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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葛慧君

“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哟，

开动大帆船……”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众人

划桨开大船》对于河南省辉县市宏鑫汽车运

输服务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杨志刚来说十分

特别，这首歌曲不仅是他漫长行程中的陪伴，

也是他做公益的起点。

杨志刚今年 45岁，8年前，他组建了辉县

市雷锋爱心团队，并于每月的第一天在全市

10 个固定地点免费向环卫工人赠送早餐，时

至今日，团队已投入资金近百万元用于公益

事业，其中，他个人投入就达到 50 多万元。

而杨志刚爱心团队的爱心早餐，也已成为辉

县市爱心公益活动的一张靓丽名片。

今年 5月，杨志刚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

总工会授予 2022年度“最美职工”称号。

货车司机变“雷锋哥”

杨志刚出生的辉县市翼屯镇益三村，以

抗战英雄陈益三的名字命名。从小听着陈益

三的故事长大，英雄情结、奉献精神的种子悄

悄在他的心中种下。

长大后，杨志刚成了一名货车司机。常

年在外跑车，吃不上热乎饭是常事。杨志刚

打心眼儿里知道，一个能歇歇脚的“家”和一

碗热乎乎的可口饭菜对一个外出的人来说有

多重要。

“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

哟，开动大帆船……”每次开车都喜欢听这

首歌的杨志刚慢慢听出了自己的感悟。“我

自己的力量很弱小，但把那些热心肠、爱干

好事的司机聚在一起做公益，那迸发的力量

不就更大了吗？”于是，杨志刚组建了一个名

为“雷锋哥”的微信群，最初的成员只有 10余

人，几个人从给公益平台捐款做起，还在自

己车上贴雷锋头像作为统一标识。在长途

行车的路上，有人遇到困难，他们都会伸出

援助之手。

慢慢地，他们的事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加入群里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2015 年，杨志刚决定以此为基础组建辉

县市雷锋爱心团队。杨志刚经常组织广大志

愿者到公园捡垃圾，趁着节假日到敬老院和

孤寡老人家里送温暖。趁着工作之余，他也

到外地学习如何更好开展公益活动。

传递一碗暖心粥

“我们起早开车的时候，路上已经有环卫

工在打扫卫生了，他们真的很辛苦。”杨志刚

深感环卫工人的不易，一直想开展公益活动

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上一份温暖。

2016 年腊八节之前，杨志刚向团队提

议，开展一次腊八节免费赠粥公益活动。

凌晨 4点，志愿者们挽起袖子各司职责、

配合有序，主动烹饪加工早餐，制作出八宝

粥、包子、馒头和炒菜等营养早餐。5个送粥

点各 200 份，再由团队里的志愿者驾车逐一

送到环卫工人、执勤民警、客车司机、农民工

等需要的人手里。

“看着这些一线工人吃上热乎乎的早餐，

听着一声声‘谢谢’，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温

暖到他们了。”随后，他们决定将送粥活动改

为每月 1日，送粥点从 5个增加到 10个。

然而，要想真正地把这件事做下去，更好

解决环卫工人等群体吃早饭的问题，需要长

久的投入。为了让这项公益活动能长久进行

下去，杨志刚建立了雷锋爱心免费粥屋，为环

卫工人等群体提供早餐。同时，制定了管理

制度、值班制度和登记制度，让每一个为爱心

粥屋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对捐赠和

花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让爱心的大船越开越远

截至今年，杨志刚团队开设的爱心粥屋已

经延续了7年，累计送粥25万余份，街头日复一

日提供的一碗粥，盛满的是温情，传递的是爱心。

爱心粥屋在成立的 7 年里，很多人都把

这里当成一个“家”。当前来就餐的人们得知

创办人杨志刚只是一名普通的货车司机，自

掏腰包提供免费粥时，都被他的爱心感动。

多年来，辉县市爱心粥志愿者服务中心

先后开展免费爱心粥、精准扶贫、慰问残疾

人、资助困难学生、走进敬老院、爱心助考、大

病救助、慰问老兵等公益活动。

正是这份爱，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和

爱心人士参与其中，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齐心协力地守护这个“家”，一碗粥搭建起

