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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春风送
真情，服务暖民心。3月2日，奇台县举办
2023 年“春风行动”暨服务准东专场招聘
会。此次招聘会，以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者、进城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为重点招聘对
象，旨在为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搭建一个面
对面、零距离的供需平台。

招聘会现场，各企业纷纷亮出自家“靓
岗位、好待遇”，求职者一边仔细筛选岗位，
一边详细询问用工企业待遇问题，企业招
聘工作人员积极为求职者答疑解惑，现场
气氛热烈。一些工资待遇优厚的企业吸引
了众多求职者的关注，许多求职者和招聘
企业现场沟通后，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今天这个招聘会办得很好，提供的岗
位挺多，感觉适合我的岗位不少，希望以后
多举办这样的招聘会，给我们刚毕业的大
学生更多就业机会。”奇台县奇台镇犁铧尖
社区居民谢伊努尔·阿布都拉说。

据了解，参与这次招聘会的企业有98
家，提供涉及管理人员、安全员、服务员、驾
驶员、财会、文员、普工等26个工种526个
就业岗位。现场吸引了近 2000 多名求职
者，当场达成就业意向983人，发放宣传材

料3000多份。
“今天，我带领辖区 60 多位居民参加

招聘会，已经有四五个人跟企业签订了用
工协议。希望今后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给更多未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大学生提供
就业平台。”奇台县奇台镇犁铧尖社区劳动
保障专干马红霞说。

作为奇台县的品牌餐饮企业——利源
食府当天带来了厨师、服务员、前厅经理等
招聘岗位，招聘人员耐心向求职者介绍企
业情况、招聘流程等。“非常感谢政府提供
这样一个好平台，给我们餐饮业提供招聘
人才的机会，我们在奇台县城有好几家店，
可以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在家
门口找到工作。”奇台县利源食府门店经理
李永良说。

奇台县就业服务局公共就业办公室专
干马晓菊介绍说：“我们针对春季奇台县和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
者比较多的情况，开展了这次招聘会，可吸
纳近5000人就业，有近3000名求职者前来
应聘。3月7日，我们还会开展一期妇女专
场招聘会，利用‘春风行动’活动，尽最大努
力为各类就业群体和企业牵线搭桥，服务
奇台县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麦迪
娜·阿布都拉报道：3月1日，呼图壁
县园户村镇举办 2023 年“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会，通过“点对点”招
聘，把15家企业、合作社共30多个
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招聘现场人来人往，不少群众
闻讯前来咨询、应聘。招工企业向
求职者介绍公司情况、工作环境、用
工需求、薪资待遇、工作内容等信
息，帮助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岗位。
乡镇机关干部为求职群众发放企业
招聘简讯，并提供就业政策咨询。

求职者丁玉萍说：“把招聘会开
到乡镇村庄，方便了农民找工作，还
能照顾家里，政府为农民服务很细
致，让我们深受感动。”求职者苗载
芬说：“我和老公来应聘，找到了适
合他的岗位，工资待遇也挺好，非常
高兴。”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涉及纺织
服装、酒店餐饮、劳务派遣、化工等
多个行业，吸引了当地 150 多名富
余劳动力求职咨询，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30多人。

呼图壁县园户村镇副镇长陶乐
说：“举办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群众
提供了一个平台和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让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今后，我
们要加强与县劳动就业部门的配
合，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招聘的形式，
精准提供就业服务，把就业职位送
到农民家门口，促进各类重点群体
尽快实现就业，帮助企业解决招工
难题，真正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
里’。”

本报讯 通讯员张德峰报道：3月1日，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农民董生伟到离
家500米远的丁家湾粉条加工厂上班。从
2018年3月开始，董生伟忙完家里的农活就
到粉条加工厂上班，共挣了8万多元的工资。

“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要靠勤劳致富，把
日子过得更好。”董生伟说。

眼下还是农闲时节，二工镇农民农闲
人不闲，就近在家门口的企业打工增收。
董家湾村与吉木萨尔县产业园相邻，在二

工镇劳动保障所积极协调下，150 多名农
民进厂务工，除了耕地之外多了一份收入。

二工镇今年在“科技之冬”活动中，组
织农民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培训，为外出务
工农民“充电”。2022年以来，二工镇推行

“小工厂＋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拓
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新增企
业6家，固定用工576人，就地季节性就业
人数达 6578 人次，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靠劳动和技能赚钱。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晶报道：近日，奇
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县域网络市场
营销主体行政指导会，规范网络市场交
易秩序，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释放网络市场主体活力。

