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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妈妈岗”
助力构建生育友好环境

□雷予晖

区妇联联合区人力社保局
举办定海区 2024 年女性人才、

“妈妈岗”专场招聘会。现场气
氛 热 烈 ，特 别 是 设 立 的“ 妈 妈
岗”招聘专区，吸引不少女性求
职者前来咨询应聘。

“妈妈岗”受众多女性求职
者青睐，是因为其工作时间相
对宽松，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
照顾她们带娃所需，甚至工作
不一定非要到单位来做。这为
妈 妈 们 在 承 担 家 庭 责 任 的 同
时，能够重返职场提供了可行
的解决方案。对于减轻生育家
庭经济压力、促进女性融入社
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都具
有积极意义。

让“妈妈岗”助力构建生育
友好环境，大有文章可做。一
方面，用人单位要转变观念，以

积 极 姿 态 看 待“ 妈 妈 岗 ”。 当
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有些企
业面临用工荒挑战。有条件的
企业多开设一些“妈妈岗”，激
发“她”力量，既是成人之美，也
是企业自身发展之举。

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层面积
极引导，鼓励支持“妈妈岗”。
客观地看，“妈妈岗”采取的是
一种柔性化管理方式，兼顾了
便于妈妈上班和工作效率，这
无疑会增加单位管理难度和成
本。政府有关方面拿出真金白
银，对企业实行保险补贴、岗位
补贴、减税降费等优惠，有助于
激发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满足许多妈妈们回归职场的愿
望，助力构建生育友好环境。

助农“热度”不减
拓展农特产品销售新途径

□记者 陈超 刘攀攀

近日，栏目接到了多位农户的

求助，称自己种的应季农特产品，因

交通不便，加上年纪大了身体吃不

消，找不到合适的售卖渠道。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有较多农

户存在同类情况。“没有种很多，但

又吃不完，最好找个地方让我们卖

卖掉，到城区去卖路太远了，再加

上年纪大了，走不方便，有时候等

公交车时间也很长，等不住。”“现

在种得没以前多了，一般会自己开

着电动自行车去卖，路上很冷，年

纪大了更加怕冷，前几天冻疮都被

冻出来了。”……了解农户目前存

在的问题后，记者第一时间想到了

各镇依托东海百里文廊布局的共

富工坊，便立即前往咨询具体情

况。

位于盐仓街道的“翁山丰物”

共富工坊自运行以来，产品受市民

欢迎，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我们有共富工坊的线下店，还有

一个是大家可以在滃山丰物小程

序下单，还通过抖音小视频进行推

广，销售量蛮大的。”盐仓街道叉河

村党委书记冯东海说，“农户自己

卖不掉或者不方便卖，可以拨打联

系电话 13587049190 咨询，在保证

质量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帮他销

售。社区工作人员还可以在打包、

配送方面帮助他们，都是免费

的。”

据了解，自东海云廊、东海百

里文廊开通以后，双桥街道石礁村

时常组织农户前往各点位开展市

集活动。“一边让他们感受‘双廊

’，一边还可以增加收入，大家都

很喜欢。”双桥街道石礁村党委书

记沈宏告诉记者，他们带领农户

参加市集活动，还会把石礁村农

特产品集中放到共富工坊线上来

进行销售，通过小黄车链接、网店

上架等方式增加销量。“如果村民

有需求，尽管来找我们，我们都会

安排好。”

