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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凯鹏） 近日，走进灵石县

王禹乡幸福苑小区的一站

式便民服务中心，热闹气

息扑面而来。文化大舞台

上，该乡文化站工作人员

正带领文艺爱好者伴着音

乐排练舞蹈；室内助农手

工坊内，妇女群众在老师

指导和同伴协作下，精心

制作出一个个造型精美、

寓意吉祥的“王家高粽”手

工文创产品。同时，部分

工作人员变身网络主播，

热情推介“王家高粽”“文

昌结”等特色文创及农特

产品，直播间人气满满。

2024 年以来，灵石县

王禹乡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聚焦“就业是最

大民生”与“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关键”两大核心，以

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为依

托，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

务范畴，成功打通群众家

门口就业增收通道，让幸

福生活可触可感。

王禹乡南庄村村民胡

丽华说：“感谢政府给我们

搭建了这个平台，让家庭

主妇有维持生计的手艺，

减轻了生活负担，增加了

收入。”

在幸福苑小区隔壁的

“薪火相源”手工工坊内，

直驱链式双针缝纫机、步

进电脑锁边机等专业设备

一应俱全，4名当地妇女正

在加急赶制1000个文创帆

布袋订单。据灵石县薪火

相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利文介绍，借助王

禹乡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

这个平台，他们为当地的

留守妇女、返乡青年等进

行技能培训、托举上岗就

业，这里不仅是工作车间，

更是大家相互扶持、共同

成长的温暖家园。

据了解，薪火相源手

工工坊是王禹乡今年新引

入的第三方企业，借助王

禹乡提供的一站式便民服

务中心这个平台，该企业

开设了泥塑、剪纸、盲盒等

文创产品制作培训，并通

过订单式务工，带动群众

就业增收。

此外，王禹乡还引入

山西灵尚工艺品有限公司

入驻一站式便民服务中

心。目前，该中心已完成

首期抽纱刺绣订单式就业

帮扶培训，30 余名当地妇

女成为公司“绣娘”。该公

司工作人员杨娜说：“下一

步，公司会利用好王禹乡

搭建的就业帮扶加工基地

这个平台，尽快帮助当地

妇女掌握布艺、抽纱刺绣

等制作技能，增加收入，实

现企业盈利和群众增收。”