了传递爱心的桥梁。

“一个小小的念头，一个小小的行动，在

越来越多人的努力下，带给了很多人温暖，真

是‘众人划桨开大船’，我很感恩，也会继续努

力，希望能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让爱

心的大船越开越远。”杨志刚说。

货车司机杨志刚连续 7 年为环卫工等群体累计免费送粥 25 万余份

盛满的是温情，传递的是爱心

水面打捞、岸坡保洁、垃圾分类……

乘风破浪，他们守护海洋“颜值”
阅 读 提 示

守护碧海银滩，少不了海上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在海口，为更好提升旅游城市的形

象，海上环卫作业也变得更加规范、高效、安全。

安徽下达25.6亿元资金稳就业
本报讯（记者陈华）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日

前财政已统筹下达稳就业资金 25.6亿元支持全省各地落

实落细各项就业保障政策，保障全省就业局势持续稳

定。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全省城镇新

增就业 31.63 万人，同比增长 6.04 个百分点，就业“基本

盘”相当稳定。

今年，安徽省财政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政策，不断强化对制造业、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的精准支持，顶格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据了

解，目前初筛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32.72万户，其中符合

“免报直发”条件的29.72万户，各地正按程序审核发放中。

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安徽省设立技工强省

专项资金，启动高水平技师学院、优质技工学校、工学一

体高水平专业建设，高标准打造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

推动技工教育内涵式发展。同时，细化技工强省政策措

施，明确省政府技工强省支持政策具体标准和实施路径，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并且，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研究制定

实施稳就业提质扩量服务“家门口”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强化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开拓更多高质量岗位，

优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

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此外，安徽省还加快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建设，扎实

推进“三级三方服务千企”行动，动态跟踪掌握重点企业

缺工情况，及时按需提供常态化用工服务，组织专场招

聘活动，累计为 1125户重点用工服务“白名单”企业解决

用工 19.25万人。

云南为青年群体提供求职补贴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17条措施》，将全力支持做

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确保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达 52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超 1500万人以上的目

标任务。在给予招用毕业生的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方面，将企业范围从中小微企业扩大至包括所有经营主

体和社会组织、个人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拓展至包括登记

失业的 16岁至 24岁青年。

今年以来，云南省人社部门提前谋划，积极稳岗拓

岗，多措并举促进青年群体就业创业。截至 6月底，共组

织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 3170余场次，

提供岗位超过 56万个。

“我们已筹措安排就业补助资金达 30亿元，加上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奖补等，支持就业

创业的资金已达 52亿元。”云南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双创”扶持力度，不断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筹措安排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

资金 16.71亿元，支持全省向重点群体和小微企业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超 60亿元，带动就业超 4万人。此外，筹措安

排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3.78 亿元，支持全省开展 2023
年职业技能培训达 60万人次，支持云南特色劳务品牌培

育和创建，推动“滇字号”劳务品牌成为重要的就业名片和

质量认证，助力打造技能人才高地，提升技能和增强就业

竞争能力，让更多人在“好就业”的基础上“就好业”。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天空破晓，负责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