这次行政指导会，以“服务市场主
体，激发市场活力”为核心，聚焦网络市
场主体在网络交易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痛点”类消费投诉、营销广告宣传等，对
30余家医药企业代表、电商平台经营者
代表、“奇台面粉”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
营企业，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和行政指导，
并向各企业印发了商标、专利知识产权、
维权保护网络交易规范等行政指导提示
单，引导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落实经营
主体责任，营造稳定、公开的市场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任晓燕、田亚男报
道：近日，吉木萨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
开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培训会，督促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县
39 家食品生产企业、幼儿园、学校负责
人及食品安全员、监管人员共计60余人
参加会议。

会上，有关科室负责人详细解读了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并结合梳理、
制作的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档案
材料各类模板，对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负责人、食品安全
总监、食品安全员岗位职责，严格落实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等近
期重点工作进行说明。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张彦蕊报
道：眼下，正是果树管理的重要时期。连
日来，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
员深入乡镇积极开展果树修剪技术培
训，进一步提高果农技术管理水平，为林
果业提质增效和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
础。这次培训从2月22日开始持续到3
月底。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大有镇大有村
的一处果园里，技术人员正在为村民讲
解西梅树修剪技术，并结合果农实际管
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指导果
农现场操作。韭菜园子村村民刘兆军家
有200多亩地的果园，通过技术员讲解，
他学到了不少的管理技术，增收的信心
更足了。“参加培训后，我学到了嫁接、修
剪等技能，以后不用花钱雇人管理果树
了。”刘兆军高兴地说。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嫁接、修剪、病虫
害防治等技术，通过理论讲解和现场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指导果农掌握关键技
术，提升果品质量，增加果农收入。

奇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县域网络市场营

销主体行政指导会

吉木萨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培训会

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

开展果树剪枝和嫁接

技术培训

靓岗位 好待遇 送真情

奇台县举办“春风行动”暨服务准东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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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走进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
中心村万世养殖专业合作社，一排排养殖
笼中，灰色的鹌鹑或觅食或嬉戏，看到有
人靠近，发出阵阵“啾啾”声。养殖笼架
上，不规则地散落着一颗颗拇指大小的鹌
鹑蛋。“别看这些蛋小，金贵着哩！”鹌鹑养
殖项目负责人梁春森一边忙着将鹌鹑蛋
分拣至框内，一边笑吟吟地说。

梁春森是一名“80 后”，2021 年，他
了解到鹌鹑商业价值高，从出壳到产蛋
只需45天，鹌鹑肉、蛋是很好的滋补品，
市场需求旺盛，好喂养、投资小、见效快，
是不可多得的短平快项目。

梁春森看中这一商机，毅然告别了
上班族的安逸生活，在九运街镇六运中
心村租赁养殖场地开始养殖鹌鹑。

万事开头难。梁春森一边筹集资
金，一边启动养殖场的选址建设，从养殖
二三百只鹌鹑开始创业。起初，养殖的
鹌鹑成活率低，六运中心村党总支书记
阿不拉·米牙孜得知后，给梁春森联系周
边的鹌鹑养殖合作社让他参观学习，多
次协调镇农技专家前来现场指导。梁春

森特别好学，能吃苦，天天钻进养殖大棚
里不出来，观察鹌鹑的一举一动，了解鹌
鹑生活习性，经过一番努力鹌鹑的成活
率稳定了，产蛋量也渐渐增多，周边的客
户纷纷找上门采购，鹌鹑蛋成了抢手货。

梁春森没有沾沾自喜，开始钻研摸
索更科学的养殖方法。他常常待在养殖
大棚里观察，看鹌鹑吃食是否正常，饮水
是否充足。总结出鹌鹑产蛋期间温度要
控制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棚里的饮
水器一旦缺水，鹌鹑就容易死亡等经
验。为此，梁春森安装了半自动化刮粪
板、电控温度计等设备。

经过三年摸索，如今，梁春森在注射
疫苗、把控产蛋品质等方面驾轻就熟，已
然成为鹌鹑养殖的行家里手。现在，他
的养殖场占地面积已发展到 1000 平方
米，鹌鹑存栏量已达到3万多只，日产鹌
鹑蛋 200 公斤左右，供应乌鲁木齐市北
园春、九鼎、新联市场等大型批发市场和
商店。按照每公斤 16.5 元的批发价售
卖，一天收入达到3300元。除去生产成
本，一年至少收入15万元。

小鹌鹑摇身变成了“致富鸟”，梁春
森致富不忘乡邻，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
养殖经验全部传授给村民。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梦想是脚踏
实地干出来的！”梁春森谈及未来的发展
满怀信心，他打算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鹌鹑养
殖，带动更多农户养殖鹌鹑实现增收。

梁春森：小鹌鹑养成“致富鸟”
本报记者 常昊 通讯员 王晓雪

图为梁春森在养殖场收鹌鹑蛋。
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