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5日讯 近日，为期 3 天
的第 27 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在青
岛·红岛国际会展中心闭幕。

本届展会展出规模 11 万平方米，
有来自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余家
企业参展。城阳区海洋发展局抢抓会
展机遇，推荐利和味道、浩源集团、佳
美洋、清源海洋科技、参月湾海珍品等

5家企业参加青岛渔业集合展位，宣传
推介了本地区海洋水产加工食品、调
味品等特色产品。据初步统计，展会
期间共接洽对接企业160余家，已达成
合作意向 3 家，还有 10 家正在深入洽
谈中。

为发挥“会展+招商”作用，城阳区
海洋发展局、省贸促会青岛办事处、城

阳区贸促会积极联系参展团队，精准对
接本地企业。11月1日，前来参展的马
来西亚水产商公会一行 10 人，先后到
城阳区益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红
福集团有限公司、浩源集团有限公司等
企业实地考察水产品加工业情况，参观
城阳蔬菜水产批发市场批发零售、仓储
物流等一体化服务。

经过一天的考察，城阳区企业和马
来西亚水产商公会在海水养殖、水产加
工、进出口贸易、电商合作等方面充分
交流了意见，找到双方发展的契合点，
为今后双方在水产等领域的合作奠定
了良好基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栾丕炜）

莱西市水集街道积极推广“妈妈
岗”就业模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体经济组织设置妈妈岗，并提供“妈妈
班车”服务和社区“妈妈岗”驿站，为妈
妈们创造温馨的就业环境。这一模式
逐渐成为稳定的用工选择，特别是广州
路社区推出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

“妈妈岗”暖心驿站，最近被青岛市妇联
在全市范围推广，为推动该市的“妈妈
岗”就业模式提供了新的实践。

暖心驿站
搭建事业与家庭的桥梁

水集街道在便民服务大厅特别设
立了“妈妈岗”业务受理区与妇女儿童
维权咨询窗口。“妈妈岗”业务窗口专为
求职妈妈服务，涵盖求职登记、职位推
荐及职业指导，为妈妈们搭建起家庭与
事业之间的桥梁。而妇女儿童维权咨
询窗口，则依托市妇联维权中心团队的
律师资源，于每周二、四、六上午坐班，
专业解答妇女儿童维权相关问题，并为

“妈妈岗”员工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
动关系争议、合同签订及平等就业权利
保障等提供咨询。大厅内还公布了市
妇联签约律师的电话，确保妈妈们遇到
紧急问题时，能及时通过电话获得维
权支持。

此外，社区驿站内设有100多平方
米的培训学校，定期举办家政服务、手

工制作、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自主创业与
灵活就业公益培训。培训信息通过微
信公众号和网格微信群及时发布，方便
妈妈们随时了解并参与。同时，驿站还
设有未成年活动室与母婴室，妈妈们可
带孩子一同前来参加技能培训，社区配
备的兼职社工将在母婴室协助照顾孩
子，让妈妈们无后顾之忧。

友好企业
企业与妈妈双向奔赴

为引导带动更多企业，水集街道以

“社区链接企业”，建立“妈妈岗”友好企
业名录，为妈妈们提供岗位和技能培
训。企业通过社区妈妈岗业务受理窗
口，建立“妈妈岗”用工企业目录，线上线
下同步公布。这不仅提高了“妈妈岗”就
业模式的覆盖面，还让更多有意愿的企
业加入到支持妈妈就业的行列中。

彩虹家政就是友好企业的典型代
表。该企业的“中国结编织技艺项目”，
今年刚入选山东省优秀女性创业项目，
社区驿站将编织技艺引进来，特别方便
了那些不能外出工作的妈妈们增加收
入，根据自己的时间及能力决定接单数

量。编织技术学成了，妈妈们就可以居
家创收了，人均月增收 2000 多元。通
过社区的桥梁作用，企业得以获得稳定
而高效的劳动力，而妈妈们则通过这一
平台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新路径。

巾帼好品
打造妈妈就业温馨港湾

创业是时代的主旋律，妇女是创业
的生力军。在水集街道活跃着一大批

“妇字号”企业，水集街道中国结编织技
艺项目（彩虹家政）入选全省优秀女性
创业项目，喜我我花饽饽、逸臣居家政、
开心家庭农场成功入选青岛市巾帼特
色项目。水集街道助力推动妇女创业，
广泛开展“巾帼好品”推介展销活动，助
力提升“巾帼好品”的社会美誉度。

水集街道社区驿站的巾帼好品·莱
西有礼展区，集中展示了莱市妇女创业
创新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莱西市巾帼
好品有宜品乳业、金叶食品等。

“妈妈岗”是充满温情与关怀的岗
位，为妈妈们搭建起一座连接家庭与事
业的桥梁。下一步，水集街道将加大政
策支持，走访发动更多企业，挖掘“妈妈
岗”开发潜力，支持妈妈们既能照顾家
庭又能追求职业发展，推动“妈妈岗”成
为更多妈妈就业的温馨港湾。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石倩倩

本报11月5日讯 金秋时节，青岛市即墨
区金口镇池戈庄村的红薯粉条迎来了生产旺
季，从传承制作工艺到打造品牌产业链，池戈
庄村的粉条如今备受客户青睐。

每年10月，当地红薯收获，金口镇池戈庄
村就进入传统手工红薯粉条加工生产的旺
季。当地农民用红薯淀粉，经过调浆、旋粉
皮、晾晒、切条等十多道工序制作成手工粉
条，深受市场欢迎。

近年来，池戈庄村通过“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将红薯深加工成粉条、粉皮、淀粉等副产
品，延伸产业链条，将“产品”变“商品”，成为远
近闻名的“粉条加工专业村”。为了让粉条加工
成为秋冬季增收的支柱产业，池戈庄村成立了
红薯粉条专业合作社，将过去家家户户分散加
工转变成规模化生产、规范化运营，实现“家门
口”就业增收。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春红介
绍，为确保粉条的筋道口感，他们还专门建了冷
库，确保粉条经过科学温度进行冷冻，这样也拉
长了粉条制作季节。

“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确保绿色无
添加，每天生产大约2000斤。”合作社负责人王
春红说，池戈庄村的粉条销往烟台、东营、济南
等地，已成为省内闻名的“粉条村”。（青岛晚
报/掌上青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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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岗”上线 工作带娃两不误
莱西市水集街道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 助力女性灵活就业

即墨区金口镇池戈庄村

“粉条村”迎来红薯粉条生产旺季

金口镇池戈庄村的村民在晾晒红薯粉条。

金口镇池戈庄村的金口镇池戈庄村的
村民在晾晒红薯粉条村民在晾晒红薯粉条。。

““妈妈岗妈妈岗””公益培训现场公益培训现场。。

城阳涉海企业“撒网”渔博会收获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