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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始终把开展劳

务协作、促进被帮扶地区群众就业

作为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的重

点工作，加大就业政策支持力度，

努力促进困难家庭劳动力就业创

业，形成长效机制，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

据介绍，北京通过劳务帮扶、送

岗上门、技能培训等多项举措，已帮

助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对口帮扶地

区 建 档 立 卡 人 口 赴 京 就 业 21741
人，就地就近就业 175089 人，不断

拓宽当地群众勤劳致富的渠道。

帮助群众赴京务工
稳定岗位贴心服务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来北京

上班了！”与北京顺义区企业嘉寓

集团正式签约上岗的蒙古族姑娘

韩令春，激动地在日记本上写下这

一行字。

韩令春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科左中旗架玛吐镇大新艾力

嘎 查 ，曾 是 一 名 尿 毒 症 患 者 。 在

顺义区派驻科左中旗挂职干部入

户 家 访 时 ，韩 令 春 表 示 自 己 想 去

北 京 就 业 。 了 解 情 况 后 ，挂 职 干

部 多 方 联 系 ，帮 助 韩 令 春 量 身 制

作简历。最终，她顺利通过招聘，

来 到 顺 义 区 嘉 寓 集 团 担 任 行 政

助理。

科左中旗总人口 54 万，其中农

村牧区人口 45 万。闲置劳动力多、

合适工作岗位少，如何破解这一难

题？科左中旗借助北京内蒙古两

地协作，启动劳务帮扶计划，培育

了多个劳务品牌。

“能来北京工作，多亏了两地

帮扶项目！”劳务帮扶项目的受益

者 、同 样 来 自 科 左 中 旗 的 白 福 生

说。他就是通过村委会下发的帮

扶计划通知获悉招工信息，才找到

了在北京当外卖骑手的工作。来

北京的第二个月，白福生就拿到了

6000 多元工资，这让他的工作劲头

更足了。

白福生的经历并不是个例，而

是科左中旗群众通过劳务输出实

现增收的一个缩影。“两地通力协

作，密切配合，出实招、下真力，建

立了劳务协作对接机制。对通过

有组织输出、并在北京实现稳定就

业 3 个 月 以 上 的 人 员 ，每 人 发 放

2000 元稳岗补贴。这一举措有效

提高了当地群众赴京务工的积极

性。”顺义区挂职干部杨志勇介绍，

截至目前，科左中旗已有 300 余人

在京就业。

为了进一步帮助当地劳动力

转 移 就 业 ，双 方 还 在 顺 义 区 成 立

了北京内蒙古劳务协作科左中旗

驻 京 服 务 中 心 ，专 门 服 务 进 京 务

工 人 员 ，开 展 职 业 介 绍 、职 业 培

训、就业援助、劳务关系协调等公

共 服 务 。 与 此 同 时 ，北 京 就 业 快

车 网 与 科 左 中 旗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

求职人员可通过放置在科左中旗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人 社 大 厅 的 显 示

屏 ，实 时 了 解 北 京 就 业 市 场 用 工

信 息 ，登 录 就 业 快 车 网 站 进 行 求

职登记，并通过系统远程面试，实

现进京就业。

家门口设就业项目
足不出村就地致富

在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义兴

元村的雪菊茶加工车间里，工人们

正在打包烘干好的雪菊。这些雪

菊将通过北京援建企业销往全国

各地。“来北京帮扶的就业项目上

班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有了

明显提高。”正在这里打工的村民

兰熙璋笑着说。

“发展产业为群众提供大量的

就业机会，提升就业率，确保了群

众的收入不断增加，为脱贫后继续

致富提供了保障。”来自北京门头

沟的挂职干部、武川县副县长曹子

立介绍，自门头沟区和武川县确立

东西部协作关系以来，门头沟挂职

干部团队从促发展、保就业的大局

出 发 ，积 极 推 动 两 地 就 业 项 目 建

设，带动当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

就业。

2019 年到 2020 年，义兴元村先

后收到门头沟区社会帮扶资金 40
万元，建设雪菊加工车间 1 个，厂房

面积近 200 平方米，配套购置烘干、

分选、灌装设备和晾晒、存储设施，

并预留部分资金启动车间生产和

运行。“雪菊加工车间建起来后，不

仅解决了本村雪菊加工难的问题，

还可以向周边地区提供雪菊茶加

