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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需求排摸放在首位

教育春风要惠及更多人，需求摸
排在首位。

为找准“学校后”教育的关键点，
平湖厘清供给、需求、政策、匹配4张清
单，对全市 40.92 万名社会人员开展上
门调查，共摸排有学历提升、社区教
育、技能提升等“学校后”教育需求人
员超 12 万人。同时，结合本地产业结
构、企业用工需求等，梳理出 227 项学
历供给清单、179个技能供给清单。“希
望每一位有学习需要的市民都能‘想
学尽学’‘处处能学’。”平湖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说。
每周日上午 8 点，25 岁的盛凯强

都会匆匆赶到位于平湖市区的浙江省
开放大学教学点。作为去年秋季入学
的首批学员，眼下他正在这里学习法
学专业知识。

“我是独山港镇派出所的一名辅
警，一直希望能学到更多与岗位相关
的专业知识，让自己得到提升。”盛凯
强说，他期盼这样的学习能给职业发
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此外，平湖还着力推进“学校后”
教育五大提升工程，即企业职工“学
历+技能”双提升工程、新型职业农民
技能素养提升工程、现代服务业职工
能力提升工程、全民精神富足提升工

程、高层次人才提升工程，构建层层递
进的“学校后”教育层次体系。

农民马剑法就是受益者之一。“作
为一个农民，我很想学，但我不知道去
哪里学。”在马剑法最迷茫的时候，是
广陈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给他打开了
一扇窗。后来，通过在浙江广播电视
大学平湖学院的学习，马剑法先后获
得了专科和本科学历。

数字赋能“精准滴灌”

教育要“精准滴灌”，少不了数字
化赋能。

瞄准“学校后”教育“谁来学，学什
么”“在哪儿学，怎么学”“学以致用，效
果如何”等问题，平湖创新开发了“增
财实学”线上应用。通过应用，平湖将
38 家院校和机构无缝链接，归集了
262项课程计划资源。目前，该应用已

被列为浙江省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创
新试点项目。

“增财实学”应用的上线，为平湖
开辟了价值创造新空间，激发了劳动
者的学习潜能。

平台新突破，牵引出的是共同富
裕的大场景。平湖从劳动者的需求入
手，让每个劳动者都能“想学尽学”“应
学尽学”，为他们梳理了学历教育、社
区教育、技能教育三张清单，并链接本
地院校、优质企业的教育资源和人才
需求，建立长效规范的“学历+技能”培
养机制，精准画像之后系统即可自动
精准推送相应学习资源和对应岗位，
构建报名、学习、成果转换等全程服
务，满足百姓终身学习需求。

王平是在平湖的务工人员，前段
时间，他通过流动人口采集渠道提交
了高中升大专的需求信息，“增财实
学”应用便自动为其提供了个性化的

学习清单，推送适宜的升学路径以及
相关课程的开班计划，并匹配老师为
王平开展一对一指导服务。

“增财实学”应用打造了“学校后”
的数字海洋，重塑了“学校后”服务模
式、构建了课证融合机制、创新了精准
服务推荐模型。截至目前，平湖已将

“学历+技能”教育的前沿阵地延伸到
企业与田间，已与7所大型规上企业达
成合作，8 个企业班 1 个农民班意向报
名人数已达317人。

让企业职工“按技增收”

政企协同，让知识变现提速。
为畅通知识技能向财富转化的路

径，平湖坚持强化政策激励，对通过自
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员给予培训
补贴，帮助企业职工“按技增收”。

在《平湖市“学历+技能”双提升若

干政策实施意见》中，明确了16条激励
政策，政策受益面涵盖了企业、学校、
学员、镇（街道）等各类主体，构建了较
为完备的人力资本提升奖励政策体
系，年政策奖励总额达3700多万元。

去年，平湖“学历+技能”双提升
政策奖励达 2561 万元。同时，将提升
后学员职业技能素质及企业实际用工
需求信息双向推送至企业及完训人
员，为他们提供更优选择通道。截至
目前，平湖已累计完成“双证制”教育
344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提升 819 人。

此外，平湖还设立校企联合育人
专项资金，对组班企业进行奖补，并按
照不超过职工工资薪金总额的2.5%实
行企业教育经费税前列支，超过部分
后续年度结转扣除。同时，对县域内
超额完成教育培训任务的开放大学、
职业院校、成人学校实行绩效外奖励，
对完成学历提升的社会人员给予学费
总额 30%—50%的奖励，对取得职业
资 格 证 书 或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的 给 予
800—3200元的培训补贴。

让教育春风惠及更多人 平湖“学校后”教育蓄力生长
顾伟慧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也事关共同富裕。在平湖的教育图景里，不仅

