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星报电子版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www.ahcaijing.com 0303政务政务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 星级编辑星期一 星级编辑//蔡富根蔡富根 组版组版//方 芳方 芳 校对校对//陈文彪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11月份，合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3.6%，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较大。根据有

关规定，已达到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启动条件。记者从合肥市

了解到，目前，合肥多部门决定启动全市特困群体生活价格临

时补贴联动机制。

此次补贴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据悉，2021年11月份CPI同比涨幅低于5%（不含），根据

有关规定，现行每人每月补贴标准应为本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的8%。根据合民〔2021〕59号文件规定，合肥市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717元，确定2021年11月份合肥

市特困群体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精确到元，元以下四舍五入）

为：月每人57元，自2021年11月起开始实行，后期单月价格临

时补贴标准的确定或价格临时补贴中止另行通知。

相关负责人介绍，价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按月发放

的方法，补贴资金来源及发放时限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落实，其

中合肥市11月份特困群体价格临时补贴于12月底拨付到

位。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巢湖等四县一市按照合肥市政府

统一部署，统一启动或中止价格临时补贴联动机制。

“这个小程序确实很方便，手机上点几下，周边合适的工作

岗位就主动推送给了我。”家住合肥市青年东区的失业人员王

文静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现场注册并使用“社区快聘”微

信小程序并掌上投递简历，系统很快推送了相匹配的岗位。

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获悉，该市把服务社区居民家门口

就业作为最大的就业民生工程，精心搭建“社区三公里智慧就

业”平台，自平台上线以来，登记求职人数10.9万人，企业注册

数2.2万，累计提供岗位需求近20万个。平台累计浏览量超

过100万，用户投递简历数量13万份，推荐成功灵活就业1万

多人。目前，“社区三公里智慧就业”平台已覆盖全市城区370

个社区，覆盖率95%以上。 ■ 范家生 李曼曼 记者 祝亮

试点先行 打开就业服务“新局面”
46岁的张玉兰住在庐阳区的建华社区，通过“社区

快聘”微信小程序找到了一份耿福兴餐饮庐阳万象汇店

的后厨工作。张大姐说：“以前找工作还需要去中介，或

者每个店上门询问，现在有了小程序，非常方便，找工作

也不麻烦了。”

2019年，合肥市确定庐阳区为“社区三公里智慧就

业”试点区，积极鼓励庐阳区人社部门和新安人才网开展

合作，通过与新安人才网的充分调研和多次对接，选取了

建华社区和连水社区作为全市社区三公里就业圈先行试

点，搭建“互联网+智慧社区就业”平台。在试点成功后，于

2019年11月份，面向全区全面铺开社区智慧就业工作，覆

盖全部乡镇、街道，社区村居覆盖率99%以上。

“社区三公里智慧就业”平台改变公共招聘网服务白

领阶层，服务中、高层次人才的观念，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根

本出发点，在平台设计、服务体验度、操作便捷上下功夫，

让普通社区居民一看就懂，一用就会。这种新的就业模式

将社区内闲散的劳动力，充分精准地配置到社区周边有招

聘需求的小微企业中，在达到社区居民充分就业的同时，

降低了小微企业招工、用工成本，也降低求职者交通等就

业成本，实现招聘求职“双赢”。

多管齐下 畅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许多社区大龄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在社

区周边附近就业意愿比较强烈，但是因招聘信息查找不便

等原因，难以实现就近就业。同样，社区周边诸如商超、便

利店等小微企业对就业技能要求不高，工作时间灵活，也

愿意招聘社区周边居民，但由于招聘信息不通畅等因素，

用工单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刘玲家住庐阳区连水社区，是一名全职妈妈，有了智

慧社区就业系统牵线搭桥，如今她成了合肥企翔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的客服人员。“我先扫二维码录入了个人求职信