域保洁的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马环卫）的环卫队员们早就穿好

了救生衣，为出海完成垃圾清洁作业开展前

期准备工作。

随着大海的涨潮退潮，海上漂浮的生活

垃圾以及岸上的枯枝树叶被冲到了岸边。

为了保持海滩的洁净，环卫队员们每天

都得定时清理。冒着酷暑，迎着海风海浪，是

他们工作的日常。周而复始，28 名环卫队员

与 7 艘保洁船成了这片海域的守护者。那

么，海上环卫队员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呢？近

日，《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只为守护那一片蓝

上午 10 时许，迎着逐渐猛烈的阳光，记

者随环卫队出发，进行打捞作业。

船只轻轻划开海面，平稳地行驶着，仅

10 分钟便已顺利到达作业地点，这与龙马环

卫船只驾驶员王绥新丰富的驾驶经验有着很

大的关系。“我从业 15 年了，哪块海域有石

头、有暗礁，涨退潮时间是几点，心里都有

数。”王绥新向记者介绍，由于许多海上环卫

工人都是渔民出身，船只驾驶技术本身就比

较熟练，再加上大家都十分努力上进，专业证

书基本人人都有。

“有时候需要夜间或者天气恶劣时出海

作业，优秀的驾驶能力对环卫工人的生命安

全也是一种保障。”王绥新说。

一根 3米长、挂着网兜的竹竿，便是海上

环卫工人每天用来清理垃圾的主要工具。记

者看到，打捞员李辉手持网兜，轻松一捞，便

将垃圾捞至船上的篓筐里，但实际上在海面

上完成打捞作业，并没有所见那么简单。

“刚开始觉得这份工作很难，船上颠簸很

难保持平衡，更别说打捞垃圾了，而且海面反

光很严重，稍微盯着看一会儿就容易晕。”已

有 5 年工作经验的李辉向记者倾诉道，工作

时掉进海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光是手机每

年都掉好几个。“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很难胜任

这份工作。”

若碰上恶劣天气或垃圾难以清理的情

况，加班加点更是常有的事。“通常每天早上

7 时开始打捞到 17 时，我们一艘船一天就能

打捞近 100 公斤垃圾。遇上台风天气，垃圾

量会是平时的好几倍，我们就得加班加点，尽

快把垃圾清理掉。”李辉表示，有时候垃圾被

水里的石头掩埋着，就需要打捞员穿着水鞋

下水把垃圾一个个“拔”出来。

将一天清理出的垃圾集中到临时投放

点，再进行垃圾分类，李辉、王绥新才算结束

一天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他们日复一日地

坚持着，只为守护所负责海域的那一片蓝。

新设备助力高效清理

海面上保洁船正在作业，时不时有鱼群

被船惊扰飞出水面。听到记者的惊呼，环卫

队员谭忠平笑着告诉记者：“现在的水质好

了，鱼群飞出水面是常有的事。”

环卫队负责的海域面积约为 238万平方

米，海岸线约长 9 公里。龙马环卫生产部部

长张文甫介绍：“我们负责的区域是礁石比较

多的海域，加上处于入海口，浪比较大，打捞

难度是最大的。”

据了解，当前龙马环卫海上作业重点主

要有四个板块，分别为船只水面打捞、岸坡保

洁、海上垃圾分类及重大节假日巡查作业，工

作内容多、海域范围大成了他们的工作难点。

为了高效完成海域清理任务，龙马环卫

优化船只设备，增加团队人数，大大提升工作

效率。“以前的船只是柴油动力船，现在我们

添加了两条快艇，还有一条打捞船。”张文甫

向记者介绍说。

在作业工具的更新迭代上，环卫队也迅

速跟上潮流——为打捞船配备无人机。

“通过船只配合无人机对海域每天进行

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随时保障海域清

洁。”张文甫介绍，环卫队还为员工们购置最

新的捞网、燃油网等劳动工具，助力清洁更高

效、便捷。

“以前浪大船只不稳定，垃圾打捞费时费

力，现在有了新设备的帮助，我们能够比较轻

松地把垃圾打捞上来，更加顺利高效。”李辉

高兴地说。

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现在海口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对海面的

保洁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而我们作为海上环

卫，肩上的担子也变重了。”张文甫表示，为了

更好提升海口旅游城市的形象，海上环卫作

业也变得更加规范、高效、安全。

“如今，我们逐渐对海上环卫工作进行了

优化布局，通过新增作业设备、优化作业模

式、建立应急机制、完善工作预案等，让海上

保洁工作质效提升得以落到实处。”张文甫详

细向记者介绍，优化工作机制也可以减轻环

卫工人的压力，让打捞作业变得容易，从而提

升工作效率。

据悉，早在 2020 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就根据《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

