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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N”
为使帮扶企业得到发展、帮扶产品轻装上阵，由首

农食品集团与物美集团合作在双创中心一层建成“首农

物美帮扶超市”，通过补贴减免帮扶产品入驻手续费等

方式降低受援地区乡村企业运营成本，超市内帮扶产品

的种类、经营帮扶产品的面积均超过超市总体经营水平

的50%，形成了“菜篮子+消费帮扶”模式。

乘坐电梯来到二层的展览中心，各具特色的地区特

色展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映入眼帘，每个展厅中琳琅满

目的农副产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大米、青稞、坚果、牛肉

干、和田枣、花酿酒……顾客李女士高兴地说：“我经常来

这里‘采购’牛肉干，家里小孩特别爱吃。这儿的农副产品

都是从当地运输过来的，不仅风味地道，而且保证源头可

靠，像这种食品类的买回家既好吃又放心。”

据悉，立足北京市超大型消费城市市场优势和各方

要素优势，双创中心采用“1+16+3+N”的运营模式，即

搭建1个展示展销体验推介平台，建设16区消费帮扶分

中心，打造线下、线上、社会动员3种营销模式，引入N个

市场资源要素品牌对接，打通受援地区农副产品生产、

运输、包装、销售等全产业链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展示

展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消费参与帮扶的同时，带

动支援合作地区脱贫农户持续增收、上下游企业受益、

消费者获得实惠、多方互利共赢。

“党建＋”“金融＋”“IP＋”
记者了解到，双创中心不仅把党建与消费帮扶相结

合，形成“党建+消费帮扶”模式，并且充分运用北京市金

融优势，形成了“金融+消费帮扶”模式。一方面，通过制

作党建活动展板、聆听主题党课、体验消费帮扶等方式，

带领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了解北京市扶贫支援工作的发展，引导党员

干部采用“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参与消费帮扶。

另一方面，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率先在全国推出

了以消费扶贫为主题的信用卡——北京消费扶贫爱心

卡，实行线上线下帮扶产品“200减 100”“99减 50”等满

减活动，同时为北京市现有 550万张“北京工会会员互

助卡”开通消费帮扶属性，引导广大工会会员到双创中

心采购。促进北京市民消费的同时，形成帮扶产品与消

费者之间的黏性，从而带动受援地区乡村企业发展。

除此之外，双创中心开拓创新，打造了“和田玉枣+

和田玉”等 IP，购买助力包赠送和田玉盲盒，带动新疆

和田地区农产品与工艺品融合营销，相互促进销售。

“比如新疆和田地区的扶贫产业，洛浦县‘和田鸭’，

原本对接的餐饮企业因疫情停业，导致产品严重滞销。”

双创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新疆和田指挥部、市

扶贫支援办的大力推动与支持下，双创中心承担了1500

吨‘和田鸭’的销售任务，并发挥首农食品集团副食品加

工优势，把滞销产品做成烤鸭、酱鸭、盐水鸭等三种受消

费者欢迎的品种，让‘和田鸭’摇身一变成为‘百味鸭’，

大大提升了销量。”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双创中心的食品质量安全，在

二楼设立了食品检测中心，包含专业的检测仪器，对于

入驻商家的帮扶产品进行全覆盖检验，每日场馆售卖的

产品也会进行随机抽检，保障帮扶产品质量。

有一种情谊，跨越千里；有一种责任，砥砺前行。“双

创中心的展销会 365天永不落幕。”双创中心的工作人

员这样对记者说，“就像助农工作消费帮扶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本报记者 唐琪 实习记者 张馨予

本报讯（通讯员 张潇 张笑男）近日，北京市丰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邀请培训机构、家政服务企

