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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6区域

35万人就业：青岛市民财富生活新期许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封满楼

崂山区“黄河大集”春节季在王哥庄街道王哥庄大集启动。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
的源头活水。

日前，青岛市发布的2023年16件市办实事，涵
盖了就业、居住、交通、教育、文体、医疗、养老、环境、
公共安全、政务服务等民生基本方面。2022年青岛
市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6.5
万人，开发公益性岗位5万余个，扶持创业3.08万人；
2023年将继续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以上，创设
城乡公益性岗位3.7万个以上，扶持创业3万人以上。

破解难题 托起“稳稳的幸福”

“我以前在外面打零工，自从50岁以后，腰和腿
都不好了，也找不到合适的活干，只能靠老伴打零
工维持生活，”2022年，城阳区河套街道潮海西社区
居民陈正旭走上公益岗成了“工薪族”，他每周上五
天班，每次工作两个小时，按小时给补贴，城阳区还

为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60元
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一年下来有1万多元的收
入，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困难。”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2年，青岛市出台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稳
就业新政“15条”，支持2.9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小微
企业就业，加大社区基层岗、“三支一扶”招聘力
度。开展就业护航行动，进高校政策宣讲25场，校
园招聘47场次，发布就业创业政策“小红书”，惠及
在青所有高校应届毕业生，联合开展高校书记校长
访企活动10余场。举办“青聚英才”“招才引智名校
行”“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行”“云聘马拉松”“青
雁归巢”“百家机构进校园”等200余场线上线下就
业服务活动，发布岗位35万个，覆盖毕业生18万人
次。实施就业见习实习扩围计划，累计发布见习岗
位1.7万个，吸纳5728名大学生到岗见习实习，提升
岗位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

青岛市培育农民工招聘品牌，举办春风行动、
“农民工网络招聘大集”，推动宣传海报及活动二维
码进地铁、入社区入乡镇，手机端实行人岗智能匹
配，农民工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码”上就业。
全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157场，汇集1900家企业的
10.7万个岗位。进一步提升零工市场能级，当前，青

岛市拥有的6处政府主导公益性零工市场，可同时
为1.4万人提供便利服务。

青岛市依托就业援助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服务引
导型就业援助体系，将本市所有失业登记人员自动纳
入平台管理，创新建立网格动态管理机制、创新实施
分级分类帮扶模式。实施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全市5万余名脱贫人口劳动力、大龄失业人员、
农民低收入人口等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促增
收，就业基本盘更加扎实，共同富裕之路更加平稳。

稳就业总量 提就业质量

2023年，青岛市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更好地实现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和城镇
失业人员、农村大龄人员等困难群体高质量充分就
业，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以上，创设城乡公
益性岗位3.7万个以上，扶持创业3万人以上，为全
市企业主体岗位用工提供有效保障，为全市经济社
会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我们将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
点群体，聚力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着力完善就业服
务体系，保障高校就业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青岛市人社局
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孙晓利表示，开发公

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困难群体，是兜牢民生底
线的重要措施。2022年青岛市创设城乡公益性岗
位共累计安置5万余名困难群众上岗就业，人均年
增收超过1万元。2023年青岛市将于第一季度启动
城乡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并不断完善岗位设置，
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探索开发
一批急需紧缺的社会公共治理服务岗位，比如老年
人助餐服务、护林防火等岗位，全年新创设城乡公
益性岗位3.7万个以上。”孙晓利介绍说。

创业也是解决就业的渠道之一。2023年青岛
市将继续强化创业政策扶持，持续开展“创业第一
课”“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培训和创业比赛，探索
建设“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成长发展
保驾护航；继续完善城乡一体的创业政策体系，统
筹创业补贴政策，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持续优
化创业服务，不断拓展创业孵化载体，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城
乡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创新，以
创业带动多样化就业，创业带动就业不少于6万人。

