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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时候还可以多放进去点

红线，这样编出来的小筐看着更喜

庆。”一见到记者，吉林省吉林市南

山道村村民邵明双就迫不及待地

分享起自己的草编心得。嘴上说

着，邵明双手里也忙活不停。不一

会儿，一个由玉米叶子编成的小筐

已见雏形。“一个小筐我能赚十几

块钱。现在能靠手艺赚钱，多亏了

‘巧姐’培训班。”邵明双说。

结合地方特色
免费开展培训

在邵明双家里，放着草编用的

模具、小纺车、彩线等材料，她对这

些如数家珍：“这个可以编扫帚，那

个可以编小葫芦。”家里柜子上还

放着两只糖果形的草编枕头，“这

是去年编的，我挺喜欢的，就没舍

得卖，自己留下了。”

邵明双幼时摔伤了脊柱，属于

肢体四级残疾，上半身无法完全直

立，颈椎、腰椎时常疼痛，“一点儿

重活都干不了，想打扫一下自家院

子，扫几下就累得喘不过气。”爱人

离世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邵明

双 把 家 里 几 亩 地 承 包 了 出 去 。

2009 年，邵明双被认定为低保户，

靠着低保补助以及帮邻里做些缝

纫零活过日子，“一个活儿能赚三

五块，有时候几天也没活干，出去

打工更是不敢想，这个身体状况上

哪能找到活啊？”当时她全年的收

入加在一起只有 5000 多元，生活拮

据 得 几 年 都 不 舍 得 买 件 新 衣 服 。

家里的哥姐心疼小妹，时不时送来

些大米、菜、肉，一直好强的她心里

更不是滋味：“我都这么大了，还得

靠家里接济，你说这人还有啥用？”

2016 年 8 月，吉林市高新区妇

联和残联的工作人员先后联系到

邵明双：在附近柴家村有个“吉林

巧姐”草编培训班，免费教草编手

艺，上课、材料、食宿都免费。在培

训班，看着玉米叶子变成精致的工

艺品，邵明双心动了，“这个在家就

能做，也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他们

推荐的这个班适合我。”

培训班老师吴云苹对邵明双

的评价是：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儿。凭着自己的缝纫经验，邵明双

很快成了好手，一双鞋垫最多一分

钟就能做完。如今，凭借草编，邵

明双每月可以多收入 1000 元左右，

早已不再是村里的低保户。

尝到甜头的邵明双开始主动

询问起残联工作人员：“最近还有

啥班没？”5 年来，除了继续参加草

编培训，邵明双还参加了剪纸、中

国结、刺绣、书法等其他种类的“巧

姐”培训班，“虽然都只是入个门，

但这些技艺太美了，培训班让我的

眼界越来越开阔。”

