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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区

全面开展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试点工作
本报讯 近 年 来 ，路 南 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始终将青年工作作为牵动全局

的战略性工作来抓，全面开展

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试点

工作，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

理念，不断优化满足青年多样

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

境和社会环境，助推路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 了 解 ，路 南 区 14-35 周

岁青年人口 8.4 万人，占比超过

了四分之一，是一座青春之城、

活力之城。作为唐山市的中心

城区，路南区承接京津发展枢

纽优势，大南湖生态优势加速

释放，城南经济开发区发展优

势加快激活，综合承载优势逐

渐凸显，立足自身特色建设青

年发展型县域，汇聚更多青年

人才，是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幸福路南”的现实需要，是奋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南篇

章的应有之义。

全面强化顶层设计，
体制机制日趋完善

青年发展规划实施以来，

区委、区政府累计专题研究青

年发展工作 4 次 ，召 开 青 年 工

作联席会议 5 次，区青年工作

联 席 会 议 成 员 单 位 扩 充 至 38

个，青年发展工作已经连续两

年被写入区委全会和区政府工

作报告。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人才工作走在前列

全 力 护 航 凤 凰 英 才 3.0、

4.0、5.0 政策，补贴政策向用人

主 体 和 普 通 高 校 毕 业 生 深 化

和 拓 展 ，翻 倍 叠 加 制 定《路 南

区“ 英 才 聚 智 ”政 策 升 级 版》，

为 历 年 来 力 度 最 大 、诚 意 最

足、含金量最高。将 300 万元

人才发展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建 设 集 食 宿 娱 乐 、创 业 孵 化 、

技 能 培 训 、法 律 援 助 、心 理 咨

询等功能为一体的人才驿站，

成立青年人才驿站团支部，配

套可容纳 306 人的人才公寓 ，

营造优质舒心、安居乐业的留

才 环 境 ，同 时 制 定《唐 山 市 路

南 区 关 于 引 进 人 才 落 户 政 策

的 意 见》，面 向 青 年 人 才 提 供

一站式快速办理落户手续，开

放人才落户绿色通道、简化落

户 程 序 。 实 施 高 校 毕 业 生 引

进增长计划，在全市率先赴部

属 六 所 师 范 院 校 、天 津 大 学 、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首 都 师 范 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等省内外高

校选聘应届毕业生，抢在毕业

季 之 前 锁 定 各 类 人 才 。 打 造

“ 燕 归 巢 ”桑 梓 工 作 站 特 色 品

牌，搭建“返家乡”学子融入社

会 、参 与 基 层 治 理 的 平 台 ，年

均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岗 位 100 余

个，并依托返乡学子在高校建

立家乡联络点，以“一站多点”

深化家乡与返乡学子的联系，

把城市形象宣传出去、人才政

策宣讲出去、优秀青年人才吸

引进来。

坚持发展成果共享，
惠及更多青年群体

全 方 位 收 集 青 年 实 际 需

求，精细化定制“青年最需要、

青 年 更 优 惠 ”专 属 服 务 ，一 大

批“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得 以 有 效

解 决 。 就 业 创 业 方 面 。 依 托

零 工 市 场 、抖 音 等 媒 介 ，广 泛

开展招引宣传，多部门联合举

办“ 春 风 行 动 暨 就 业 援 助 月 ”

“职引未来 筑梦青春”等线下

系 列 招 聘 会 和 线 上 直 播 带 岗

活动，伸出引才“橄榄枝”，130

个 村 居 实 现 村 居 零 工 驿 站 全

覆盖。统筹政府、企业、金融、

第三方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出

企 事 业 单 位“ 双 聘 ”引 才 、“ 金

团 助 青 企 ”等 就 业 创 业 模 式 ，

培 育 宝 升 昌 创 新 创 业 孵 化 基

地等 3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互 联 网 +双 创 中 心 等 3 家

省 级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和 唐 山

大洋科技孵化器等 3 家市级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 公 共 服 务 方

面。满足青年群体住房需求，

建成檀悦园小区人才公寓、凤

城 盛 世 公 寓 14 号 楼（CCB 建

融 家 园·公 租 公 寓）、旭 安 园

“保租房”3 处长租房。因地制

宜打造“十分钟便民生活圈”，

全域打造“五类驿站”（运动驿

站、书香驿站、零工驿站、社工

驿 站 、便 民 驿 站）294 个 ，为 青

年提供康养、运动、休闲、就业

等服务。梁屯街道等 11 个单

位 被 认 定 为 全 市 青 年 发 展 友

好型单元，区文图两馆达到国

家认定二级馆标准，全域公共

文 化 服 务 进 一 步 标 准 、规 范 、

普惠。特别是在“一老一幼”，

建成全市首家公立托育机构，

所 有 公 办 幼 儿 园 全 部 提 供 托

育服务，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达 92.29%，老年人供餐助餐服

务实现全域覆盖，西越河村创

建为老年示范性友好型村庄，

切实解决青年亲情羁绊、两端

难 题 ，实 现 了 青 年 与 路 南 的

“ 双 向 奔 赴 ”。 休 闲 娱 乐 方

面。结合青年消费新特点、生

活 新 习 惯 ，联 合 餐 饮 住 宿 、公

共 服 务 、教 育 培 训 、旅 游 景 区

等各领域商户，为青年群体提

供充值消费打折、景区门票优

惠等服务。在城区建设、老旧

小区改造中融入“青年味”，进

一步加大运动健身场所、网红

打卡点、城市书房等青年空间

建设力度，实现区域内 10 分钟

健身圈全覆盖，建设 10 个综合

文 化 站 、126 个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心，打造了南湖等青年文旅

新场景和唐山宴、唐潮闹闹街

等 青 年 消 费 文 娱 新 场 景 。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率 先 发 起 电 子 竞

