就近就地就业，开发公益
性岗位和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
27.5万农民实现二、 三产业转移
就业。围绕重大建设项目，对新机
场建设涉及的大兴区、 城市副中
心建设涉及的通州区制定倾斜政
策，缓解阶段性地区就业压力。围
绕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 实施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引
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新经
济领域就业创业。 北京生源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此外， 全市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
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先照后证
改革，精简审批材料和环节，全市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 1300余
家。 同时， 引导企业通过转型转
产、培训转岗、支持“双创”，多渠
道稳定职工就业； 引导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
与就业创业服务； 引导劳动者主
动提升就业能力，实现就业创业。

着力打造工会特色志
愿服务品牌

记者了解到， 今年， 运行
中心启动了助力副中心建设志
愿服务项目、 助力冬奥志愿服
务项目， 继续推广了 “暖心伴
考” 志愿服务项目， 通过一系
列职工志愿服务项目建设， 着
力打造工会特色志愿服务品牌。

在助力副中心建设志愿服
务项目中， 通过引导和调动志
愿服务队伍积极融入城市副中
心建设大局 ， 形成稳定关系 ，
目前， 16家区总工会已与通州
区15家街道达成16份合作意向
书， 并率先完成了 “职工讲堂”
“安全生产进企业” “安全素养
提升” “环境保护” 等助力活
动， 共计20场次， 初步带动职
工志愿助力副中心建设项目的
落地实施。

同时， 坚持发扬工会组织
在国家大型赛事服务中的优良
传统， 发挥工会组织优势， 启
动了助力冬奥志愿服务项目 。
今年9月至12月， 近百名职工志
愿者贡献服务资源， 开展助力
冬奥———“大篷车” 进工地慰问
冬奥场馆建设者活动， 包含普
法宣传、 心理促进、 健康义诊、
文娱生活等8项服务内容， 服务
建设工人达600余人次。

另外， 经过四年的巩固和
推广， “暖心伴考” 志愿服务
项目逐渐呈现出了服务点覆盖
率越来越高、 参与服务人数越
来越多、 活动组织越来越规范、
服务项目越来越丰富、 社会反
响越来越好的特点。 今年， 工
会高考志愿服务站点已扩充至
30个， 参与队伍达36支、 职工
志愿者 358名 ， 服务时长共计
3481小时， 覆盖了全市13区和
河北省迁安市， 为考生及家长
提供暖心服务十余项 。 同时 ，
“暖心伴考” 服务还在逐渐向中
考服务拓展。

职工志愿者成 “企业
安全员” “贴心服务助手”

“今年， 职工志愿服务的
一大亮点是成立了 ‘千企万人’
安全生产社会监督职工志愿者

队伍 。” 运行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 今年， 市总工会联合市安
监局印发 《关于组建 “千企万
人” 安全生产社会监督职工志
愿者队伍的通知》， 随后， 他们
短时间内便在区总工会和集团
公司中成立了23支安全生产社
会监督职工志愿服务队， 招募
安全生产社会监督职工志愿者
超过5522人， 充分发挥了各级
工会组织和职工志愿者在社会
安全生产和监督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 成为本年度特色职工志
愿服务队伍组建工作的亮点。

与此同时， 为进一步强化
职工志愿服务阵地化建设， 延
伸下沉工会服务职工功能， 打
造职工身边的 “贴心服务助
手”， 今年， 运行中心还在全市
工会系统中组织开展了首都职
工志愿服务岗创建工作。 目前，
经过严格审核， 首批认定职工
志愿服务岗达565家， 实现全市
区域的广覆盖， 成为职工志愿
者的集结站、 职工志愿服务项
目的孵化场所和工会业务、 形
象的宣传窗口。

全市实名注册职工志
愿者逾42万人

为了带动基层志愿活动百
花齐放，今年，运行中心着力激
发基层组织创造力，鼓励和带动
基层工会组织、职工志愿服务队
伍以对接需求为落脚点，结合区
域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
开展职工志愿服务活动。

运行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目前， 以服务身边组织
为代表的 “千企万人” 志愿服
务项目， 以服务身边职工为代
表的北汽集团 “爱心加班摆渡
车” 和“爱心小站”、戎威远公司
“我为战友洗工衣” 志愿服务项
目，以服务特殊群体为代表的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劳动模范义诊”、东城区总工会
“金板寸” 志愿服务项目等30余
项志愿服务项目均初显特色、初
具规模、渐入人心。

记者了解到 ， 截至目前 ，
全市各区、 集团公司共有分层、
分类的职工志愿服务队伍2105
支， 实名注册职工志愿者达42
万余人。

□本报记者 张晶

通州区仇庄村文化道德建设先行

让村民精神“富”起来

本市职工志愿服务呈繁荣景象
全年开展活动2000余场 服务职工近30万人次

昨天， 记者从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了解到，
今年， 全市职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素质能力建设、 活
动项目建设、 运行管理建设、 保障体系建设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职工志愿服务的发展逐渐呈现繁荣景象。 据
不完全统计， 今年， 全市共开展职工志愿服务活动2535
场次， 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达6.4万余人次， 服务首都职工
29.7万余人次。

北京改革开放40年来

年人均工资从700元增至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