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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基地揭牌成立

校协联动助力工艺美术人才培养
1 月 4 日，在市工艺美术协会第

三届会员大会上，江门市工艺美术人
才培养基地授牌，校协联动共建，助
力工艺美术人才培养。

市工艺美术协会自2010年起承
接工艺美术人才培养职能，组建江门
市工艺美术师资格评委会，每年开展
传统工艺、平面设计、环境设计专业
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截至目前，江
门已有 1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7
位“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获得工艺
美术师专业技术职称230名，获得职
业技能证书161名。申报评定职称及
技能人员正逐年递增，为我市工艺美
术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

支撑。
江门市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基地

由市工艺美术协会、五邑大学艺术与
设计学院、中国侨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院携手共建，旨在通过培养工艺美
术人才，推动工艺美术事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

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尚庭裕表
示，将以基地建设为契机，与相关单
位联手推动政产学研商深度融合，通
过举办培训、研讨、技艺比赛等形式，
激发手工艺工作者的创造力，培育建
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同时，加强与国
内外工艺美术界的交流合作，拓宽视
野，提升水平。 （蔡昭璐 林健玲）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
讯员/李彩雯 林玲玲）如今，开平市
的周某每天在指定地点巡河、巡林，
并配合村委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通过自己的劳动偿还生态修复费
用。这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是开平
市人民法院办理的第一宗以“劳务
代偿”折抵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例，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创
新性尝试。

2023年5月，周某在禁渔期间，
于开平市某镇案发河段使用电鱼方
式非法捕捞野生鱼类数十公斤，经
价格认定，渔获物价值共730.6元。
开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周某违
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
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
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依法判处其拘役3个月，缓刑
6个月，并赔偿生态环境资源等损失
共计3万余元。

“本想着捕鱼赚点钱，没想到要
赔这么多。”周某未曾料到，捕捞的
鱼价值仅700多元，却要付出过万
元赔偿费用。因经济拮据且身患疾
病需长期用药、家庭负担大、无稳定
收入来源，周某无法全额承担赔

偿。鉴于周某认错态度良好，主动
表示愿以公益劳动方式对环境进行
替代性修复，开平市人民法院综合
考量生态资源保护与侵权责任人赔
偿能力后，同意了周某的劳务代偿
方案。

近日，开平市人民法院与当地
检察院共同签署《关于在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劳务代
偿工作的意见》，对劳务代偿适用的
范围和原则、协助执行单位的选定、
劳务代偿的实施和监管、履行完毕的
确认等作出详细规定，充分彰显“恢
复性”司法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司法
温度。

日前，开平市人民法院法官回
访案件时，周某已通过现金方式赔
偿1万元用于修复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劳务代偿也在顺利进行。在
劳务代偿过程中，周某对环境保护
的认识愈发深刻。

这是开平市人民法院探索“以
劳代偿”环境修复机制的生动缩
影。曾经的环境破坏者如今成为了
环境守护者，既解决了执行难、效果
差的问题，又实现了警示教育目的，
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开平法院创新“劳务代偿”环境修复机制

让环境破坏者变身守护者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通讯员 江仁轩

就业是民生工程，一头连着经济运
行，一头连着万家灯火。2024年以来，
我市不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培训指导、
帮扶重点群体、扩大就业容量，全方位做
好稳就业、促增收，让市民的幸福日子有
盼头。去年1—11月，我市城镇新增就
业约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近3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372人，同
比分别增长5.38%、6.85%、8.56%。

建好服务网点 强化培训指导
群众就业有底气

去年，我市持续深入推进“零工市
场+就业驿站”建设，建成7个就业驿站，
8个零工市场实现功能拓展，进一步完
善“1+2+7+N”家门口就业服务圈。

为给市民提供更接地气、更人性化
的公共就业服务，零工市场和就业驿站
延长就业服务时间、丰富就业服务方式、
拓宽就业服务场所，将职业指导、零工招
聘送到商业广场、网红打卡地。

此外，我市举办“揾工在广东”和“邑
企圆梦”等直播带岗活动，打破时间和空

间限制，让求职者直观感受企业工作环
境，提高供需对接效率。

去年，全市累计举办小而美专场招
聘、直播带岗等就业服务活动411场，服
务群众3.8万人次，发布岗位近2万个，
促进就业约5600人次。

家住开平市三埠街道的胡女士近日
在招聘会上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我在就
业驿站制作养生艾草锤售卖。忙完家务
可以做做手工活，也能减轻家里的经济
负担。”她说。

在加强岗位推介的同时，我市着力
支持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一方面，面
向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妇女等重点
群体，开发直播带货、家政服务、简易手
工等专项培训课程；另一方面，针对高校
毕业生等“初出茅庐”的就业群体，策划
了“乐业江门·就在五邑”校园巡回宣讲、
职业指导下基层等活动，帮助他们快速
走出“新手村”。

高效劳务协作 精准供需匹配
企业招人更容易

除了画好“家门口就业服务圈”，我
市还积极盘活用工服务“朋友圈”，多渠
道保障企业人力资源需求。

市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解决普工招不到的问题，我们既在本
地搞好‘近邻’关系，办好市内招聘会；还
到外地建立‘远亲’关系，做好跨区域协
作交流。”江门积极与云浮、茂名、广西崇
左、贵州安顺等省内外对口协作地和劳
动力资源丰富地区建立高效的劳务协作
机制，为本地企业拓宽招工渠道。