业、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等11家单位共同赴内蒙古林

西县开展对接，通过完善协作机制、深化技能培训、创

新招聘新模式“三位一体”的方式，持续深化“京蒙劳

务协作”，与林西县人力社保局携手为农村牧区劳动

力开通“就业直通车”。

完善协作机制
签订协议+项目资金持续帮扶

双方共同签署2022年《加强劳务服务协作暨家政

服务劳务对接框架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地劳务服务

协作，扩大人力资源工作交流，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输

入协作机制，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京蒙劳务输出暨家政

劳务对接协作平台，为促进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提

供保障。在劳务协作项目方面，持续加大区级资金投入，

共涵盖专技人员赴京培训、京蒙招聘大会等项目，涉及对

口帮扶资金共计19.9万元。双方将围绕这两个项目加强

沟通交流，进一步完善人员台账，主动向已脱贫人口和边

缘易返贫人口提供帮助，促进稳岗就业。

深化技能培训
优势资源+需求资源有效匹配

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区域职业技

能培训资源，一方面支持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

优质培训机构上门办学，另一方面以林西县家庭服

务业、美容美发业为突破口，特邀北京家和堂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北京家嘉华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

家政行业培训机构和北京东方名剪美容美发连锁有

限公司1家美容美发培训机构，深入交流“家政护理”

“美容美发”培训对接机制，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推荐、

就业跟踪全链条的就业服务。持续组织北京无忧草家

庭服务产业集团委派优秀教师，采取“政府推动、无忧

运营、政企共建、落地深耕”模式，在林西县成立衡惠

无忧（林西）子公司，以“精准帮扶，促进就业，惠及百

姓，助推经济”的工作思路，推行“职业培训、母婴护

理、社区养老、病患护理、劳动力派遣、一体化服务”的

工作模式，形成职业培训到上岗就业全链条就业服务

机制，继续加强对脱贫人口进行催乳师、育婴员、养老

护理等就业技能培训。

创新招聘新模式
现场招聘+线上带岗+智能AI直播同步

在林西县人力资源产业园，由林西县人民政府、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林西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林西县乡村振兴局、林西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林西县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的“2022年

京蒙劳务协作招聘大会”隆重举办。在此次招聘活动

中，丰台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小爱科技有限公司自主设

计AI主播形象，首次采用“现场招聘与智能AI直播”

相结合方式，同时线上通过丰台人社、林西微赞平台

进行直播带岗，将现场招聘、直播带岗、智能AI同步运

行，合力打造三维立体就业服务模式，把招聘单位、招

聘岗位、福利待遇立体化地呈现给求职人员，让求职

人员更直观地了解用工企业和招聘岗位。

据了解，今年以来，京蒙劳务协作累计为林西县

转移农村劳动力1326人，其中来京就业23人（含脱贫

人口 16 人），省内就近就业数 1277 人（含脱贫人口

1073人），到其他地区就业26人（含脱贫人口18人）；

共向林西县推送14期招聘信息，推送210家单位，涉

及7743个岗位。

近日，在北京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务科张辉科

长的带领下，16名不同专业的医疗专家共同携手走进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在

扎赉特旗各医疗机构脚踏实地、倾心相授，凭借出色的

能力与真挚的情感服务于当地医院和百姓。

2018年以来，北京丰台区卫健委肩负起了对扎赉特

旗医疗卫生的帮扶重任。千里帮扶，惠及民生。就这样，北

京到扎赉特旗，行程1000余公里，北京丰台医疗帮扶团

队一次次踏上这片热土，带着一份深情厚谊，把先进的管

理理念、高超的医术奉献给了扎赉特旗的人民。

截至目前，北京丰台区已先后派出区属北京丰台

医院、丰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丰台中医院、丰台康复

医院、丰台妇幼保健院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多名

业务骨干赴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开展医疗帮扶工

作。援蒙期间，帮扶团队医师结合各自的专业特长，从

内科到外科、从临床到医技、从门急诊到病区，开展业

务培训和授课，开拓适宜新技术、新疗法，帮助建立完

善各项诊疗流程和制度，进一步提升当地医务人员的

诊疗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下乡义诊、抗击

疫情等工作，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带到当地百姓

身边，守护百姓的平安与健康，同时，扎赉特旗也派遣

多名医疗人员到北京进修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医院的

医疗服务能力。

健康帮扶，责任在肩。带着党中央和北京市的重

托，北京丰台医疗帮扶团队跨越千里行程，情系京蒙

帮扶，“医”路远航，认真践行着首都医务工作者的责

任与担当，把医者仁心和对当地百姓的无比热爱留在

扎赉特旗，为扎赉特旗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为京蒙

帮扶，为乡村振兴贡献应尽的力量！

北京丰台医院挂职扎赉特旗卫健委副主任汪晓丹供稿

三位一体深化“京蒙劳务协作”助力乡村振兴

丰台为林西劳动力开通就业直通车
千里帮扶 京蒙情深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草桥东路的首农双创中心大

