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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皙

23 年前，河南省商丘市一位名叫乔金涛

的小伙子走出校园，穿上了“邮政绿”，成了

“绿衣信使”。20多年来，乔金涛奔波 66万公

里，投递报刊 900多万份，信件 100多万封，处

理疑难信函件 600多封，揽收和投递包裹 360
多 万 件 。 妥 收 妥 投 率 100% ，用 户 满 意 率

100%，实现了 23年邮政揽投服务零差错。

经济社会在发展，邮政服务在升级，乔

金涛从“小乔”变成了“老乔”，他救活“死信”、

助农助商、热心公益、真情服务的故事也越

攒越多……

发明包裹细分法 提升工作效率

早上 7 点 50 分，乔金涛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

市区中心揽投部的站点内，他和同事们卸车、

分拣、扫描包裹、分区码放，整理出自己配送

区域需要派发的快递，然后录入信息，按照送

货顺序娴熟的将快递整齐的放进快递车内。

干完这些工作，他骑着电动三轮车便开始了

一天的派送件工作。

即便日常工作任务繁重，乔金涛仍坚持

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1~2 小时，努力钻研

邮政业务，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刻苦钻研基本

功。在他的带领下，同事们在数报、抽报、套

报、排信、加盖日戳、邮件批改退、快递包裹分

堆、排道等内部处理环节上，缩短了一个小时

的时间。

随着快递业的迅速发展，每天以散件形

式由分拣中心转运到揽投部的邮件和包裹少

则几千件，多则几万件，针对这些情况，乔金

涛结合多年的实际工作，发明创造了“钟表盘

式”包裹细分法，在包裹细分到段工作中可节

约内部处理时间两小时，并且大大提高了包

裹细分到段的准确性，同时能精准的解决和

处理当班次的错分、转段、存疑、破损邮件，以

此提高邮件传递时限，为外部揽投工作争取

了更多时间、提升了工作效率。

“乔金涛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于 2019
年，工作室创建以来秉持“崇德、敬业、匠心、

卓越”精神，努力将工作室建设成为学习交

流、技能传授、成果展示和爱心服务平台。乔

金涛通过 23年的磨炼和积累，也成长为一名

技能全面素质过硬的邮政现代产业工人。

为“死信”找主人 帮失联50年战友相聚

2020 年 3 月 8 日，乔金涛接到一张河北

省邯郸市退伍老兵寄到“商丘市梁园区孙楼

村”的明信片。这令他既着急又为难，着急的

是明信片上写着“查找失散 50年战友及其后

人收”，为难的是收件地址写得不详细，在梁

园区范围内的孙楼村有 4 个，每个孙楼村的

常住人口有 2000 人，给这样的“死信”找主

人，可谓大海捞针，费时费力。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乔金涛一刻也不

敢耽误。新冠疫情期间，每个村都设立了卡

点，乔金涛采用了最“笨”的办法，先找办事处

要到每个孙楼村书记和主任的电话，挨个打

电话进行寻找，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后

来，一个同学给他推荐了管理“宁氏家谱”的

会长宁吉庆，通过查家谱的方式，找到了宁秀

席老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乔金涛一边与寄件

人姚光德联系了解关于宁秀席老人的细节，

一边与宁秀席的儿子、老伴询问其相关信息，

反复核对后，终于让这对失联了半个世纪的

老战友再次取得了联系。两位老人在送给乔

金涛的感谢锦旗上写道：“苦寻战友 50 年 邮

政投递助圆梦”。

助推精准扶贫 打造“爱心邮路”

