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出务工动身早 本地用工需求旺
——在山西劳务输出大县感受开年活力

初春的吕梁山，寒意依旧，但在吕梁
市临县的街头却早已暖意融融：满载务工
人员的大巴陆续出发；店铺摊位林立，美
食和各种小物件吸引着人们驻足购买；香
菇大棚、扶贫车间里人们辛勤劳作……一
幕又一幕的场景，是这个劳务输出大县的
人们为增收致富忙碌的鲜活写照。

2 月中旬，临县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总
经理马永珍已经提前完成了目标任务。

“以前这个时间节点向外输送 200 多人，
但今年我们已经分三个批次，向青岛、南
通输送了 330 人。”马永珍说，他们大多是
40 多岁的壮劳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月
工资大多五六千元。

“往年正月十五后才会陆续走出家
门 的 妇 女 们 ，今 年 提 前 了 10 天 外 出 打
工。”红马甲家政临县公司负责人秦红
说，眼下，在太原、北京等地，来自临县的

家政人员纷纷上岗。
临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人多地少的现状促使临县人走南闯北，外
出谋生。这个吕梁山深处的山区县，总人
口 近 66 万 ，在 外 务 工 的 人 数 就 有 近 16
万。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
振玉说，临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吕
梁市、太原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务工人数有
10万多人，县城务工的人数有 5万多人。

不仅外地务工人员动身早，本地就
业形势也火热。去年以来，临县新增了
约 4500 家市场主体。走在临县县城主干
道，商铺、摊位林立，记者感受到了这个
山区小县的活力。

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街道，分布着约
400 家小吃摊位和店铺。晚上 10 点多，街
道上不少小吃摊位还没有打烊，有的摊位
前还排起了长队。一家卖臭豆腐的摊主王

敏说，虽然客流量比不上春节假期，但现在
生意依然不错，一天可以卖100多份。

“这些年，脱贫攻坚期间布局的农业
产业项目在临县发展壮大，带动了很多人
就近就业。”张振玉说，现在每个村的保洁
等公益岗位可以满足大龄群体就业，还有
扶贫车间、设施农业等产业项目，让返乡
的务工群体在家门口增加了一份收入。

位于临县县城的易地搬迁小区配套
建成的鸿利来箱包厂，可以解决小区 180
多人就业。负责人郭小东说，眼下他还
在建新的厂区，新厂建成后，还要增加用
工 200 人左右。“现在新订单不断，我们用
工成本相对比较低，厂子盈利不错，能够
实现可持续发展。”郭小东说。

在临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快递、外
卖以及电商等相关岗位，吸引着年轻人
参与其中。36 岁的张国锋是一名分拣送

货员。“这两年，在县城工作，每个月收入
6000 元，虽然比在城里挣得少些，但省去
了租房、路费等开销，还能照顾孩子和老
人。”他说。

走进城庄镇小马坊村，一排排现代化
的温室大棚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
如今，这里建成出菇大棚 131座，年产香菇
120 万公斤，香菇大棚常年和临时的用工
人数最多能达到 340 人。今年春节假期，
56 岁的村民田平贵一直没有闲下来。他
在大棚打工，一天收入有 100多元。

“这些年，越来越多返乡大龄就业人
群，除了回家种地外，还能在家门口谋
份工作。”临县县委常委、城庄镇党委书
记孟飞说，临县有不少类似种植香菇这
样的产业项目，劳动强度不大，不仅吸
纳就业强，还能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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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亚琴） 2 月 18 日—
19 日，大同大学的学生陆续返校，寂静许
久的校园恢复了喧闹与生机。

18 日一早，学校保卫处工作人员在校
门口迎接学生归来，有的帮助提行李、引
导 学 生 入 校 ，有 的 认 真 查 看《返 校 审 批
表》，现场秩序井然。

校园内的横幅十分吸引眼球，“春暖
花开添风采，莘莘学子喜归来”“最美的遇
见是同大相见，最念的归期是恰是今日”

“春暖花开迎君归，别来无恙启征程”……
宿舍楼内，宿管也早早在门口等待，

他们有序引导学生完成登记环节，帮助搬
运行李箱。“开学前，我们已经对宿舍和食
堂的电路设施、消防器材等进行了安全大
排查，全力为师生员工营造安全文明、和
谐有序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工作人员表
示。宿舍里，学生们在整理床铺、打扫卫
生，对新年新学期充满期待。