2023年，青岛市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走在前、开新局”的指示要求，树立实干实绩
的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继续健全重
点群体就业扶持体系，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制
度，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听说我们小区要改造，大家都很高兴，政府
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家住青岛市北区
人民路235号的郭阿姨高兴地说。老旧街区改造
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据记者了解，2023年市北区将实施近年来规
模最大的老旧街区改造工程，涉及居民楼座1017
栋，建筑面积363.5万平方米，将惠及群众约5.2万
户。市北区将坚持老旧街区“共同缔造”理念，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鼓励小区居民全过程参
与，确保实事做实、好事办好，努力让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人民路235号改造片区，共有楼座41栋，涉
及居民2000余户，建筑建成年代从1968年-2000
年，在前期的入户调查时发现，很多楼座存在污水
管路堵塞严重，屋顶漏雨等问题。”据阜新路街道
城管科负责人田腾飞介绍，本次改造目前已进入
项目公示征集意见阶段，预计春节后2月8日开始
施工，8月份完成改造。

据了解，阜新路街道老旧街区改造项目，位于
青岛市市北区温州路、重庆南路以南、鞍山路以
北、山东路以西。包括人民路235号片区、阜新路
片区、抚顺路鞍山一路片区、人民路20-28片区、
南宁路片区和抚顺路片区等6个片区，改造楼栋
数121栋，涉及居民7000余户，建筑面积约43万平
方米，投资估算1.4亿元。改造内容包含基础类、
完善类和提升类三部分。

基础类，要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安全需

求，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小区内建筑
物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完善类，要
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主要是
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
其中，改造建设环境及配套设施包括拆除违法建
设，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明等，改造或建设小区
及周边适老设施、无障碍设施、停车库(场)、电动自
行车及汽车充电设施、智能快件箱、文化休闲设
施、体育健身设施等。提升类则是要丰富社区服务
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建设及智慧化改造，车行出入口增设车辆智能识
别系统、小区内增设人脸识别系统、增设监控系统
等，推进小区智慧社区建设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

据悉，在“十三五”期间，市北区累计投资10.4
亿元，实施了老旧居民小区（楼院）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共整治老旧小区（楼院）楼栋2273座，建筑
面积约881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3.6万户。2021
年，改造楼栋163座，建筑面积约57.8万平方米，惠
及居民9988户，总投资约3.5亿元。2022年，根据
市政府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三年攻坚行动”工作
部署，实施华阳路17号周边楼院、银河山庄小区、
亚联新村等12个街道的53处老旧小区的改造提
升项目，总投资约2.49亿元，涉及居民楼座259
栋，建筑面积110.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47万户。
到“十四五”末，力争将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街区
基本改造完毕，努力创造老城区干净整洁、和谐有
序、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昨日，崂山区“黄河大集”春节季在王哥庄街道

王哥庄大集启动，通过“线下大集+线上带货+宣传
推介”的方式，打造既具崂山特色、春节特色又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年货大集”“好品大集”“文化大集”。

作为“黄河大集”暨崂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传
统文化展演主要活动板块，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市级
非遗崂山面塑王哥庄大馒头、制作技艺获得市级非
遗的黄山海蜇及区级非遗的港东甜晒鱼。岁末年
初的王哥庄大集，不仅是一个买买买的市场，更是
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

历史久、年味浓、规模大、商品多，干海产品唱
“主角”是王哥庄大集的特点。王哥庄大集形成于
清朝初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前即墨县
的中心集市中四大集市之一，辐射范围很广，交易
品种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针头线脑、面人糖稀、娃
娃玩的拨浪鼓、家里用的小板凳，200多种干海产
品、上千个摊位，上万个品类让王哥庄大集吸引着
四面八方的市民游客前来赶集。

王哥庄街道注重对大集的提质改造，联合王哥
庄村近年来累计投资近800万，硬化道路，规划摊
点片区，聘请第三方提升环境，强化市场监管，新划
400个车位，让占地120亩的王哥庄大集能承载年