乔金涛是一位有爱心的投递员。平时

在走街串巷投递邮件时，他都会主动寻找需

要帮助的“扶贫对象”。宁楼村的张震申有

制作粉条手艺，一直按传统模式经营，近几

年受“网购”冲击，生产经营非常困难，导致

家庭贫困。

乔金涛得知情况后，帮助启动电商销

售。随后，通过线上宣传推广、电商订货，线

下包裹寄递，张震申实现了电商经营新突破，

粉条生意越来越红火，过上了小康日子。“投

递员小哥”助推精准扶贫的故事，也由此在乡

间传颂。

除此之外，乔金涛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先

后打造开通了“爱心邮路”共帮扶孤寡老人 30
多人、残疾人 12人；“扶贫邮路”帮扶贫困群众

168人，帮农村电商户收入 1268万元……

因为种种事迹，乔金涛先后获得“全国首

届最美邮递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30多

项荣誉。他的创新工作室被集团和省邮政工

会授予“劳模创新工作室”、被省国防邮电工

会授予“省国防邮电系统创新工作室”、被市

总工会授予“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乔金涛说，他要在这条邮路上继续走下

去，因为邮路已经成为他心中不变的信念和最

执着的坚守，未来他将继续在火热的一线散发

光和热，发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为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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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姝

“残联这个培训班来得太及时了，我非常

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2023 年初，广西柳州

市残疾人电商直播培训班开班时，33 岁的黎

暖佳第一时间报了名。摆过地摊、做过美甲

师、卖过唱……由于天生左腿短小，黎暖佳在

求职路上的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如今黎暖佳不仅在知名企业“螺霸王”

拥有了自己的直播间，还被多家培训机构

聘请担任讲师，并且在第七届全国残疾人

职业技能大赛直播销售项目中获得了全国

第三名。

电商主播、声音就业、文创制作……近

日，记者走访广西多地看到，为让残疾人真正

好就业、就好业，当地采取“政策+就业+培

训”组合拳，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多样化就业

创业，为他们插上就业新“翅膀”。

“互联网+”赋能新业态新机会

“哈尔滨的小宝宝们，你们准备好，这些马

上就要发往哈市。”近来，“桔乡小胖”主播曾凡

俊忙着打包礼盒，东北“老铁”与广西“老友”的

双向奔赴，为他增加了不少来自东北的订单。

6 年前，90 后曾凡俊拄着拐杖从广东深

圳返回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将镇董安村，成

为一名返乡创业青年。乘着电商直播的东

风，他创建家庭农场，打通电商销售农产品的

模式，帮助当地农户销售脆蜜金桔 4万斤、滑

皮金桔 10 多万斤，实现平均每户年增收 1 万

元，带领村民走上电商致富路。

不只是电商直播，在广西，“互联网+”的

就业新模式成为丰富残疾人就业渠道的有效

方式。

在广西桂林灵川县残疾人事业园集善乐

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基地，电话声此起彼伏，工

位上的客服们或是忙着接电话，或者手指飞

快地在电脑键盘上打字。

2020 年，园区引进“集善扶贫健康行·互

联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为残疾人提供

申通快递话务、在线客服岗位。

“之前我在深圳当保安每个月就 2000

多元，在这做客服，每个月能拿到 7000 多

元，互联网改变了我的生活。”患有肢体一

级残疾的桂林全州县金家桥村人熊军告诉

记者。

“‘互联网+’模式非常好，能够让更多重

度残疾人得到帮助。”桂林市肢残人协会主

席、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桂林）基地负

责人邱拥华介绍，目前基地稳定就业 52 人，

其中农村残疾人 43名，脱贫户、低保户 28人，

同时为近 310名残疾人及其家属等提供岗前

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实现 210余人次就业，累

计创造收入 350 余万元，残疾人工资收入从

刚开始 100 多元到现在平均近 4000 元，最高

收入者近 7800元。

文创产业带来就业新场景

走进广西桂林惠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

构，先入眼的便是一幅幅色彩瑰丽的山水

画。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样的画作是

用石头一颗颗镶嵌出来的，更难相信它们是

出自残疾人朋友之手。

“用桂林当地特有的漓江石来表现秀丽

的桂林风光，这让石画成为独具纪念意义的

情怀之作，也成为许多游客喜爱的伴手礼。”

机构负责人邓凤竹表示，机构与文旅单位合

作，在景区开设桂林石画专场销售，同时与广

西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合作开展直播销

售，将石画推向海内外市场。

出生在桂林市兴安县白石乡的邓凤竹患

有小儿麻痹，凭借热爱和努力，钻研石画技艺

的她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桂林石

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4 年，在当地残联支持下，邓凤竹与

其他两位传承人创办了桂林惠仁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机构，面向全广西的残疾人提供免费