厦。首农双创中心共分为两层，一层为首农物美帮扶超市，二

层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主题教育展板，以及针对北京对口

支援的7省90个县所打造的10个地区特色展馆组成，有西藏

拉萨馆、新疆和田馆、青海玉树馆、内蒙古馆、河南馆、湖北馆、

巴东馆、河北的张家口馆、保定馆和承德馆。

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原“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

心”）成立于2019年1月，由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原“北京市扶

贫支援办”）、北京市商务局牵头，首农食品集团会同北京市受

援地区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共同建立。截至2021年末，双创

中心已培育10家支援合作地区牵头企业，引入消费帮扶企业

500余家，展销帮扶产品4000多种，建立了企业稳定持续的

带贫益贫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2021年带动全市消费帮扶

销售额突破240亿元，累计带动脱贫人口近28万人。

其二是拓展消费扶贫领域新渠道，推广张湾区的

特色好产品。借助北京消费帮扶双创中心平台机制，

推动张湾区产品进入北京市场；同时，在双创中心丰

台分中心建立销售专区，已陆续推广40种特色产品。

据介绍，像张湾区当地的走地鸡、猕猴桃、菌菇酱、羊

肚菌等销量非常好，很多市民争相前来询问购买。

记者：听说您在张湾区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为

当地建设了首个游乐园，可以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李建峰：这故事要从我初到张湾区时说起，和女儿

打电话时，她追问我这边有什么好玩的游乐园。调研之

后发现整个张湾区主城区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儿童乐园，

距离最近的也要驱车一个半小时到郧阳区。去年10月

回到北京我第一时间走访了北京市儿童乐园热搜榜第

一名的绿野仙踪郊野公园，和张湾区非常契合。但是经

过沟通，绿野仙踪执行董事长苏强基于品牌输出、人流

量、消费市场等顾虑没有立刻决定。

今年2月我第二次来到绿野仙踪，带来了张湾区

可以提供的政策支持和已经成功的案例项目，回北京

三天的时间，我和苏强就绿野仙踪落地十堰谈了整整

两天。5月我再次带着优渥的招商政策和初期在张湾

区选定的5个地块供其选择，除此之外，我们甚至将停

车场规划、水电基础设施改造、餐饮配套引进等都进

行了整体考虑，将可能存在的顾虑提前谋划并给出完

备的解决方案。8月中旬，绿野仙踪郊野公园将作为张

湾区第一个大型无动力乐园签订框架协议，并在不久

的将来建成落地，让这里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的游

乐园感受童年的快乐时光。

记者：可谓是“三顾茅庐”为张湾的孩子们建起了

游乐园，那您觉得这些项目最终选择十堰和张湾的原

因是什么呢？

李建峰：因为我们的真诚吧。这是一方面，更多的

应该是看到十堰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这里运营成本

相对较低，竞争压力小，可以做到人无我有，其次营商

环境好、政策倾斜度高，利于企业发展。基于这些因

素，越来越多的项目成功落地十堰。

记者：作为挂职干部，即将回到丰台的本职岗位

上来，您有什么感受吗？

李建峰：一年多的“堰遇”即将结束，带着一丝遗

憾也带着满满的获得感，这一年是我飞速成长的一

年，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次挂职经历对我

今后不断提高解决问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都大有

裨益。挂职期间，自己和十堰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十堰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会继续讲好“十

堰故事”和“丰台故事”。

（上接1版：《跨越1000余公里共话“京堰”挂职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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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金融＋”“IP＋”北京首农消费帮扶双创中心创新帮扶模式

打造 天永不落幕的展销会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