工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

工赚钱。”义兴元村党支部书记史

文光说。

在大青山乡乌兰不浪村的就

业项目车间，孙毛眼老人正在完成

最后一道工序——缝制编织袋抽

绳 。 老 人 穿 针 引 线 ，动 作 干 净 利

落。武川县是马铃薯、葵花籽生产

大县，专用编织袋却长期从外省购

买。两地协作后，在乌兰不浪村建

设成立了编织袋缝制项目，年产量

可达 700 万条，车间雇工全部聘用

本村脱贫户。

与此同时，坝顶村利用门头沟

区两地协作帮扶资金 12.7 万元建

设了莜面加工车间项目，安置脱贫

户长期务工；纳令沟村利用帮扶资

金 50 万元新建油料加工车间，通过

带动就业、收购油菜籽带动 31 户群

众持续增收……

曹 子 立 介 绍 ，2018 年 到 2020
年 间 ，门 头 沟 区 在 武 川 县 先 后 建

起 13 个 协 作 产 业 项 目 。 一 方 面 ，

支 持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的 发 展 ，壮

大 了 村 集 体 经 济 ，促 进 了 产 业 发

展 。 另 一 方 面 ，以 产 业 项 目 为 就

业 载 体 ，激 发 起 当 地 群 众 的 内 生

动力，“送岗上门、就近就业”的帮

扶模式有效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让群众“足

不出村、就地致富”。

上岗之前组织培训
掌握技能助力就业

“这是烟薯 25 号，煮熟后糖汁

滴滴答答的，特甜！”在镜头前介绍

起家乡特产，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

青龙山镇互利村村民王洪岩如数

家珍。朴实的外貌、略带幽默感的

口音和对地瓜品种的熟悉，让人感

到亲切。

从贫困户到致富带头人，王洪

岩只用了 3 年。2019 年，北京市通

州区出资近百万元协助建设的奈

曼旗电商运营中心正式运营，培训

人员走进村子，教村民直播带货。

刚开始，王洪岩心里也犯嘀咕，自

己学历不高，口才一般，直播的时

候都不知道说啥。经过培训，王洪

岩在镜头前的状态越来越自然，直

播间的粉丝也越来越多。

只有不断提高脱贫群众的技

能水平，让他们拥有持续自我造血

的能力，才能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在两地协作过程中，我们聚焦当

地的电商产业重点发力。通过培

训，帮助村民学会如何吸引粉丝、

提炼商品特色、挖掘产品的文化内

涵、制作剪辑有质量的视频等。截

至目前，奈曼旗已发展本土电商企

业 60 家，嘎查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

486 个 ，电 子 商 务 从 业 人 员 达 到

1500 余人。”来自通州区的挂职干

部邱程介绍。

早在 2018 年 12 月，通州区和

奈曼旗就成立了就业技能培训实

训基地。通过职业培训，掌握一技

之长，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实现了

就业，正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自

己的幸福生活。

在奈曼旗八仙筒镇姐妹服装

加工厂里，缝纫机声响个不停，女

工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服装生产加

工。“免费培训后上岗，每个月的收

入能有 3000 元左右。”脱贫户白托

雅一边麻利地操作着机器，一边娓

娓道来。对于对口帮扶的好政策，

白托雅感激不已。

“北京市已为对口帮扶地区举

办技能培训班 600 余期，开展家政

服务、中式烹饪、家电维修、护路员

等实用性强的培训项目，培训劳动

力 2.8 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员

近 1.8 万人。”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下 一 步 ，北 京 将 开 展 人 员 摸

排，动态掌握务工人员信息，建立

北京市单位用工需求清单、在京务

工人员清单、被帮扶地区有意愿外

出务工清单，加强人岗匹配和精准

服务，充分发挥劳务协作在就业增

收方面的作用，不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北京帮扶内蒙古深化劳务协作巩固脱贫成果——

送岗位教技能 就业稳收入增
本报记者 贺 勇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③R

核心阅读

在东西部协作和
定点帮扶中，北京充
分发挥劳务协作的作
用，促进内蒙古等地
群众就业增收：积极
对接，吸引当地农村
劳动力赴京务工；设
立项目，帮老乡在家
门口实现就近就业；
开展培训，助乡亲们
掌握一技之长……一
系列举措拓宽了就业
渠道，夯实了群众稳
定增收的基础。