就业培训。

“干这个不累，工作也稳定，每月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今年 50 岁的徐阿姨是阳

朔兴平镇人，患有腿部残疾的她对这份工作

很是满意。截至目前，机构共培训残疾人

300 多 人 ，有 近 20 名 残 疾 学 员 在 此 上 班 ，

2023 年，还被评为自治区级残疾人文创产业

基地。

而在距离 180公里以外的柳州柳南区残

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则设立了书画、侗族

非遗手工、葫芦工艺、盘扣工艺等多个手工产

品项目，培训残疾人 100余人次，带动近 30名

残疾人灵活就业，培养 40余名具备产品制作

能力的残疾人。

文 创 产 业 为 残 疾 人 搭 建 了 就 业 新 场

景，让残疾人圆“就业梦”的同时，也能追寻

“诗和远方”。广西壮族自治区残联宣传文

体部主任韦敬介绍，目前，广西残联已建设

13 个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积极引导

更多的残疾人走上文化创意就业的道路，

并 通 过 举 办 残 疾 人 书 画 摄 影 手 工 艺 作 品

展、特殊艺术会演等方式，提升残疾人的文

化自信，激发其展示自身才艺、参与艺术创

作的激情和动力。

紧抓地域特色完善就业服务

“工作不好找、找了不稳定”“缺少无障碍

设施，工作中有诸多不便”……现实中，这些

都是残疾人群体就业的痛点难点。如何让残

疾人真正好就业，就好业？

在广西柳州，当地残联抓住新业态新机

会，依托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开展了一系

列残疾人技能培训，如电商直播、整理收纳等

新兴热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充分结合当

前大热旅游城市的网红食品，开设了螺蛳粉

制作、酸豆角加工等具有鲜明柳州特色的培

训课程。

广西贺州则抢抓粤港澳大湾区黄金珠宝

加工、服装美妆、大数据等产业，在产业园内

建立就业服务专班，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带岗

服务，不仅为残疾人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还

带领符合用工条件的残疾人到企业面试并接

受培训，岗位包括珠宝设计师、车间工人、包

装工、文员等。

“截至 2023 年 11 月，平桂主城区产业园

区的 57家企业，共安置 109名残疾人就业，其

中有 22 人是脱贫群众。”就业服务专班工作

人员李冯介绍。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年 来 ，广 西 各 级 残 联

落 实 落 细 就 业 优 先 政 策 ，采 取“ 政 策 + 就

业+培训”组合拳，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多

样化就业创业，全区累计新增城乡培训残

疾人 1.89 万人次。截至目前，广西就业年龄

段持证残疾人已实现就业 36.52 万人，就业

率为 58.05%。

近日，记者走访广西多地看到，为让残疾人真正就好业，当地利用新场景、新业态产生

的新就业机会，为残疾人培训新技能、让他们插上就业新“翅膀”。

本报讯（记者陈华）近日，安徽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出台实施方案，明确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实行工伤保险基金省