在岑港街道桥头村，共富工坊

线下实体店的建设如火如荼。“我

们现在正在抓紧时间，预计5月底

完成。包括之前在白龙潭也建设

了一个线下共富工坊的实体店，通

过这两个点位的建设，可以把农户

种得比较好的一些蔬菜水果拿到

共富工坊来进行统一的销售。”岑

港街道桥头村党委书记傅天宇说，

“我们通过跟幸福食堂的结对，还

跟几家企业的食堂也建立了结对

合作协议，帮农户定期销售他们的

蔬菜，只要保证拿过来的东西品质

能够达到要求，后续我们帮助他们

销售。”岑港当地农户如有需要，可

拨打联系电话 0580—8010502 咨

询。

记者了解到，各共富工坊均可

为定海有需要的农户提供帮助，大

家可直接联系或上门咨询，也欢迎

有需要的市民前往共富工坊了解、

选购农特产品。

春来茶飘香 茶企加工忙
本报讯（记者 黄婷 张旭东

通讯员 叶珂妤 文/摄）气温逐渐

回升，我区各大茶园进入茶叶采摘

加工高峰期。

在定海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

——舟山市五雷禅茶茶业专业合

作社加工车间，“嘉茗一号”鲜茶

叶经过机器的一道道加工环节后，

被制成“定海山芽茶”进行专业包

装，随后将被销往各地。“3月 1日

至今，鲜茶叶加工量已经超500公

斤，接下来还有‘迎霜’‘龙井 43’

‘鸠坑’等茶叶，‘定海山芽茶’整

个加工期要到清明前。”据该合作

社负责人张忠达介绍，去年以来，

合作社相继与舟山市定海翁洲春

裕茶叶专业合作社、舟山市定海雾

源茶叶专业合作社展开“采、制、

销”一体合作，让本地的茶叶资源

得到了更高效利用。

“定海茶企过去一直呈现小

而散特点，茶鲜叶几乎都是 80元

一斤外销，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很

好利用。”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

艺师邱立军说，舟山市五雷禅茶

茶业专业合作社有茶鲜叶加工技

术和市场优势，又与另外两家合

作社合作，茶鲜叶加工面积进一

步扩大，不仅让定海茶叶资源得

到了高效利用，使得“定海山芽

茶”的上市时间提前了一个月，鲜

叶价值大幅提升，也让定海的茶

产业有了重要突破，焕发出了新

的活力。

据悉，本月下旬起，“迎霜”

“龙井 43”“鸠坑”等品种的茶叶

也将开采加工。“今年忽冷忽热

的天气对鲜叶的生长几乎没有

什么影响，总体品质很好。”张

忠达说，今年茶鲜叶的总加工

量将达 4000 余公斤。合作社还

计划新增筛选设备，进一步增加

成品的出品率，让茶叶的品质

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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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批化妆品社会监督员
在定海上岗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刘攀
攀 通讯员 陈艳华）记者近日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了解

到，全市首批化妆品社会监督员

在定海上岗，这也将进一步规范

定海化妆品市场秩序，提升化妆

品监管水平，提高消费者安全意

识，积极营造化妆品安全社会共

治良好氛围。

3 月 15 日上午，记者在定海

区化妆品社会监督员第一次会议

上了解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

海分局聘请10名来自社会各界人

员为定海区化妆品社会监督员，

共同参与我区化妆品安全工作，

聘期为三年，这也是全市首批化

妆品社会监督员。其间，上岗的

化妆品社会监督员接受培训和现

场带教，了解化妆品安全法律法

规、相关政策、科普知识，并到定

海凯虹广场开展实操，和执法人

员一起重点检查化妆品销售店、

美发店的相关产品进货渠道是否

合法、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产

品是否超期，并用“化妆品监管”

APP 查找该产品的注册和备案信

息，有效辨别真假化妆品。

“自己本身从事化妆品行业

多年，对以后规范开展工作有进

一步的帮助，同时有了社会监督

员的新身份，感觉肩上的责任更

大了。”定海区化妆品社会监督员

韩妍娜说，她以后将监督商家、引

导群众更好地使用和辨别化妆

品，为化妆品安全使用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

局药品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

长梅娜介绍，该局将引导化妆品

社会监督员逐步向社会科普化妆

品安全使用知识，并收集社会监

督员的举报、监管反馈信息等，

助力之后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等各

项工作，形成社会共治闭环管

理。

近年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定海分局积极组织辖区经营单位

开展多轮化妆品法律法规培训，

结合“5.25 爱肤日”等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的形式积极向群众

宣传化妆品选购与使用、不良反

应的处理、消费者权益维护等安

全知识，进一步提升辖区化妆品

经营市场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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