高邮湖畔，芦苇丛丛，安徽省

天长市铜城镇龙岗社区里，滩田

密布。吃过饭，门一掩，哼着扬剧

小调，陈庭忠沿着村道遛弯。不

一会儿，就踱步到了自家承包的

浅塘边。放眼望去，芡实叶子正

冒尖，翠如玉，连成片。

近 年 来 ，天 长 发 展 150 个 乡

村振兴项目，芡实产业作为“一县

一业”全产业链创建。如今，通过

实施产业发展提质、生态环境提

优 、乡 风 文 明 提 升 、基 层 治 理 提

效、富民强村提速“五大工程”，为

乡村振兴增添活力与光彩。

种植芡实，推动
产业振兴

“别看这叶子不起眼，待到 8
月，长出鸡头苞，结出芡实果，一筐

筐一担担那可供不应求。”作为铜

城镇芡实协会会长，今年 65 岁的

陈庭忠和芡实打了半辈子交道。

从果实生长环境，到采摘加工流

程，聊起芡实，老陈打开了话匣子。

“上世纪 90 年代，一斤芡实卖

一两块钱，一天下来，大家也能挣

个二三十元。”陈庭忠回忆，不少

商贩上门收购，有的特意从外省

赶来。尝到甜头后，他开始琢磨：

野生芡实产量不够，何不承包圩

塘，集中生产？

2007 年，陈庭忠和村里 31 户

村民一道，成立了芡实专业合作

社。开浅塘，广撒种，种芡实，进

行规模化生产。2010 年，铜城镇

投入 600 万元，在龙岗社区建成

芡实大市场，配备 120 间加工厂

房，引入 45 家芡实经营户入驻。“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

性的芡实收购、加工、研发、销售的集散地，采摘季能带动

6000 多人就业。”龙岗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开云说，去年有人

抱怨开始堵车，“村里有了产业，自然返乡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在天长，芡实产业已形成种植、采摘、加工、销售

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除鲜果加工外，天长还延长产业链，

开发出了芡实饮料、芡实糕等产品。

2020 年，天长全市芡实年种植面积 15 万多亩，其中市

内种植 5.5 万多亩，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承包种植 10 万多

亩。年产芡实约 3.4 万吨，芡实种植收入超 5 亿元，一二三

产融合达到 17.6 亿元，带动近万农户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小小芡实果，已发展成为天长市的主导产业，成为当地农民

致富的“金豆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垃圾分类，建设美丽乡村

早上 6 点，套上制服，带着扫帚，金玉保骑上垃圾回收

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前不久，他当上了垃圾分类收集

员，承担村里马路两侧 160 户村民家中垃圾回收的活儿。

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里，每家门口，两个小桶，蓝灰两

色，摆放整齐。“早晚各清理一次，这个装厨余垃圾，另一个装

可回收垃圾。桶内有芯片，回收的厨余垃圾换算成积分，还

能兑换东西呢！”老金利落地将垃圾桶放上回收车，摄像头一

扫，判断厨余垃圾分类是否准确后，称重结果自动上传后台。

原来，厨余垃圾回收是农村垃圾分类的一大难点。在李

坡村党总支书记吴大林看来，厨余垃圾集中处理，可以制成化

肥，资源再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制，还能激发大家的参与热

情，“过去，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大垃圾桶，剩菜、纸壳、塑料袋统

统往里扔，异味重、没人管。推行垃圾分类后，干净了不少。”

2017年 10月，新街镇率先开展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试点工作。推行之初，也有难度，有人不会分，有人嫌费事。

吴大林急得团团转，思来想去，决定成立一支志愿者队伍。

老党员、老教师和乡贤带头，带上垃圾分类小册子，上

门给村民做工作。遇着年纪大、不会分的，就耐心讲解，上

手操作；碰见嫌麻烦、不乐意的，他们一遍遍劝说。渐渐地，

参与垃圾分类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年底，村里更是评选出十

户垃圾分类示范户，发放了香皂、毛巾、洗衣液等奖励。

今年，新街镇将垃圾中转站升级改造，建起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体验中心，利用智能设备、游戏互动等形式进行垃圾

分类宣传教育。如今，通过不断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天长农村垃圾收集率、农户生活垃圾初级分类参与

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100%。截至目前，全市完

成改厕 2 万户，镇政府驻地建成区和美丽乡村中心村实现

污水处理全覆盖，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移风易俗，增进乡风文明

走进天长市仁和集镇芦龙社区，花草繁茂，过去可不是

眼前这幅光景。今天这个结婚，明天那个做寿，家家户户放

鞭炮、做拱门，在家门口大摆宴席。“一是脏，二是乱。铺张

浪费不说，一年下来几十场人情吃喝，实在有些吃不消。”社

区老党员陶开和坦言，过去是“人情大似债，头顶锅儿卖”，

如今有了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小分队，大操大办少了，人情包

袱轻了，邻里关系也更和谐了。

2018 年，退休后的陶开和加入芦龙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针对设宴待客、搭台唱戏、吹吹打打等现象，进行