近年来，吉林省在全省开展实

施“吉林巧姐”手工制作项目，将城

乡妇女发展帮扶资金下移基层，由

各级妇联组织域内手工艺人，为农

村妇女、城市待就业妇女等群体，

免费开展手工制作培训。

“吉林巧姐”培训注重结合各

地的区位特色，课程设置发挥各地

区 自 然 资 源 、民 俗 文 化 所 长 。 目

前，全省已开展草艺编织、布艺制

作、套娃绘制、树脂工艺品制作等

20 多个类别的手工制作培训，涵盖

了绣、编、剪、缝、雕、画、塑、捏等多

种手工制作技法，累计培训 6 万余

人次。

【专家点评】“吉林巧姐”培训

项目是一个典型的专业技能培训

项目。该培训项目面向农村妇女、

城市就业困难妇女等群体，根据各

地区自然资源、民俗文化所长，为

妇女提供手工业制品制作工艺培

训。农村妇女、城市就业困难妇女

往往面临培训机会少、培训资源少

或培训成本无法承担等问题，阻碍

了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升。“吉林巧

姐”项目，由妇联、残联有针对性地

将免费培训送上门，打消了培训对

象对于培训成本的担忧，激发了女

性的学习热情，这是该培训项目成

功的重要基础。

培训深入村屯
就业促进增收

除了是草编培训班的老师，吴

云苹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这妇女

主任为啥还教草编？“想和大家一

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吴云苹

笑着给出了答案。

第一期“吉林巧姐”草编培训

班开班时，吴云苹就报了名。培训

地点在长春，时逢大雪，村里道路

不通，吴云苹徒步一个多小时到镇

上坐车。回来后，吴云苹时常自己

编些小玩意送给邻里亲朋，有村民

看见也想学学，可碍于路程，许多

人又打起了退堂鼓。

吉林冬季漫长，一年里，农民

们 农 闲 、农 忙 的 时 间 几 乎 是 对 半

分。看着农闲时分，不少农村妇女

闲在家里，大量劳动力闲置，不仅

浪费时间，家庭收入也受到影响，

吴云苹急在心里：“要是农闲的时

候大家能一起干点啥就好了。”

2015 年 ，吴 云 苹 联 系 到 市 妇

联 ，说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 能 干 点 啥

呢？”交流中她想到了自己的草编

手艺，“只要大家想学，我们就找老

师教。”妇联的回应，让吴云苹有了

信心。2016 年初，柴家村草编培训

班正式开课，80 多名学员参加。如

今在柴家村，草编培训班已开到第

八 期 ，“ 村 里 的 姐 妹 ，一 半 都 参 加

过！”吴云苹说。除本村妇女，周边

不少村镇妇女也会来柴家村参加

培训。

在妇联的帮助下，吴云苹还成

立了“红透半边天”农业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成员主要是柴家村周边

在 家 闲 散 的 留 守 妇 女 、困 难 妇 女

等，合作社成员 20 余人，还有几十

名妇女虽不加入合作社，但农闲时

也会参与草编制作。如今，合作社

一 年 收 入 可 达 20 万 元 。 2018 年 ，

吴云苹带着自己的草编团队参加

了省里的“吉林巧姐”大赛，获创新

奖。此外，她还为自己的糖果颈椎

枕、乌拉草鞋垫等十几种产品申请

了知识产权保护。

吉林开通流动“致富大篷车”，

组织“吉林巧姐”导师深入村屯开

展培训，让有意愿的农村妇女不出

村 不 离 家 就 能 学 到 手 工 制 作 技

能。以草编为例，考虑到农村实际

情况，不少“巧姐”培训课程选择玉

米叶、秸秆等地里常见、获得方便、

利 于 编 织 的 植 物 作 为 主 要 材 料 。

“玉米叶子地里就有，不需要成本，

这 样 做 起 草 编 就 没 什 么 经 济 压

力。”邵明双说。

为解决销售问题，吉林省还有

计划地开展“订单式”培训。培训

前，培训基地对接企业下好订单，

培训结束后，妇女开展加工制作，

最后企业按订单回收。

“吉林巧姐”项目实施以来，带

动 8 万余名妇女实现了创业和居家

灵 活 就 业 ，人 均 年 增 收 5000 元 以

上。据不完全统计，“吉林巧姐”手

工产品销售额已超 4 亿元，项目连

续 4 年被纳入吉林省全民创业促就

业重点项目。

【专家点评】农村妇女不仅要

承担农业劳动，也要承担较为繁重

的家庭照顾责任。因此，对农村女

性的培训无法采取传统的、集中在

培 训 学 校 或 培 训 地 点 的 培 训 方

式。“吉林巧姐”项目深入村屯，让

农村妇女不出村不离家就可以享

受培训，增加了农村妇女参加培训

的可能性。在该项目基础上，政府

通过“致富大篷车”“订单式”培训

等方式，扩大培训范围，解决培训

售 后 难 题 ，帮 助 农 村 妇 女 扩 展 视

野，增强了与外部的联系。这些举

措都有利于将培训成果转化为看

得见的收入，让妇女在农闲时节也

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价值。

搭建电商平台
线上拓宽销路

“给你看看我的直播账号，多

的时候，有 500 多人看我们直播做

草编呢！”在问及对未来发展有啥

想 法 时 ，吴 云 苹 乐 滋 滋 地 拿 出 手

机：“做电商。”