专业人才“引不来”问题也不容忽
视。为满足企业对专业化程度高、本地
供给不足的人才需求，江门深化校企合
作，助力“引才入江”。

去年初，江门启动“十城百校”城市
引才推介行动，携全市100多家重点企
事业单位赴广州、北京、武汉、香港、澳门
等地近100所院校引才。通过专场招
聘、建立校地合作等方式，我市聘用了
56位引才伯乐，达成就业意向2300人
次，点对点宣传覆盖超百万人次。其间，
我市还赴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高
校，举办了3场医学博硕人才专场招聘
活动，吸引了近700名人才现场洽谈。

针对重点企业，江门建立了市县镇
三级“首席服务官+服务专员”体系，多
方收集企业用工诉求，提供“一企一策”
定制化解决方案。去年为77家次重点
企业解决用工1.4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

6.16%。
我市还编制发布《急需紧缺产业人

才目录（2024年）》，为人才引进培育提
供参考依据；实施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结对帮扶县、镇、村行动，深入镇
（街）、园区开展专场招聘超110场，服务
企业超3400家次，达成意向1.7万人次。

帮扶困难群体 扩大就业容量
促进就业有力度

2024年9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局长信箱”收到一封求助信，来信人
阿丽写道：“因身体残疾导致目前就业困
难，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了许多问题，希望
贵局能够给予帮助。”

接信后，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迅速行动，当天即与阿丽取得联系了解
情况，同时主动协调市残联就业服务中
心、市民政局提供帮助，最终帮助她顺利
就业。

不久后，阿丽再次来信写道：“特别
感谢贵局提供了针对性强的帮助，不仅
为我提供了就业的可能性，也为我带来
了新的希望。”

帮扶困难群体就业，“一个都不能
少”。我市聚焦困难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脱贫人口、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坚持

“点—线—面”靶向服务。
“点”上，深入摸排困难群体底数和

基本情况，实施“一对一”就业帮扶，提供
个性化服务；“线”上，开展就业援助月、
困难群体专场招聘等活动，通过公益性
岗位安置困难群体；“面”上，支持企业为
困难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就业安置
基地、就业帮扶基地。

高质量促就业，不仅要在就业援助
上补“短板”，还要在就业增长上筑“新
板”。江门通过“产业+创业”双管齐下，
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

2024年以来，我市持续构建“1+7+
N”创业孵化基地体系，形成港澳青年、返
乡创业人员等各类群体以及先进制造类、
文化创意类等各产业全覆盖的创业基地
体系。2024年 1—9月，我市促进创业
5041人，直接带动就业1.41万人次。

同时，我市打造侨乡特色“邑管家”
家政品牌，开展“南粤家政”技能培训
8996人次，带动就业创业1.77万人次；
打造“新会陈皮技艺师”劳务品牌，助力

“百千万工程”，带动全市就业创业7万
人，推动农民人均年增收2.2万元。

我市公布2025年度医疗救助待遇标准

3类对象救助起付标准有调整

江门多点发力保障就业“大民生”

就业再就业人数实现“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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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我市赴广州开展招聘活动。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讯员/
林冬梅）昨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该
局根据《江门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于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江门市医
疗救助待遇标准，明确全额资助参保对
象范围和各类医疗救助对象一次救助和
二次救助的起付标准、救助比例和年度
最高救助限额等。

据介绍，我市医疗救助对象包括7

类人群：特困人员（含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支出型重病患者、易
返贫致贫人口、0—14周岁“两病”儿童
以及市、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
困难人员。

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时，我市特
困人员（含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成员、易返贫致贫人口的个人缴费部
分由医疗救助基金全额资助。其余救助
对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部分无资助。

医疗救助方面，我市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成员和市、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医疗救助起付标
准，由 2024 年的 3876 元调整为 4078
元，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起付标准由

2024年的9689元调整为10196元，其
他救助对象不设起付标准。救助比例、
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与2024年相比没有
变化。

二次医疗救助方面，0—14周岁“两
病”儿童不享受该项救助，其余6类医疗
救助对象的起付标准均为2000元，救助
比例为80%，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3万
元。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
讯员/林健玲） 1月4日，市工艺美术
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在市文化馆举
行。市委常委、副市长郑晓毅，省工
艺美术学会会长花红林，以及市国资
委、江门发展集团、省内各地市工艺
美术协会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市工艺美术协会
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协会
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领导
班子，尚庭裕当选新一届协会会
长。市工艺美术协会成立以来，在
振兴传统工艺、推动产业升级、提升
人才培育、协同创新发展、践行服务
宗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

市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郑晓毅对协会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并对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表示
祝贺。他指出，推动工艺美术事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接下
来要继续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加强
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产业
发展，注重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提
高我市工艺美术产品的知名度和竞
争力。

尚庭裕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坚
持把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融入现代
化经济建设中，与全体会员一起，共
同推动协会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市工艺美术协会换届
尚庭裕当选新一届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