移风易俗宣讲。“不是完全不给办，而是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其它事不办’。这样既能杜绝浪费，还能打破

盲目攀比的‘人情网’。”芦龙社区党总支书记任巧玲说，

眼下，广场中文化大舞台搭了起来，也有不少志愿者来这

开展“一小时文艺巡演”。通过小品、扬剧和快板等形式，

宣传移风易俗理念。

不比排场比奉献，不比面子比文明，天长已在 174 个村

（社区）建立以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小分队、红白

喜事公约为主要内容的“一会一队一约”工作机制。全市各

部门对农村流动包桌厨师、红白事从业人员、民间吹手等重

点群体摸底登记，加强引导，并将移风易俗工作作为深化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高质量发展以及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星级文明户等考核体系。

第三方测评结果显示，天长 97.14%的家庭支持开展移

风易俗行动。2020 年，全市有 3000 多户主动取消了计划举

办的宴席，群众参加的满月生日、升学宴请等随礼活动降至

去年同期的 4%。调查样本家庭年随礼礼金从 266 万元下降

到 76万元，降幅 71.5%。据此，全市累计节约资金 10.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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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水管破裂，让陕西省渭南

市临渭区农行小区的两家人争吵

不休。

网 格 员 韩 卫 东 知 道 了 这 事 ，

马 上 联 系 社 区 包 联 干 部 前 往 调

解 ，还 请 来 了 法 律 顾 问 。“ 楼 上 楼

下 住 着 ，吵 成 这 样 多 伤 和 气 ？ 只

要 你 们 愿 意 ，社 区 给 你 们 找 有 资

质的施工队。”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两家人

脸上有了笑容，两间房的维修费一

家一半。“你是咱的网格员，说话中

听 ，我 们 听 你 的 ！”一 对 邻 居 握 手

言和。

以前居民“走上来”，现在网格

员“沉下去”，让事事上网格，件件有

回应。渭南市临渭区积极探索创新

社区治理模式，分层级设立小区网

格 295 个、楼栋网格 766 个，4699 人

认领楼栋长和网格员，进一步健全

完善了“街道—社区—小区—楼栋”

四级管理网格，让资源和力量“一竿

子插到底”，消除小区管理盲区，延

伸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小区大门更换后实现了人车

分流。目前人流量过大，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巡查发现问题后，惠园

小区 B 区网格长钟雯将情况立刻汇

报给上级党工委。通过“社区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渭南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临渭区物业管理工作中心、

杜桥综合执法大队等职能部门立即

召开协调会，各项审批相关手续一

路绿灯。两个多月后，小区门口路

面完成了全面改造。“路面宽了，人

和车都顺畅！”居民们纷纷点赞。

社区党支部书记何红利说：“网

格化不仅是管理区域的细分，更是

服务观念的转变，将被动服务变主

动服务，切实为群众解难题，提高社

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目前，临渭区还进一步用大数

据和互联网技术升级社区服务、提

升居民自治能力。临渭区从 2019
年底启动“智慧社区”建设项目，社

区云平台包括居民信息查询、急难

问题上报、证明盖章、政策宣传、志

愿服务等内容，网格员和居民也可

以利用手机小程序随时上报社区里

的各种问题，让精细化管理进一步

延伸。

一 张 照 片 、简 单 的 问 题 描 述 ，

动动手指就上传，平台的“随手拍”

功能大受居民欢迎。“南塘路 24 号

有危房，影响周围居民安全。”一则

“随手拍”问题上传到云平台，网格

员迅速前往了解情况。这间房因

为年久失修，附近群众又无法联系

到户主。在网格员的多方打听下，

终于找到了户主的联系方式，5 天

后，户主对房屋进行维修，他感慨：

“这功能帮了大忙，真出了事后果

不堪设想。”

南 塘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小 玲

说：“社区工作很繁琐，云平台不仅

大大提升了网格员走访摸排的效

率，更点燃了群众的自治热情，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隐患解决在萌

芽，让我们与居民一道共同经营好

咱的‘家’。”

据了解，目前临渭区建成“智慧

社区”30 个，已全部正式投入运营，

今年还有 10 个“智慧社区”正在筹

建中。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建四级管理网格

主动解难题 服务更精细
本报记者 原韬雄

甘肃张掖老寺庙

农场的 500 亩樱桃树

套种冬小麦进入收获

期，多台收割机开足马

力收割，确保颗粒归

仓。图为农场职工手

捧收割机泻下的小麦，

丰收喜悦溢于言表。

杨永伟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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