王禹乡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将全力激活一站

式便民服务中心的民生引

擎功能，让更多群众掌握

实用技能、增加收入、收获

快乐。同时，紧扣群众需

求和发展机遇，双轮驱动，

继续探索就业帮扶、产业

带动等多渠道富民强乡的

路子，让全乡广大群众在

学技能、促就业、兴产业中

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马永

红）“今天这个非遗活动非

常热闹，不仅能吃上各种非

遗小吃，还欣赏了精彩的非

遗表演，真是不虚此行。”6月

17日，在寿阳县祁寯藻故里

景区，前来游玩的付永智兴

奋地说。当日，寿阳县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

展示暨“非遗进景区·文旅促

发展”活动在此盛大举办，吸

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共赴

这场非遗之约。

活动现场，非遗展演精

彩纷呈、高潮迭起，傩舞、寿

阳耍叉、霸王鞭等特色节目

轮番登台亮相。傩舞舞者

们凭借夸张且富有张力的

肢体语言，配合着极具节奏

感的舞步，将传统傩文化神

秘庄重的独特气质展现得

入木三分，现场观众仿若穿

越时空，身临其境领略古老

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传统技

艺表演霸王鞭在震天响的

锣鼓声中震撼开场，10余名

表演者手持彩鞭，闪转腾

挪，彩鞭在空中挥舞出一道

道绚丽弧线，清脆的鞭声与

激昂的锣鼓声交织，现场气

氛热烈非凡。

除了精彩的表演，非遗

集市同样人气爆棚、热闹非

凡。寿阳钩艺、福寿剪纸、

寿阳根雕、拓碑技艺等传统

手工艺展位前人潮涌动，围

得水泄不通。非遗传承人

们全神贯注，展示着各自的

精湛技艺，他们的双手如同

拥有魔力，或飞针走线，或

精雕细琢，或挥毫泼墨，一

件件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在他们手中诞生，围观群众

赞叹不已，也让大家近距离

感受到了非遗的深厚底蕴

与独特魅力。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寿

阳县第二届非遗文创作品大

赛的颁奖仪式。本届大赛以

“创意赋能非遗、匠心铸就寿

礼”为主题，共征集到185件

参赛作品。经过专家评审、

网络投票等层层严格筛选，

最终，31位优秀传承人脱颖

而出，斩获各类奖项。同时，

活动现场还为寿阳刘氏蛋

雕、傅山康养愈疗等7个规范

化非遗传承所授牌，为非遗

传承搭建了更坚实的平台，

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寿山蛤蟆茶传承人吴

瑞图在此次大赛中荣获非

遗技艺类一等奖，他激动地

表示：“今天获得这个奖项，

是对我们的肯定和鞭策。

今后，我们寿山蛤蟆茶将继

续坚守传统手工制作工艺，

积极投身非遗传承人的培

养工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参

与进来，让这一古老技艺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搭台拓岗促增收 创新服务大有为

本报讯 （记 者 路 丽 华 通 讯 员 丁

峰）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

连着百姓福祉。今年以来，晋中市妇联聚焦市委

“156”战略举措，立足引领联系服务职能，围绕全

市发展大局，服务社会民生，创造性实施“发挥两

个作用+解决四个难题+塑造三个品牌”的“243”

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创业就业舞

台，为全市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巾帼力量。

市妇联发挥宣传宣讲、典型示范“两个作

用”，持续讲好妇女创业就业故事，引领越来越多

的女性投身创业就业，创造精彩人生。在宣传宣

讲方面，组建“巾帼宣讲小分队”，深入农村（社

区）开展“巾帼心向党·晋声嘹亮”主题宣讲活动，

用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宣讲创业就业

优惠政策；在“晋中妇联”微信公众号平台，创新

推出“榜样力量·巾帼绽芳华”“创梦职达·共筑美

好未来”等内容，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激

发创业就业热情。在典型示范方面，实施“头雁

计划”，培育选树各行业、各领域创业就业先进典

型，通过开展“三八红旗”先进个人和集体评选表

彰活动，挖掘出和顺县梁余女性爱心公益协会会

长郝艳丽、榆社县三和农牧渔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丽菁等创业就业类型的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

兵30名，激励带动更多妇女投身创业就业热潮；

组织返乡创业的女大学生，榆社县德润泽传统手

工酿造厂总经理牛子群、山西优恩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创始人李嘉莉等创业典型走进各驻市高校，

讲解创业知识，交流创业经历，理清创业思路，激

发她们留晋兴业、共创未来的热情和信心。

市妇联紧盯女企业家、女大学生、灵活就业

妇女等群体的“岗位+就业”双向需求，解决广大

妇女面临的“四个难题”，为妇女就业创业提供支

持、创造便利。解决岗位难题。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妇女创业就业提供精准服

务。以“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助发展”为主

题，通过“线下招聘会+线上直播带岗”模式开展

招聘服务活动68场（次），达成就业意向3920人；

举办“每月逢八就业出发”线上就业服务专项活

动4期，提供就业岗位402个，达成就业意向189

人。解决本领难题。根据市场需求和妇女意愿，

开展妇女素质提升行动。举办以美容美肤、收纳

整理、母乳喂养等为主要内容的技能培训 30 场，覆盖妇女群众 919

人。解决资金难题。主动帮助女企业家、女致富带头人和广大创业女

性了解运用惠农惠企金融政策，解决融资难题。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晋中市分行开展“惠她万家”普惠金融活动，截至目前，为279名妇

女发放3121.38万元贷款，为3家女性负责人企业发放300万元贷款。

解决保障难题。发挥“一站式”维权服务中心作用，开展巾帼维权关爱

活动。结合女职工产假、哺乳假、育儿假等热点问题，加强对妇女创业

就业的心理疏导和权益保障服务，开展线上、线下普法活动 50 余场

（次），切实增强女职工的维权意识，提高用人单位依法保障女职工劳

动权益的自觉性，营造和谐安全的工作环境。

市妇联不断强化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创新实践，抓点带面促突

破，塑造家政服务、建功立业、市校共建“三个品牌”，实现“培育一个、

带动一批、影响一片”的辐射带动效应。塑造家政服务品牌。以开展

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为抓手，充分发挥村（社区）妇联贴近妇女、

贴近家庭、贴近家政企业的工作优势，以服务一老一小+解决家门口

就业为“双目标”，通过“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家政服务”模式，形成

“一人就业，两家幸福”。目前，已培育全市 29 个巾帼家政企业走进

79个村（社区），线下设立6个家政服务网点，解决就业396人。塑造

建功立业品牌。以开展创业就业巾帼行动为抓手，紧扣“文旅+文

创”“文旅+乡村”等特色产业，打造王家刺绣展示体验馆、乡韵妇联

领航站等巾帼创业就业典型，带动430名妇女就业；加强巾帼科技创

新工作室建设，打造山西康养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创新团队、介休市

唐源古建琉璃制品有限公司研发团队等3个巾帼科技创新典型，为60

名妇女解决就业。塑造市校共建品牌。以开展市校巾帼共建行动为

抓手，联合市人社局等部门，组织931家企业走进9所高校开展专场招

聘进校园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06万个，近2万名毕业生参加，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33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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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盛宴在祁寯藻故里景区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