集客流量10万人，日均交易额达到5000万元。走
进王哥庄大集，入眼的是干净的地面、有序的摊点、
浓厚的氛围，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规范了传统大集的
松散，提升了大集的时尚感。

“互联网+”的传播让王哥庄大集焕发了新的生机，
2022年11月王哥庄村从江浙招商引资引进了20多人的
抖音官方服务商团队，让王哥庄大集乘上了“互联网+”
的快车。该团队在抖音官方平台注册“王哥庄大集”品
牌，建立商城，开设公众号，线上线下共同发力，通过挖
掘直播带货，打造直播基地、电商团购、品牌直销、社区
体验店等多种形式让王哥庄大集的上万个品类走向全
国，让全国人民一起“云上”赶集。目前，通过线上平台
带动，王哥庄大馒头、干海产品、崂山绿茶已经纷纷走上
云端。2023年，该团队计划培训100个新农人，直播带
货，全面发展互联网经济，实现月交易额5000万元。数
字经济的发展，让王哥庄大集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2年，王哥庄大集已申请“非遗”，让这古老
的大集继续延续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也为乡村振
兴孕育动力，积聚力量，使简素淳朴的乡村经济插
上瑰丽多彩的翅膀。

王哥庄街道历来注重文化传承，重视“非遗”的
挖掘与保护，做实做细“非遗”工作。建立非遗传承
人资源库，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常态化
组织开展非遗项目传承活动，举办非遗培训班，非
遗文化进校园、进村等活动，在丰富广大村民文化
生活的同时，也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截至目前，街道“非遗”项目总数为30项，其中国家
级1项、省级1项、市级6项、区级22项。

近日，2023“黄河大集”暨“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月”青岛站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
了青岛“非遗月”的文化活动安排，青岛“非物质文
化遗产月”全面启动。

今年的“非遗月”，以“传承多彩非遗，共享美好
生活”为主题，青岛市将推出非遗各类展览展示活
动157项，包括线上活动63项，线下活动94项，通
过展演、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妆点节日色彩，
烘托节日氛围，打造特色沿黄文化品牌，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青岛市将依托非遗文化资源，通过非遗活化
利用，更好实现民俗文化与百姓生活的有机融
合，不断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时代活力。“非遗
月”期间，胶州剪纸、城阳泥塑、即墨鲁绣等与年
节妆点相关的非遗项目将开展展示传承实践活
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胶东大鼓、茂腔、胶州
秧歌、莱西木偶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连
番登台，为市民提供丰富的节庆精神文化产品；
围绕茶、酒、面塑、肉食、糖球、海产品等非遗传统

加工制作技艺，推介非遗美食，开展“非遗年夜
饭”等特色活动，让市民切身体验并享受非遗的
饕餮盛宴。

春节期间，青岛市将在小年、除夕、大年初一、
元宵节等重要新春节点，推出“赶大集买年货”“晒
团圆年夜饭”“舞动中国龙”“点亮中国灯”等展映活
动；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年俗非遗项目单位和非遗传
承人，用镜头记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通过网络平
台直播或视频展播，在烘托春节气氛的同时更好地
展示传承非遗技艺；“一桌年夜饭”——胶州非遗春
晚，西海岸新区的线上小戏小品展演、“迎兔纳福”
莱西非遗公益课堂等活动，让人民群众在“云端”感
受地方年味的独特魅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从小年到二月初二。优
秀的技艺传承，丰富的节会活动，配以线上线下的
全方位展示，市民将享受一份喜庆、欢乐、祥和的文
化盛宴，在非遗文化的无声浸润中收获年味，收获
幸福，收获回忆，在传统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感受青
岛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市北区今年将实施近年最大规模旧改
力争“十四五”末2000年前建成街区改造完毕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辛小丽 通讯员 安少帅

王哥庄开启“黄河大集”春节季

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启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王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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