技争霸赛、猫鼠大战户外交友

联 谊 活 动 等 ，并 掀 起 热 潮 ，努

力让城市更具年轻态、活力范

和时尚感。

凝聚青春发展活力，
搭建建功立业平台

坚持“党建带团建”，进一

步建立健全“青年之家”，引导

青年有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 面 建 设 。 关 爱 青 年 健 康 发

展 。 深 化 大 学 生“ 返 家 乡 ”活

动，开展“寒假公益小课堂”“志

愿 服 务 春 运 ”等 大 学 生“ 返 家

乡、看发展”寒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 200 余场次。组织“青马工

程”少先队辅导员骨干能力提

升活动，以及“网络安全宣传”

“禁毒防艾”“法治课堂”等护航

青春活动，进一步强化对青少

年的关爱与引导，营造健康成

长 氛 围 。 鼓 励 青 年 社 会 融

入 。 充 分 发 挥 青 年 在 全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生 力 军 和 突

击队作用，围绕中心重点工作

需要，组织带领非公企业团组

织和“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

号 ”下 沉 社 区 参 与 社 会 治 理 ，

在 乡 村 振 兴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

社会服务、大气污染防治等领

域工作中“亮标识、亮承诺、亮

监 督 ”，2023 年 开 展 各 类 建 功

活动 50 余场次，6 支青年突击

队 被 认 定 为“ 河 北 青 年 突 击

队”，中交新城投唐山建设有限

公司被评为“河北省青年文明

号”，5 个少先队中队荣获全国

红领巾中队。积极开展志愿服

务。不 断 扩 充 青 年 志 愿 者 服

务队伍，通过网格化管理将志

愿服务延伸到基层治理末端，

实现城区全覆盖，“志愿汇”注

册人数 4 万余人，志愿服务时

长 17 万余小时，不断创新丰富

“ 青 耘 中 国·直 播 助 农 ”“ 寸 草

心”爱老敬老志愿服务、“小橘

灯”助残接力计划等志愿服务

品牌内涵，得到中央、省、市多

家媒体报道关注。

路 南 区 将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

设试点的意见》，以及“7 个着

力优化”“5 个组织动员”建设

要 求 ，坚 持 以 服 务 青 年 和 发

展青年相结合，持续浓厚路南

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路南更

有为的氛围，全力打造青年发

展友好型城区建设的“路南样

板间”。

（陆南）

本报讯（记者 赵欣）

为缓解入伏后的酷暑，关

爱 居 民 身 心 健 康 ，近 日 ，

友 谊 街 道 燕 京 西 里 社 区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联 合

广 美 物 业 ，开 展 了“ 浓 浓

绿豆汤 夏日送清凉”志愿

服务活动。

一大早，社区志愿者

和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就 忙 碌

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熬制，绿豆汤终于软糯入

味 。 志 愿 者 们 将 一 碗 碗

承 载 着 爱 心 的 绿 豆 汤 送

到居民手中，并叮嘱老年

居民要注意防暑降温，合

理 饮 食 ，确 保 自 身 健 康 。

“绿豆的香味好浓啊！谢

谢 你 们 这 么 为 我 们 老 年

人 着 想 。”居 民 王 阿 姨 捧

着盛满绿豆汤的杯子，开

心地说。

炎炎夏日，一碗碗绿

豆汤带给居民的不仅仅是

丝丝清凉，更展现了友谊

街道对居民的关爱，增进

了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拉

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

本报讯（记者 刘大民）暑

假来临，为了让辖区的孩子们

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7 月

16 日，小山隆义里社区联合街

道社工站、东方财富证券的文

化志愿者，以物物交换、货币

的起源、第五版人民币背后的

故事、如何正确使用货币等知

识为引领，为社区的孩子们开

启了一场“普及钱币知识 弘扬

货币文化”的探秘之旅。

“你们知道吗？贝是中国

最早的货币，商朝是以贝作为

货币的。”在文化志愿者宗逵

的讲解下，孩子们按照历史上

货币的发展阶段，聆听了从赵

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

的圆形方孔钱以及秦统一全

国后“以秦币同天下之币”的

故事，认识了汉朝五铢钱、唐

朝“开元通宝”等。“现在大家

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未

来对电子支付，大家有什么期

待和展望呢？”面对宗老师的

提问孩子们各抒己见，热烈地

讨论起来。

第 五 版 人 民 币 背 后 的 故

事 环 节 中 ，社 区 的 小 吴 同 学

说：“我最喜欢 5 元的纸币，因

为纸币后面是东岳泰山，今年

暑假一放假我就去了泰山，感

受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今天又从纸币上看到泰

山，我觉得挺骄傲的。”

小山隆义里社区探秘“普

及钱币知识 弘扬货币文化”之

旅，不仅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

的气氛中对所学的钱币知识

有了直观、深入的理解，开阔

了他们的视野，更为孩子们的

暑假画出了缤纷色彩。

图为文化志愿者宗逵在
为孩子和陪同的家长们讲述
物物交换。 记者 刘大民 摄

小山隆义里社区

货币文化探秘 共享缤纷假期 燕京西里社区

熬煮绿豆汤 为民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