要做强学校内教育，也要做优“学校后教育”。

去年 6 月，省教育厅研究同意平湖率先在全市域开展面向共同富裕

的教育改革发展试点，重点聚焦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强化社会人员学历、

技能的需求分析，创新政策供给，推进政策集成，调动各方资源等方式，

探索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的实现路径。

这犹如一场及时雨，让平湖“学校后”教育的种子破土而出，蓄力生

长。

平湖市政府出台了《平湖市“学历+技能”双提升若干政策实施意

见》，旨在打通“学历+技能”双提升通道、供给与需求对接端口，扩大受益

覆盖面，提高匹配程度。

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开设老年烘焙培训课程

平湖市面向企业组建“学历+技能”提
升班

平湖市当湖街道开设社区矫正人员创
业技能培训课程

平湖“增财实学”应用驾驶舱

贴心服务，掷地有声，小小锦旗，
情真意切。

不久前，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
分局收到了一面来自鸿星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锦旗，方寸之间寥寥
数语，是对该局行政审批科在环评审
批中高效服务的高度赞扬。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鸿星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亟需实施项目技改，
因此在向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
申请环评审批时表达了自身的急迫。
在了解企业情况后，审批工作人员立
即开展工作，指导业主单位通过“零土
地”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承诺的方式简
化审批流程，并协调第三方环评单位
快速高效做好环评报告编制，从启动
编制到完成备案最终仅用了 10 天时
间，为项目开工节约了大量时间。

企业有所需，政府有所为。
余杭区深知，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市场经济的源泉之水，是市场主体的
生命之氧，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培育之

土。春节上班第一天，全省召开“新春
第一会”，提出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
革工程”，全省上下掀起打造营商环境
最优省活动。

余杭区迅速响应，在区分管领导
牵头部署下，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
分局也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深入贯
彻“一号改革工程”决策部署，立足生
态环境部门职责，结合余杭实际，深化
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推出《优化营商环
境绿色助企十二条措施》，从优化环评
审批、优化执法监管、优化包容审慎、
优化环保服务等四个方面，细化出台
十二条举措，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比如，我们发现企业在入驻时，
由于不了解审批流程，导致前期环评
编制时间长，我们就着力优化环评审
批，以‘店小二’服务精神，由审批工作
人员提供从环评编制到批文送达的全
流程代办服务，变‘企业跑腿’为‘代办
员跑腿’，为企业节省审批时间 60%以
上。再比如，一些企业因为不了解环

保法律法规，容易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我们就优化包容审慎，推行‘轻微违法
不予处罚’清单制度，对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
行政处罚；对积极整改，主动消除或减
轻环境危害后果的，从轻处罚；对因行
政处罚导致信用受损的，我们通过电
话、短信等方式提醒，为整改完成的企
业及时办理信用修复，帮助企业重新
获得政府采购、招投标、银行融资等资
格。”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
长。十二条措施推出以来，今年一季
度，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交出
一张亮眼的成绩单——优化审批服
务，主动对接 2023 年第一批省集中开
工项目 11 个；服务代办项目 46 个，总
投资额 99 亿元，上门指导 8 家重点企
业。优化执法监管，新增 19 家企业纳
入执法正面清单，作出不予处罚 3 件、
从轻处罚 9 家，减免金额近 100 万元，

信用修复 23 家。
优化营商环境需久久为功，杭州

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将以党建为统
领，充分发扬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团结凝聚统战人员力量，发挥硕士服
务团智库优势，积极作为，认真做细做
实绿色助企十二条措施，助力企业健
康成长，倾力优化营商环境，在推进共
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贡献余杭生态环
境力量。

余杭：绿色助企“十二条”
厚培近悦远来热土

南 苏 任东升 张 飞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上门开
展企业服务 （图片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余杭分局提供）

张梦月 陈彩萍 金陆燕

幸福是什么？有一种解释，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
适。近日，在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
街与洋泮路的街角，连片的花卉“瀑
布”格外引人注目，居民在散步之
余，体会到了“转角遇到幸福”的小
确幸。

这是上城区南星街道以“扮靓
阳台·花满上城”先锋行动为契机，
由社区党委发起，以“花为媒，邻为
伴”为主题开展的小区微景观营造
活动。此处正对着南星里·幸福邻
里坊的邻里会客厅，在热闹的烟火
气中，凸显出岁月静好、安之若素。

“ 前 几 个 月 邻 里 会 客 厅 改 造
得 挺 好 ，今 天 发 现 对 面 的 临 街 平
台也种满了花，真是赏心悦目，心
情都变好了。”住在附近的丁阿姨
感慨道。

为展示热情好客的亚运主人翁
形象，社区花艺爱好者共同决定对
临街的金棕榈9幢进行装扮，为南星
里·幸福邻里坊打造一处靓丽的花
海景观节点。小区党支部全面发动
党员、网格员、社区新乡贤和助企服
务员力量，上门动员居民和沿街商
铺一起参与。历时 5 天，800 盆鲜花
以大小不同的“小瀑布”造型出现在
临街露台、居民阳台、单元楼道气窗
上，像一幕幕奔流而下的花卉瀑布，
吸引着居民和过往行人，大家都点
赞其为“最美转角”。

