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3月 1日，
记者从我市实施“巧媳妇”工程助力
巾帼脱贫推进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
培训两万名“巧媳妇”。

培养五类“巧媳妇”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更多的农村
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市妇联在服装
加工类“巧媳妇”的基础上，拓展为
工业、农业、电商、农家乐、家政等
五类“巧媳妇”。

市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工业
“巧媳妇”重点以服装、鞋帽、玩具、
箱包等行业为主，充分发挥各县区女
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搭建
平台，搞好对接，帮助企业在贫困乡
镇兴建项目点，为贫困妇女提供培训
就业。开展各具特色的妇女加工、手
工技能培训和商贸交流等活动，引导
手工制品企业和带头人把传承手工技
艺与创新设计、提升品质、增加收入
相结合，扩大手工产业带动妇女居家
就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

农业“巧媳妇”的实施是以鼓励
各县区以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为重点，持续
创建一批发展特色鲜明、示范引领作
用突出的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引导基地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
术，掌握行情、发布信息，运用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促进农业生
产、加工、销售的转型升级。充分发
挥基地在教育培训、技术指导、引领
脱贫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
多农村妇女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电商“巧媳妇”的实施以引导女
大学生、返乡女农民工等创办家庭农
场、领办农民合作社，有效实现“互
联网+农业”的普及推广。引导妇女借
助农村电商快速发展的平台和动力，

积极开办网店、微店，实现绿色、有
机、无公害农副产品的线下生产、线
上交易，促进农产品营销增收，带动
脱贫。组织妇女积极参与“村淘”项
目，积极为巾帼农民合作社、巾帼示
范基地搭建网上购销平台，拓展农村
妇女增收渠道，带动实现脱贫。

农家乐“巧媳妇”的实施以鼓励
引导农村妇女依托田园风光、乡土文
化等资源，发展创意农业、果园采
摘、农家乐等产业，培育推广一批

“巾帼农家乐”，带动贫困妇女脱贫。
家政“巧媳妇”的实施以建立健

全家政服务培训网络，创建家政培训
示范基地，不断加强巾帼家政服务职
业技能培训，切实提升贫困妇女的专
业技能和职业化水平。着力培育巾帼
家政服务品牌，让家政企业、家政妇
女从业者在标准化、诚信化、现代化
等方面做出表率，带动更多的农村妇
女实现家门口就业。

培训两万名“巧媳妇”

2017 年，全市将培训“巧媳妇”
两万人，解决一万名妇女就业，培育
工业、农业、电商、农家乐、家政等
五类“巧媳妇”工程示范点100个，其
中临颍县、舞阳县各培育“巧媳妇”
工程示范点 20 个，郾城区、源汇区、
召陵区各 15 个，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区各5个。

我市“巧媳妇”工程以贫困乡
镇、贫困村为重点区域，以建档立卡
户中的贫困妇女为重点对象，以持续
增加贫困妇女收入为核心，促进妇女
居家灵活就业。

我市鼓励女能人与贫困妇女结对
帮扶，采用“合作社+贫困户”“协会+
贫困户”“公司+贫困户”“基地+贫困
户”等各种扶贫模式，培育各行各
业、适合居家灵活就业的“巧媳妇”，
着力提升“巧媳妇”工作品牌。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帮助有创业
意愿的贫困妇女解决资金困难，帮助
建档立卡的贫困妇女争取小额贷款支
持，通过“女能人+公司+贫困妇女”
模式，提高贫困妇女贷款的获得性，
帮助贫困妇女采用“带资+就业+分
红”方式增加收入，提高小额贷款的
精准性和实效性，力争通过金融扶
持，实现创业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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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将培训两万名“巧媳妇”
分为工业、农业、电商、农家乐、家政等五类

老酒 鉴定 评估交流会
本人从事老酒收藏十余年，决定面向

市民开展征集活动，不限品类，2000年之前
生产的高度中国名酒及1995年前生产的地
方高度名酒（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董酒、
汾酒、西凤、泸州老窖、古井贡酒以及老药
酒）。2月28日～3月5日每天8:00～18:00，
到漯河迎宾馆（原蓝天宾馆），本人亲自免
费为您鉴定、评估。如达成意向，可进行高
价收购，事后免费领取礼品一份。乘车来
的市民凭车票可报销车费。

电话：13849494280 活动地址：漯河迎宾馆1915室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张
建立）记者近日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我市河南东兴电子商务产
业园被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为
河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这是我市首
家省级电子商务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同
时也是我市第二家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

河南东兴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召陵
区东兴电子产业城，是一家集生产、研
发、电子商务、创业孵化、物流、生活
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该园
区采取“园中园”模式，建成了东
兴网商学院、“互联网+”巾帼创客
园、东兴跨境电商创客园和YES！
众创空间，推进了规模式、模块式
孵化。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孵化企
业 75家、出园企业 28家，培养孵
化艾吖电子商务、卓美电子商务、
贝特发制品等一批创新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的企业。园区也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基地”。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市把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作为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抓手，加强观摩

引导，建立奖补机制，创业孵化基地建
设扎实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成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吉顺电商园、客
汇众创空间、yes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 30多个，其中省级创业孵化
基地 2个。全年验收认定了漯河职院、
漯河医专、漯河技师学院和吉顺电商园
等4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共落实创业
孵化基地奖补资金130万元。

我市新增一家
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3 月 1日，洛
阳救助站和漯河救
助站工作人员来到
临颍县陈庄乡大蒋
庄村，给三年前离
家出走流浪到洛阳
后被救助回家的小
龙（右）送去衣服
和物品。

本报记者吴艳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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