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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培训讲师大赛，为更多人实现创业梦想铺路——

“马兰花”盛开在河东
□记者 范楚乔 郝丽莎

“人社部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
交流的平台，大家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
能够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近日，我市创
业培训讲师李卫峰说。

入行多年，李卫峰在教学和教研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各类比赛中收
获荣誉、不断提升。本月举办的第四届马
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山西选拔赛
暨山西省第五届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大
赛运城市初赛中，他表现突出，夺得了一
等奖。

马兰花中国创业培训项目是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培
训需求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的示范性
创业培训项目。

当下，创业的全民关注度很高，我市
人社部门也一直高度重视，在政策、培
训、资金方面投入大量支持。谈到创业，
李卫峰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与电商直播
等商业模式的兴起，很多普通人实现了
创业梦想，激发了大家的创业动力。同
时，有些学员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想在
市场中快速实现创富，但实际上，商业有
底层的市场逻辑和规律。

“盲目创业是有风险的，创业收入上
不封顶，但也是下不保底的，甚至有可能
负债。我们的创业培训其实是让学员提
高商业认知、增强创业能力、掌握经营技
能，降低风险、少走弯路。”李卫峰说。

作为创业培训讲师，李卫峰的日常
十分忙碌。结束一期培训后，新的培训又
即将开启。而他面对的学员，就是符合条
件、有创业意愿的人员，也就是为创业

“小白”上课。通过系统培训，学员们可以
了解创业的理论知识，以及如何将理论
运用到现实创业中。

在今年运城市初赛的精品课展示环
节，李卫峰抽到的题目是《关于企业的人
员招聘内容》。在8分钟时间里，他结合题

目要求，运用日常积累的经验和素材进
行赛前准备，精彩地完成了授课。

“这个题目，是我日常培训过程中学
员非常关注的一个点，也是很容易出问
题的一个环节。有人说，‘打虎亲兄弟，上
阵父子兵’，其实企业需要合适的人做合
适的事。”谈到企业人员招聘的话题，李
卫峰说，“在我们的创业培训中，就有一
套科学、严谨的方法和工具，能够帮助企
业找到适合、有效的选人、用人、留人、育
人的方法，帮助大家创业成功。”

本次市级初赛主题为“赋能创业培
训，激发创业活力”，由市人社局主办、市
就业服务中心承办，全市36名创业培训
讲师同台竞赛，展示创业培训师资风采
和培训成果。李卫峰和同行在这次比赛
中，以赛促学、以学促教，教学相长、共同

进步。
李晓惠是此次比赛的评委，同时也

是创业培训讲师，她是2006年我市第一
批入行的讲师，见证了我市创业讲师队
伍从无到有，再到壮大的全过程。“咱们
运城的创业培训工作在全省一直都是名
列前茅的。单从这次比赛来说，30多名选
手每人能在8分钟内展示出如此精彩的
授课，精准把握课程内容，这和他们平时
的付出、教研是分不开的。”李晓惠说。

“作为创业讲师，一定要持续学习和
提升。我们的培训是一种服务，讲师和学
员是双向选择，讲师要做的就是真正在
创业方面帮到学生。既要让学员感到有
兴趣，又要让学员有收获，给学员带来素
质提升和个人认知转变。”李卫峰说，“有
些学员培训以后经过努力创业成功，也

有人在培训后因各种原因放弃了创业。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适合的人在创业赛道
上走得更远，也引导不适合创业的人群
及时止损，找到自己更适合的发展之
路。”

李卫峰是今年我市参加省级比赛讲
师团队的教练之一。初赛后，他积极向参
加省级比赛的运城选手们传授比赛经
验，他表示，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提升我
市创业培训讲师的整体能力，展示我市
创业培训讲师的别样风采。

“和同行的竞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
是，大家都很‘卷’，都很勤奋、努力，我的
认知、眼界都得到了质的提升，也带给我
很大的激励。”李卫峰说，不断学习、提
升，也是作为创业培训讲师的必修课，他
会一直努力。

▲李卫峰（左）喜获第一名

◀讲师展示精品课程

运城晚报讯（记者 陶登肖）4月25
日，盐湖区开展特困供养人员生活自理
能力评估工作，进一步精准保障辖区内
困难群众的基本权益。

现场，盐湖区社工站的社工们进行
了细致分工，有的负责引导位置，确保
到场人员都能快速准确地找到评估地
点；有的负责指导填表，耐心细致地解
答每一名填写者的疑问，确保每一项信
息都准确无误、完整齐全；有的负责维
护秩序，确保评估过程井然有序、顺利
进行。

对于监护人未能到场的人员，社工
们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以暖心的话
语和体贴的举动温暖着他们。此外，社
工们还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人员进入诊
室，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评估，大大提高评
估工作的效率。

盐湖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评估工作不仅为特困供养人员和失能
老人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自身生活自理
能力的机会，也为相关部门制定更加精
准的帮扶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通过此
次评估，盐湖区民政局更加深入了解了
这些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也更加明确
了今后帮扶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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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指标综合评估
1.是否具备自主如厕的能力；
2.是否具备自主进食的能力；
3. 是否具备自主上下床的能

力；
4. 是否具备自主在室内活动

的能力；
5.是否具备自主穿衣的能力；

6.是否具备自主洗澡的能力。
◆评定标准

1. 具备生活自理能力：6 项指
标都能自主完成；

2.部分丧失生活能力：有1项
~3项不能自主完成；

3.完全丧失生活能力：有4项
及以上不能自主完成。

链接：如何评估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

（上接02版）
“就跟城里人去哪儿打个‘滴滴’一样，可方便

啦，而且还省钱。”盐湖区金井乡的农户胡国梁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家的6亩梨园，每年要花费
7000多元。享受‘滴滴农业’专业化服务后，能节
省成本3000多元。因为病虫害防治效果好，梨的
品质也大大提高，梨园收入达到了8万元。”

“我们主要围绕小麦、玉米粮食生产，提供良
种繁育、科技服务、网约农机产业体系全过程服
务，做到了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保姆式’服
务。”郭勇革说。

据悉，近年来，“滴滴农业”投资800多万元，
吸纳农机手投资1200万元，以农机变股权、农民
变股民的方式，整合购置了400余台（套）农机，建
设高精度农机作业差分定位基站3个。除了农机
共享，“滴滴农业”还大力开展智慧农机建设，为所
有的农机安装卫星导航系统，可实现农机自动驾
驶、无人机植保、精准播种、精准喷药。“其中60多
台还安装了智能终端系统，可以对农机的具体位
置、作业面积、作业质量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有
效提高了农机管理和田间作业效率。”郭勇革说。
据测算，智慧农机可减少田间用工70%以上，提高
30%以上的工作效率，实现机收减损率降低15%。

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滴滴农业”总结出
“农机服务12公里为最佳半径”，并以此为服务重
点逐步拓展。2023年，盐湖区依托“滴滴农业”建
设了一个区域性农机维修中心，基本能够满足周
边各类型农机维修需求。据悉，目前，“滴滴农业”
服务范围涉及盐湖区周边5个乡镇、3975户农户，
大田托管面积达16万亩，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5.5万余亩，“点菜式”服务面积达10.5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