去年，吴云苹参加了“吉林网

姐”培训班，学习电商直播，5天时间

里，她了解了网店运营、产品描述、

直播技巧等内容，“以前看别人直播

都是看个热闹，现在想自己做直播

了，就发现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络时代，农村妇女也非常希

望用上用好互联网。吉林市妇联

联合市商务局开设“吉林网姐”培

训班，根据妇女对互联网技能的认

知和掌握程度，开展触网体验、实

践 技 能 、网 络 销 售 等 培 训 。 搭 建

“吉林网姐”电商服务平台，定期举

办洽谈会，邀请域内女性企业家、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介绍其基本

情况，与妇女面对面对接，建立产

销合作关系。市妇联还帮助有意

愿的妇女孵化“吉林网姐”网店，为

初创电商妇女提供场地、设施、仓

储和低于市场价物流运输的“三免

一低”服务。截至目前，仅吉林市

就已培育“吉林网姐”1200 名。

吉林省妇联在“吉林巧姐”项目

实施同时，结合企业需要、学员诉求

等因素，先后推出了“吉林大姐”“吉

林网姐”等培训项目，以家政服务、

电子商务等内容作为培训重点。培

训全部免费，不同培训班之间学员

都可以自愿选择、交叉报名。不少

人选择将“吉林网姐”的电子商务与

“吉林巧姐”的手工制作相结合，发

展线上下单、线下生产等形式，村里

的“带货主播”越来越多。

除了进一步丰富培训内容，吉

林省还提供多种延伸性服务解决

学员的后顾之忧。培训后，学员建

立档案，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协助非

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举办接洽会、

孵 化 网 店 等 多 种 后 续 帮 扶 举 措 。

吉林省妇联还连续三年举办“吉林

巧姐”大赛暨市集活动，为优秀的

“巧姐”作品颁奖，给“巧姐”们的手

工产品搭建技艺交流和产品营销

的平台。

“将来，我希望更多人一起参

加‘ 巧 姐 ’培 训 班 ，大 家 一 起 学 手

艺、学直播，让合作社接到更大的

订单！”吴云苹说。

【专家点评】数字经济时代，即

使是偏远地区也能够通过互联网

的连接，将本地的优质产品输送到

全国各地。“吉林巧姐”培训结合对

农村女性的网络培训、电商培训，

可以帮助她们找到市场，从而更好

地把优质产品卖出好价格。从“吉

林巧姐”项目可以总结出，电商直

播、网络销售等技能已经成为帮助

偏远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实

现再就业的重要技能。电商直播、

网络销售等数字技能培训应该成

为这些地区就业困难群体的培训

必选项。

（点评专家为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

张成刚，本报记者李心萍整理）

吉林推广手工制作项目，带动8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

不离家不出村 学手艺增收稳
本报记者 刘以晴

核心阅读

为带动农村妇女
就 业 创 业 ，吉 林 实 施

“吉林巧姐”手工制作
项目：免费组织培训，
教授一门手艺；搭建电
商 平 台 ，拓 宽 产 品 销
路；提供延伸服务，开
展后续帮扶……越来
越多的农村妇女通过
参加培训学到一技之
长 ，实 现 就 业 、稳 定
增收。