级统收统支，实现工伤保险政策标准、基金管

理、信息系统、经办服务、责任分担和激励约

束等规范统一，这意味着全省将统一费率管

理，统一待遇标准，全省执行统一的工伤认定

和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及管理办法。

今年开始，安徽省工伤保险统一政策标

准，统一参保范围，省内各类用人单位和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法依规参加工伤

保险。用人单位可按照相关规定，为已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实习生等特定人员单险

种参加工伤保险。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应当

依照有关规定，按项目方式参加工伤保险，

并严格落实“先参保、后开工”要求和动态实

名制管理。

全省实行统一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政

策，一类至八类行业基准费率均按国家基准

费率标准执行;以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

险的各类建设施工单位，按照建筑安装工程

费或工程合同价的 1.5‰缴纳工伤保险费。

同时，安徽省将探索工伤认定实时在线

监督和劳动能力智能辅助鉴定，鼓励各地引

入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工伤认定调查、现场

查勘、经办服务等辅助性工作，不断提升工伤

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质量。同时，加强

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库建设，完善专家准入退

出考评机制，建立专家库抽取和监督管理机

制，推动鉴定结论全省互认通用。

安徽统一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鱼跃人欢冬捕忙

陕西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日前，陕西省人社厅出台《关于加

快实施就业服务提质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

广“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强化覆盖全域的省、市、县、街道

（乡镇）、社区（村）五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构建“15分钟

就业服务圈”。

《意见》明确，到 2024年底，建立 50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

驿站；每个县（区）至少建成一个标准化公益性零工市场。在

全面建成全省统一的“一库一平台”（全省集中的就业信息资

源库和全省集中的就业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促进

就业服务精准化、智能化、便利化。

为此，《意见》提出了七条保障措施。其中，“以‘人社工作

进园区’为牵引，加速公共就业服务提质”措施明确，鼓励各地

在产业园区附近设立人社便企服务站点，拓展民生直达、政企

智联服务模式，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推动涉企高频服

务事项就近可办、便捷快办。“加快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措施提

出，每个县（区）至少建成一家公益性零工市场，有条件的地区

可在有需求的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建设零工驿站，推动

零工人员服务向基层延伸。

此外，“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提出，优化“家门口就

业”掌上服务，通过大数据归集形成“家门口就业地图”，将“人

找岗”与“岗找人”相结合，推行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定制服

务。“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措施提出，对无法通过市场化手

段实现就业的困难人员兜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

就业。“提升就业失业管理服务覆盖面”提出，推进“一件事一

次办”集成改革工作取得实践成效，优化经办流程，简化证明

材料，方便群众办理就业、失业登记和申领《就业创业证》，最

大限度便民便企。

1月24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老铺村的淡水鱼养殖户在鱼塘捕鱼。
春节临近，淡水鱼养殖户破冰捕鱼，供应节日市场，丰富百姓餐桌。近年来，当地利用丰

富的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杨召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春节前是农民工

工资结算高峰期。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层层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依法坚决打击恶意

欠薪行为。要健全完善治理欠薪的长效机制，加强常态

化监测评估和检查督促，推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各

项制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临近年关，农民工能否足额拿到工资回家过年总是

牵动人心。去年底，全国总工会曾下发《关于开展根治欠

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即日起至 2024年春节前，

在全国工会系统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工会积极部署落实，取得积

极成效。在江苏，通过 12351 江苏省总工会服务职工热

线，30名农民工拿到了 49万元欠薪；在河北承德，“工会+

法院+律师”模式为 91 名劳动者讨回 170 余万元被拖欠

工资；在四川省等多地，各级工会开辟“绿色通道”助农民

工追薪；在山东胶州，胶州市总工会结合工作推广“惠工

家”法律服务小程序，为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法治

宣传、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援助等一站式维权服务……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时间，各级工会还应增强解决

欠薪问题的紧迫性、责任感，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

在肩上，坚持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采取更加有力有效

的措施，发现一起欠薪案件就要解决一起，能多帮助一个

农民工就多帮助一个，坚决啃下欠薪问题这块硬骨头。

知难而进，方显担当。正是因为欠薪问题难解决，才

能在这一过程中与农民工建立情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

工会组织的温暖和关爱。

每一笔工资，都是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关系他们的切

身利益；每解决一笔欠薪，就能帮助一个家庭，让他们临

近年关不再忧“薪”。

解决农民工的烦“薪”事，各级工会不能不用心用情！

用心用情知难克难

让农民工年关不忧“薪”

1月24日，在位于重庆市秀山县的金珠苗绣传承馆，杨秀
燕（右）和绣娘交流刺绣技巧。杨秀燕是重庆市非遗秀山金珠
苗绣传承人。近年来，她带头成立苗绣工艺品合作社，并结合
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推出多样苗绣产品，在传承和推广苗绣文
化的同时，带动当地人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传承“指尖技艺”发展“指尖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