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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看文明

评
快

创建文明城市
大 家 谈

渭滨区卫健局工作人员王燕：

市民文明意识越来越强
一座城

市的文明程
度 体 现 在
市 民 的 文
明素质上。
近年来，市
民的文明意

识越来越强，
过 马 路 不 闯 红

灯，坐公交主动排队，垃圾分类入箱
不乱丢，开车礼让行人……我觉得，
这些文明行为已经成为每位市民的
日常生活习惯，牢牢地印刻在大家
的思想上，体现在行动上。

小餐馆经营者王雯 ：

剩菜打包成常态
我们小

时候就会背
《悯农》这首

诗，种粮食
的 辛 苦 大
家都知道。

每次客人点
菜 的 时 候，我

都要主动提醒他
们按需点餐。但难免有些客人点得太
多吃不完，以前一些人爱面子嫌麻烦
吃不完就不要了，让人看着很可惜。
这几年，我觉得大家的节约意识增强
了，聚餐点菜不再追求阔气了，吃不
完的剩菜剩饭也主动要求打包，这已
经成为一种常态。

（本报记者李晓菲整理）

信达出租车公司“的哥”姜磊：

文明用语成为“流行语”
“ 师 傅，你

好！”“ 谢 谢
你！”“请问多
少钱？”……
现 在 我 每 次
出 车，乘 客 上

车后对我说的
大 都 是 这 些 文

明 用 语，让 我 感 觉
心情特别舒畅，感觉咱们宝鸡人
的文明素质就是高。在日常生活
中我也发现，像“你好”“谢谢”等
文明用语已经成为大家的“流行
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更加舒
畅、温馨了。

记者拨打我市部分窗口服务单位热线发现 ——

接线员用语文明服务热情
本报记者 马庆昆

窗口服务单位热线电话

为群众答疑解惑，其服务质量

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8 月

31 日，记者拨打了几个不同

单位的服务热线，接线员都接

听及时，用语文明，回答问题

耐心细致。

当日上午，记者首先拨

打了“12345”市民热线。一名

女话务员接通了电话，在记者

询问“12345”市民热线的受

理范围后，她非常礼貌地回

答 ：“您好！我们受理的内容

是宝鸡市以内除紧急、救急、

公安警务和没有纳入热线整

合以内的行政管理、政务服务

事项，以及没有被其他部门受

理的问题。”在记者询问所咨

询的问题多长时间能答复时，

这名话务员热情答复：“投诉、

建议工单是 10 个工作日 ；咨

询类工单是 2 个工作日 ；求

助类工单是 5 个工作日。”

接着，记者拨打了市车

管所服务热线，电话只响了一

声，一名工作人员便接听了电

话。“六年以内的车是免上线

的，只需每两年到车管所年审

一次！”在记者询问审验机动

车的相关问题后，这名工作人

员非常热情，她说，如果离车

管所近可以开车来，如果较远

的话，在网上就能办理，并且

还主动告知了市车管所的上

下班时间。解答完后，记者在

电话中对她说 ：“谢谢！”这

名工作人员热情地回答：“不

客气，如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打

电话咨询！”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热线

电话，询问公积金贷款相关事

宜，对方都热情、耐心地给予

回答。

让
服
务
热
线
成
为
暖
心
线

马
庆
昆

窗口服务单位的热线电
话是政府部门服务群众的“暖
心线”，其回答和服务能否让
群众满意，关系政府在群众中
的形象。

“良言一句三冬暖。”热
线电话的服务和群众并非面
对面，而是全靠语音交流。话
务员态度温和、服务热情耐
心会让群众在电话的另一端
感觉到暖暖的 ；如果话务员
高高在上、态度蛮横、敷衍了
事，群众心里就会冷冷的，从
而难免对政府部门的服务产
生意见。

热线电话也是对外服务
的“一扇窗”。外地人来到宝
鸡，有不明白的地方打热线电
话咨询，话务员的服务态度就
是留给外地人的第一印象，话
务员的文明程度如何也就代
表了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因此，热线电话不仅是
接受群众咨询的“问事处”，更
是展示我市城市文明的“大窗
口”，相关部门务必重视，力争
越办越好。

宝鸡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金台区曙光路社区南新民巷小区 ：      

昔日乱糟糟  如今亮堂堂
本报讯 最近以来，金台区曙

光路社区南新民巷小区完成了从

“乱糟糟”到“亮堂堂”的转变，不但

小区硬件设施和面貌焕然一新，而

且在将家风家训等文明建设融入

小区改造后，文明指数稳步提升。

“看，这是家风家训文化墙，

这是党风廉政宣传墙……小区的

变化很大，上千居民也心情舒畅。”