息，随后社区通过就业小程序将我推荐给了这家公司，单

位离家挺近，待遇不错，还可以照顾一家老小，我没想过疫

情期间找工作还这么方便。”她对这份新工作表示满意。

刘玲口中的二维码，正是该区已在辖区镇街、村居小区宣

传栏、物业中心等处广泛宣传张贴的“智慧社区就业小程

序”二维码，它既方便了居民“扫码”寻岗、在线匹配、精准

求职，也为招聘企业和求职者架起24小时不间断的沟通

桥梁，利用智能“大数据”、便捷手机移动端的优势，推进解

决“招工难”和“就业难”。

抓调度 探索就业服务“新路径”
合肥市通过积极构建包括“社区就业”小程序、“社区

招聘管理服务”和“社区E聘”三大就业功能端为支撑的智

慧就业系统，重点围绕三类人群，实现登记服务高效化，精

准对接贴近群众，实现匹配服务实时化，优质高效吸纳企

业，实现招聘服务便捷化，有效促进社区居民“家门口”就

业，形成线上线下服务全面融合的智慧就业服务体系，帮

助社区居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向社区周边工厂、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通畅的招聘渠道和展示窗口，

建立和完善网格化社区就业服务。

“本来我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不是很了解，对就

业方向也很迷茫，现场咨询后，对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的

各种扶持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家住葛大店社区的陈

东波今年刚毕业，经过社保站工作人员推荐社区招聘会

后，他感觉获益匪浅。

星报讯（记者 秦缘） 记者从17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

年来，全省农商银行系统逐步发展成为

“助力脱贫攻坚的骨干银行、支持乡村振

兴的领军银行”，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特

别是“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到2021年11月末，全省农商银行各项存

款余额13947亿元，较年初增加1663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10194亿元，较年初增

加1206亿元。贷款规模首次突破一万亿

元，存贷款新增量均已连续三年超千亿，

为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金融动能”。

据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

记、理事长钟园介绍，“有钱就存农信社、

缺钱就找农信社”，一直是农村百姓对金

融服务最朴素的认知。2004年 12月 18

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挂牌，

深入推进了“银行化”“市场化”改革，2014

年全面完成了83家农信联社产权制度改

革目标，安徽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完成

农商银行改制的省份。

创新“党建+金融”模式
为服务乡村振兴夯基筑台

积极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安徽

样板”。今年7月份，安徽省联社成功举

办第四届长三角农村金融座谈会，与苏浙

沪农信机构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农信系统

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服务乡村

振兴、推动数字化转型等开启了全方位的

战略协同。先后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含

前期扶贫工作队）成员351人次，累计投

入资金6376.85万元，帮助162个贫困村

和3.62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省联社也

连续4年在省直机关定点帮扶考核中获

得“优秀等次”。

打造普惠矩阵“特色+普惠”产品体系
为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依托大数据技术，接连推出多款专

属数字化信贷产品，让数据成为新“农

资”、手机成为新“农具”、创业致富成为

新“农活”，进一步满足乡村振兴各类主

体的个性化金融需求。通过聚焦乡村振

兴重点领域，推出了“劝耕贷”“复垦贷”

“拥军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等 28

款乡村振兴专属产品，形成了契合乡村

特点、深受百姓欢迎、覆盖群体广泛的普

惠信贷产品矩阵。

加快“线上+线下”融合步伐
让贴心服务走进田间地头

近年来，依托金融科技应用推广，省

联社以持续布点为犁、以平台建设为锨，

持续深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构建了农商

银行系统“线上+线下”一体的特色数字普

惠金融服务体系，努力将便利、快捷的金

融服务真正送到村头巷尾、田间地头。

安徽农商行
打造金融服务坚强后盾

合肥市精心搭建“社区三公里智慧就业”平台

家门口3公里范围内搞定工作

合肥启动特困群体生活价格临时补贴
采取按月计算、按月发放的方法，自2021年11月起实行

社区三公里

智慧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