■办好民生实事⑩R

怎 么 帮 扶 更 有 效 ？“ 吉 林 巧

姐”培训项目做出了回答。

量身定制。在当地，需要帮

扶的对象，往往是家庭困难的农

村妇女和就业困难的城市妇女，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家庭照顾负

担较重。培训的技术，要让她们

使使劲能够得着，不光学得会，而

且用得上，这样才能有效增收。

因地制宜。培训课程要能和

本地的资源结合起来，这样，学会

了，可以对接市场、获得收益，否

则，就容易流于形式、不接地气。

只有立足当地资源条件，产

业之树才能种得活、长得壮；只有

准确把握被帮扶对象的禀赋，产

业 之 果 她 们 才 能 吃 得 上 、吃 得

香。帮扶应当量体裁衣。

帮扶要量体裁衣
许丹旸

■快评R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立足当地土地、气候特点，着力打造红高

粱特色产业。近日，该镇上江村迎来了红高粱成熟采收季，村民忙着收割、

晾晒高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毛勇锋摄（影像中国）
高粱红了

本版责编：李智勇 巩育华 许丹旸

本报武汉 8月 4日电 （记者范昊天）为推动高校毕业

生留鄂留汉就业创业，日前，以“筑梦湖北·就业启航”为主

题的 2021 年湖北省暨武汉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月

在武汉启动，全省各市州同步启动。活动通过网络在线形

式，在湖北公共招聘网开展线上招聘，共组织企业 390 家，

提供岗位 11730 个。武汉、宜昌、襄阳、黄石、十堰、孝感、荆

州、黄冈、仙桃等九地还组织 111 家企业参加视频直播，带

岗 5518 个，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

服务月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将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加密直播招聘活动场次安排，在湖

北公共招聘网设立专区，为求职者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灵活组织分行业、分专

业、小型化招聘。目前，全省已发布服务月活动期间线上招

聘会 202 场，组织企业 3640 家，提供岗位 140583 个，实现周

周有招聘、时时有岗位、天天有直播。对有就业创业需求的

高校毕业生全面落实“1311”服务，即至少提供 1 次职业指

导、3 次岗位推介、1 次职业培训机会、1 次就业见习机会。

落实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社保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实习实

训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创业项目扶持等全方位支持政策。

湖北多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草编培训班老师吴云苹（右一）在培训村民。 本报记者 刘以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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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路阔房新，夏日细雨中走进门

堆村，满眼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指出，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眼下我们要琢磨的就是如何做

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

衔接。”北京第九批援藏干部、堆龙

德 庆 区 常 务 副 书 记 赵 岩 走 进 门 堆

村，实地调研下阶段的重点工作。

“还是得到基层一线去探索、去实

践、去寻找答案，把工作做到各族同

胞心坎上。”

以前的门堆村距离现在的村址

有 30公里，平均海拔 4600米以上，没

有耕地，是个纯牧业村。这几年，在

北京援藏工作队帮助下，门堆村彻底

变了样。一排排崭新的藏式独栋建

筑楼前，村民的脸上满溢笑容……

“硬件好了还不够，软件和管理

也要跟上，要让各族群众有真真切切

的获得感、幸福感。”赵岩和门堆村村

支书加措边走边聊，走进村幼儿园。

这是一栋新建的三层小楼，外

墙色彩明快，格桑花开满院落。“内

部装饰工作要抓紧，一定要赶在孩

子们开学前完成。”一见园长索朗曲

珍，赵岩就直奔主题。

“我们正布置心理辅导专用的

‘悄悄话教室’，楼道里悬挂了自制

的庆祝建党百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的拉花，还要在多媒体教室

安装一面镜子，估计一下午就能完

成。”索朗曲珍停下手里的活计，一

一介绍。

走进新建的村医务室，今年 53
岁的平措正为村民尼玛做理疗。“一

般小病不出村就可以治疗，像尼玛

这样做针灸和理疗，每次诊费大约是 5 元。”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平措一个人忙不过

来，要有帮手；二是村民常见的关节病，都想用藏药浴法治

疗，可是条件又不成熟。”加措快人快语。

“今年会有两个从西藏藏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来给你做

徒弟，你要想办法把徒弟带好。”赵岩双手一摊，笑着对平措

说，“等人员都到位了，再好好琢磨怎么安排理疗和藏药浴

的场地。”

恰巧路过的村民格桑朗杰忍不住接话：“大家可都盼着

呢，门堆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后的日子会更好。”跟格桑朗杰

说完，赵岩转头对加措说，“我们援藏干部 24 小时待命，不

管遇到啥问题，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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