施方案》制定并印发《海南省建立海上环卫制

度工作方案（试行）》，明确 2020 年～2023 年

海南省海上环卫工作目标，确定海上垃圾打

捞与近岸滩涂垃圾作业两大重点任务，并对

人员设备及安全作业提出总体要求。此外，

海南省率先完成海上环卫作业标准编制，对

海上环卫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

理轨道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海南打造良

好的城乡居住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日，海南省住建厅发布《海南省海上

环卫作业标准》。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海

上环卫作业标准，旨在规范与指导全省海上

环卫作业，为全国建立海上环卫制度提供海

南样本。

“这是我们这份工作的使命与责任。”

谈及海上环卫工作，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

说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打渔人，保护好赖以生

存的生态环境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力

所能及的。”王绥新说，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人加入海上环卫队伍，共同守护美丽的海洋

环境。

“小候鸟”与父母工地团圆
7月 26日，在广西上横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职工宿舍活动

板房里，来自广西来宾市的韦靖楷在妈妈的指导下看图识字。
暑假期间，在广西上横（上林县至横州市）高速公路项目

建设工地上，职工宿舍区每天都活跃着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
小朋友，他们放暑假后从家乡来到工地上和父母团圆，成为
假期工地上的“小候鸟”。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玩耍，不但能
和父母团聚，还可以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小伙伴，共同度过
一个充实而又开心的假期。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报告显示:民宿管家
需求旺成就业新选择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7月 24日，途家民宿

发布的《Z时代民宿从业者观察报告》显示，民

宿产业成就业新选择，民宿管家需求旺盛。

乡村旅游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

要力量，在途家平台上，有数万 Z 世代（1995
年~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青年投身乡村

民宿，将社交媒体新玩法融入民宿运营，推动

行业进步，让偏远乡村变身“山水之间的家”。

除了开民宿外，民宿管家也成为最火的

新兴职业。2022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向社会公示“民宿管家”“家庭教育指导

师”等 18 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被纳入新版

职业分类大典，民宿管家首次走到台前。

近一年来，民宿管家需求旺盛。在招聘

平台上，2023 年开工一周收到投递人数同比

增长最快的行业为酒店、民宿，增长超七成，

其中民宿管家岗位是热门之一。途家民宿首

席商务官刘杨估算，今年民宿行业直接和间

接带动的就业机会预计有百万个。

北京怀柔区老木匠民宿主理人肖彤介

绍，目前她的民宿给当地提供了 5 个就业机

会，新职业也给当地人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以前依靠种地收栗子，当管家之后，每年至

少比以前增加七八万元的收入，很可观。”

专家指出，除直接带动就业外，民宿产业

带来的延伸就业前景无限。在满足旅客“住”

需求的同时，村民还能结合游客需要经营餐

饮加工、特产销售、商品超市、导游推荐等工

作，这些产业有效激活游客消费潜能，为村民

增收、乡村振兴打开了无限空间。

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的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车间内，工人在
生产线上作业（7月18日摄）。

南昌是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加紧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据悉，江
铃集团生产的车辆已出口至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新能源汽车加速生产

广东13类人群可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黄细英）广东省人社厅

日前印发《广东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进一步规范广东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完

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

帮扶，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办法》将于 8 月 1 日

起施行。

《办法》明确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具有广东省户籍，在

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无业状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

的人员，同时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大龄失业人员、残疾

人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

员、农村零转移就业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失地农

民、连续失业 1 年以上人员、戒毒康复人员、刑满释放人

员、精神障碍康复人员、失业 6 个月以上的退役军人、需

赡养患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及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其他人员等 13类。

在落实帮扶措施方面，《办法》提出，对经认定的就业

困难人员，迅速实施Ⅰ级就业帮扶，认定后 1个月内主动

提供 1次职业指导、1份就业扶持政策清单和服务清单、3
个岗位推介。对认定 1个月后仍未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

人员，实施Ⅱ级就业帮扶，指定专人负责对接帮扶，主动

联系服务，加大岗位推介等服务力度，并跟踪解决其就业

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对认定两个月后仍未实现就业且

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实施

Ⅲ级就业帮扶，开展个性化的“一人一策”兜底援助，对符

合相关条件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