据了解，大同大学 2023 年春季实行分
批错时错峰返校，18 日为 2022 级、2021 级
本科学生返校，19 日为 2020 级、2019 级本
科学生、研究生返校，20日正式上课。

本报讯 （记 者 纪 元 元） 大 同 青 创
城立足我市产业定位及发展需求，努力搭
平台、帮创业、促就业，为青年创业群体的
梦想保驾护航。

青创城 2021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引导
并集聚现代服务业项目及青年人才，为其
提供办公、社交、生活、展示、实践、交流、
合 作 及 政 策 申 报 、金 融 对 接 等 一 站 式 服
务。目前已入驻企业涉及跨境电商、文化
创意、广告传媒、互联网+及数据标注、客
服中心等创新型服务行业共 37家。

“自 2022年底起，我们每周定期举办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不同形
式的创业沙龙，及电商、新媒体、短视频直
播等行业创业培训，曾先后承办举办了创
新服务交流会、2022 年‘创客中国’山西省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大同初赛等活动。
日前正参与筹备第三届大同市创业者峰
会。”优客工场城市合伙人、大同青创城负
责人希望能借助活动，为广大有志青年搭
建服务、交流、合作平台，构筑创新资源的

“强磁场”和人才要素的“蓄水池”。

本报讯 （记者 丁亚琴） 2 月 17 日，
市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心的学生们走进
平城区消防救援大队西街站，感受“奇妙
的消防之旅”。

一 到 站 里 ，孩 子 们 就 被 整 齐 的 消 防
员 队 伍、威 武 的 消 防 车 和 新 颖 的 消 防 装
备 器 材 所 吸 引 。 在 家 长、老 师 和 消 防 员
的 带 领 下 ，他 们 近 距 离 观 看 了 消 防 员 的
起 居 、着 装 、工 具 、消 防 载 具 ，消 防 员 耐
心 讲 解 了 各 种 器 材 的 用 途 及 使 用 方
法 。 随 后 ，孩 子 们 坐 上 消 防 车 ，参 观 了
消防教育馆。

“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学到了很多消
防知识，今后在生活中遇到火灾隐患，也
知道了该怎么办。”一名学生家长说。

市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样的社会融合性活动，也是康
复治疗中的重要一环，这种方式让孩子们
尽可能地多接触社会，提高适应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刘剑） 随着医疗美
容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各种团购平台、短
视频网站等通过精准推送，使各类医美服
务“直击”消费者视野。日前，市市场监管
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
医疗美容时，远离网络宣传编织的“美丽
陷阱”。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美
容机构必须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在诊疗范围内明确医疗美容项目后方可
开展执业活动。仅取得营业执照而没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或诊疗范围没有医美
项目的，不得开展医美服务。同时，医疗
美容项目必须在医疗美容机构内开展，生
活美容场所等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医疗
美容。操作人员需要同时拥有《医生资格
证书》和《医生执业证书》，并取得医疗美
容主诊医师资格，才可以实施医美项目。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医疗
美容区别于一般按摩、美甲等生活美容，
是具有侵入性的操作，在接受医美服务
前，一定要慎重考虑，权衡利弊，选择正规
医美场所接受正规医师的服务。消费者

应增强维权意识，接受医美服务前一定要
签订协议，明确医疗美容项目、内容、权
利、义务，避免责任不清造成纠纷。

此外，医疗美容的任何项目都有一定
风险，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医疗广告
中不允许出现对诊疗效果的保证性承诺，
也不允许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患者做推
荐、证明。面对网络媒体五花八门的推广
宣 传 ，消 费 者 要 保 持 理 性 ，不 要 盲 目 相
信。线上查询相关店面信息时，要注意核
实证照信息，选择“亮照亮证”且与线下证
照一致的机构。

分批错时错峰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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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警惕医美宣传陷阱

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48家流动商贩被清理
本报讯 （记者 杨昱郁） 为进一

步营造良好城市环境，优化城市管理
秩序，解决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问题，连
日来，平城区城市管理局环境治理监
督大队开展了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这里不能摆摊，不仅影响市容，货
物堆放在便道上也影响交通，快收起
来！”“货物不能堆放在店外，请搬回店
内。”“请把门前积冰清理干净。”……在
下寺坡街、永泰街、教场街等路段，执法
人员针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商户门前
堆放杂物等进行清理整治。

执法人员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整

改相结合，向 350 余家门店宣传“门前
五包”责任制，讲清政策、普及知识，惩
教结合，清理流动商贩 48 家，督促清
理门前堆物 6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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