曙光路东社区党支部书记韩晓芸

告诉记者，以前这个小区环境让人

“头疼”，很多地方杂草丛生，下雨

天更是雨水横流。前不久，社区投

资 60 余万元，先后硬化了路面，添

置了健身器械，还建起了以家风家

训、党风廉政为主题的文化墙，小

区彻底旧貌换新颜。与此同时，改

造完成后还专门展示出小区改造

前后的对比照片，引导居民共同努

力，维护小区环境。

76岁的居民陈金凤告诉记者，

她在南新民巷小区住了50多年了，

现在小区变了模样，大家心里也敞

亮得很。楼上楼下的住户在倒垃

圾、停车等方面变得更加文明自觉

了，而且社区需要志愿者的时候，

大家伙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加。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整治市容环境 提升城市形象 居民在改造后的小区锻炼

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关华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是党中央在当前经
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
下，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
提出的要求，意在稳住经济基本盘，
兜住民生底线。其中，“稳”和“保”
的第一条都是就业，这就充分说明，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有做好了就
业工作，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
权，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就业问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的体现，也是经济工作的底线
所在。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民生，“六
稳”“六保”就失去了抓手和意义。特别
是在今年的特殊情势下，做好就业工

作，就是让老百姓端牢自己的饭碗，
生活有最基本的保障，才能踏踏实实
立足本职岗位、创造社会价值。换句
话说，稳就业工作做得好，提供就业
岗位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也就有了基
础，经济发展正常运行就有了保障。

稳就业要用活一个“新”字。“新”
首先体现在不断开发开拓新的岗位。
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的业态不
断涌现，带动新的就业岗位层出不穷。

相关就业保障部门要敏锐把握市场变
化，对新的就业岗位进行梳理，制定行
业规范，对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引导新
业态健康长远发展。此外，“新”也体现
在善于运用新的手段，开展就业服务。
例如，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组织
就业人员线上培训，开展云招聘、云服
务，实现就业服务的创新。

稳就业也要突出重点。高校毕
业生是新的就业群体，需要突出重

点，提升就业技能，保证高质量就业；
农民工群体稳定性差，流动性强，要
依据群体特点，积极开展就业援助，
消除农民工家庭零就业，为社会稳定
作出贡献。

实现稳就业目标是一个长期艰
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
能一帆风顺，而是要全社会共同关
注、共同发力，始终把稳就业看作最
大的民生，开动
脑 筋，开 拓 创
新，寻求切实可
行的办法，确保
就业目标顺利
实现。 评

快

（上接第一版）

地摊经济不仅让宝鸡的夜晚增

添了烟火气、时尚气，更点亮了不少

市民的创业梦想。每天下班后，市民

刘静和闺蜜就来到市区盛世广场练

摊。刘静说，地摊成本小、客流大、回

本快，通过练摊，她梦想有一天拥有

自己的事业。

通 过“ 夜 间 经 济 ”“ 地 摊 经

济”“人才夜市”等多种方式，我市不

断开发、开创新的就业岗位，认真落

实就业优先政策，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从场地、服务等方面提供

便利，激发了全民创业热情，激活了

消费市场的活力。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新

增市场主体 19840 户，其中个体工

商户达到 1.3 万户。这一数字，是我

市培育新业态、做好大服务的最好

佐证。

服务保障  念好“促”字诀
“如何评估市场？”“如何制订

利润计划？”前不久，在线上SYB

创业培训班上，我市 33 名学员坐在

家中，通过“云课堂”学习创业知识，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今年，针对疫情防控特殊情况，

我市人社部门按照“不聚集、学技

能”的思路，实施“互联网+ 职业技

能培训计划”，大力开展就业技能、

创业技能、职业技能和中期技能培

训，累计线上培训2.5万人；举办“春

风行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扶贫等

专场招聘会和“直播视频”“网上招

聘超市”“连线就业”等线上线下招

聘活动 75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12.5

万个。此外，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助

力脱贫”精准就业帮扶、“青春奋斗”

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援企惠民”

政策服务落地等 6 大活动，掀起就

业创业的新高潮。

为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我市

出台《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十五条措

施》，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

行动，深化就业见习、就业体验等服

务，通过扩大企业吸纳规模、基层就

业规模、招生入伍规模、就业见习规

模等，帮助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底线兜牢  念好“保”字诀
32 岁的刘冬是金台区金河镇

人，一直在苏州工作，今年因疫情

没有外出务工。复工复产后，金台区

人社局在调查摸底时，向刘冬提供

了就近工作的岗位。权衡考察后，刘

冬决定在一家食品厂上班。“家门口

就业，生活成本低，不失为一个新选

择！”他说。

今年以来，我市加强动态管理

和跟踪服务，不断扩大返乡留乡农

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培育合作

社、居家手工艺作坊、村镇工厂（社

区工厂）、扶贫车间等，累计认定村

镇工厂 106 家、就业扶贫基地 137

家，就近就地吸纳就业 1.96 万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 4281 人。此外，我

市建立健全扶贫公益专用岗位体

系，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问题，积极

向困难家庭大学生和残疾大学生

开展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

让老百姓端稳饭碗，是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面对这一民

生“必答题”，我市向全社会交出了

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