漫步在南星街道，这样的“转
角 浪 漫 ”不 止 一 处 。 南 复 路 和 虎
玉 路 路 口 ，一 处 花 墙 让 过 往 的 行
人 忍 不 住 驻 足 观 望 ，布 满 繁 花 的
花帘垂落下来，假山叠石，层层叠
嶂，搭配色彩艳丽的海棠、蔷薇、
三 角 梅 ，花 意 诗 意 让 人 陶 醉 其
中 。 南 宋 皇 城 遗 址 的 和 宁 门 外,
南星街道精心打造的景观小品已
经 悄 然 绽 放, 松 柏 挺 立, 鲜 花 簇
拥。

为进一步号召居民迎亚运盛
会 、展 文 明 风 采 ，街 道 组 织 志 愿
者、热 心 居 民 等 发 起 阳 台 浇 花 行
动 ，同 时 自 发 为 街 角 的 花 景 浇 花
灌溉。

除了这些点位，接下来，为响
应城市文明大提升工作，南星街道
还将以馒头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为中心，在周边区域打造“花满山
南”，用花箱、彩绘的形式，将宋韵
风雅融于白墙黛瓦、前庭后院，让
游客宛如身处浪漫小镇。

“扮靓阳台·花满上城”先锋行
动是上城区喜迎亚运盛会开展“红
领上城·奉献亚运”大考大赛的一
项内容。“我们一共设置了七项先
锋活动，想要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的组织体系
与亚运工作体系相契合，让广大党
员干部在护航亚运中当先锋、作表
率 、展 作 为 ，全 力 打 好 亚 运 攻 坚
仗。”上城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

花为媒 邻为伴

上城区：转角遇到幸福
花海喜迎亚运

“扮靓阳台·花满上城”先锋行动 （图片由上城区南星街道提供）

不 用 掐 点 到 岗 ，在 家 里 就 能 干
活。近日，在海宁市许村镇，不少村、
社区与海宁市杰凯拉链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合作，企业出单、工坊接单、群
众做单，实现良性循环，有效解决就
业 与 家 庭 的 矛 盾 ，真 正 让 群 众 实 现

“顾家、打工”两不误。
今年，许村镇党委以党建联建为

纽带，积极推进“共富工坊”建设，深
入挖掘本地潜力，送项目到村、送就
业到户、送技术到人，构建“居家增
收”机制，让群众心里更暖、底气更
足、日子更有奔头。

前期，许村镇家纺人才协会在企
业走访中了解到，杰凯拉链科技有限
公司有一批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赶
不出来将会影响交货期限。了解到

相关情况后，人才协会立刻与许村社
区 协 商 寻 求 支 援 ，许 村 社 区 立 即 反
应，腾出仓库、落实人员、招募工人。

10 余 位 群 众 接 受 技 能 培 训 后 ，
领 取 了 25000 余 根 原 材 料 。“ 没 想
到，在家做手工也能挣钱，接单、送
货 也 不 用 自 己 操 心 ，能 安 心 照 顾 家
人 了 。”许 村 社 区 张 阿 姨 对 现 在 的

“工作”非常满意，边说边忙着组装
手里的拉链。

“通过将非关键性业务外包，我
们可集中力量开展核心业务，有效增
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大大缓解企业周
期性用工短缺问题。”杰凯拉链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一季度，杰凯拉链产
值同比增加约 30%。

对村社来说，许村社区、龙渡社

区、许巷集镇等 5 个村社统筹农村富
余劳动力，累计吸纳就业人数达 200
余人次，单次计件收入 200—300 元
不等。

许村镇在共富工坊打造中注重
社 会 的 全 面 发 展 ，不 单 单 强 调 为 群
众 增 收 多 少 ，还 注 重 群 众 个 人 能 力
素质的提升。工坊秉承“授之以鱼，
也授之以渔”的理念，邀请专业师傅
定 期 对 村 社 群 众 开 展 业 务 培 训 ，与
企 业 一 道 将 各 类 技 术 免 费 培 训 推
广。同时根据培训情况对群众技术
水 平 进 行 简 单 评 定 ，这 样 在 业 务 接
单 时 可 以 根 据 自 身 能 力 水 平 选 择
接单。

在 业 务 分 包 期 间 ，企 业 会 有 专
门 的 生 产 技 术 人 员 进 行 对 接 ，实 时

为 各 工 坊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并 对 分 包
生产情况进行验收。村社组织的一
些 活 动 中 ，也 会 组 织 党 员 参 与 工 坊
工 作 ，把 工 坊 打 造 成 村 社 全 面 建 设
的一个平台。

订单式工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赢。“居家增收”机制让
闲 散 劳 动 力 家 门 口 就 业 ，实 现 了 家
庭 和 增 收 两 不 误 。 此 外 ，一 些 村 社
通 过 组 织 党 员 志 愿 者 帮 助 完 成 订
单，有效增进了村社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

接 下 来 ，许 村 镇 将 继 续 擦 亮 品
牌，精准开展“扩中提低”行动，加强
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增
强许村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加快打
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新城。

送岗上门 就近就业

海宁市许村镇：深挖本地潜力 构建居家增收机制
沙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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