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浙江了，记得给家里人发

个信息啊！”又一次来到曲靖火车

站的黄江义，正在为农民工送行。

作为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驻义乌

劳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他已经记

不清送出去了多少批农民工。

2004 年起，沾益区将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重

要举措之一，开始向浙江、江苏等省

份有组织地输送农民工。为了更好

服务农民工，当地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免交通费、免健康体检费，在疫

情防控期间，防护用品也免费……

凡是经过统一组织、集中输出的务

工人员，都能享受周到的“保姆式”

返岗就业服务。近年来，沾益区人

社局和浙江省义乌市人社局持续合

作，共同为农民工提供优质服务，为

他们就业致富提供保障。

信息员对接需求
先试岗确保稳岗

“让农民工找到好工作，给企

业找到好员工，我们其实是牵线的

‘红娘’。”黄江义说。

10 年前，为了动员村里的富余

劳动力“走出去”，黄江义和同事们

几乎走遍了沾益区所有村镇。有

些 人 一 边 觉 得 在 家 闲 着“ 挣 不 到

钱 ”，一 边 却 又 担 心 出 远 门 不 习

惯。一次劝说不奏效，下回登门再

来。说前景、问需求、谈保障，再加

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赚钱返乡，

乡亲们悬着的心一点点放下了。

如今，沾益区外出务工已经无

需动员，黄江义和同事将更多精力

放在了对接企业和农民工需求上。

2020 年 起 ，沾 益 区 人 社 局 与

乡 镇 街 道 合 作 培 养 就 业 信 息 员 ，

当 年 底 实 现 了 每 个 村 、每 个 街 道

都有一名就业信息员的目标。黄

江义说：“现在村民主动找社区求

岗的多了。”

农民工有意愿，能否为他们提

供合适的岗位呢？“拖欠过工人工

资的企业不能去，工作环境恶劣的

不能去……”黄江义指着写得满满

当当的笔记说，为了确保农民工稳

岗，自己和同事经常会跑到浙江先

去“试岗”。

2010 年，黄江义带沾益第一职

业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去浙江棒杰

针 织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实 习 ，不 光

带着去，还在那里待了 3 个月，也

一样上岗当工人。“毕业生的想法、

企业的需求、怎么对接，一点点就

摸清了。”

现在的浙江棒杰针织品股份

有限公司挡车车间主任吴叶莉就

是当年的实习学生之一。实习期

满后，她选择留了下来，从普通工

人一步步成为公司管理人员。“外

出务工，最难的其实就是最开始那

段时间。”

并非所有的农民工都像吴叶

莉一样能够迅速进入状态。有些

才入职的农民工，前脚领完工资，

后脚就违反企业制度，黄江义没少

扮演“话事人”的角色。对企业，他

说“需要时间转变”；对农民工，他

又劝“抓紧时间适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大多

适应了务工生活。“这两年，需要我

们出面解决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黄江义说。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

多，为更好地服务农民工，2010 年，

沾益区驻义乌劳务工作站开始从

经验丰富的农民工代表中招募兼

职联络员。

联络员做好服务
帮老乡适应环境

多亏了黄江义，年过 50 岁的徐

树荣在义乌实现了再就业。

“2017 年老家盖房子，我要回

老家待一年，只好从原来的公司辞

职。”第二年房子盖好，徐树荣还想

去义乌。黄江义听说后，就推荐他

去浙江棒杰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试

试，报到的车费全由工作站报销。

“工作站帮助了我，现在换我

来帮工作站。”在义乌工作近 14 年

的徐树荣是当地的“百事通”，顺理

成章成为联络员。

让徐树荣操心最多的是新农

民工。每年沾益老乡到义乌，徐树

荣都会提前跟公司对接。农民工

到公司办理入职手续后，徐树荣还

会带老乡去购买生活用品。“浙江

气温比云南高，公司就给车间多放

几个风扇。入岗有培训，新来的老

乡适应起来很快。”徐树荣说。

此外，不少企业都设置了适应

期制度，农民工可以在企业内部转

岗。听说检验车间更锻炼人，入职

才 10 天、在包装车间经常抢不到活

的赵云娥找到徐树荣，希望能跟企

业沟通转岗。

检验车间对员工要求高，考虑

到赵云娥才到岗，徐树荣认为转岗

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好选择，“检验

车间适合工龄比较长的员工，我们

还是先在包装车间好好干如何？”

看赵云娥犹豫，徐树荣专门找到包

装车间主任，让他给赵云娥适当多

安排工作，这样她就不需要和同事

去争“打包任务”。如今工作了近

一年的赵云娥，在包装车间得心应

手，“适应之后手速快了，不担心干

活的问题了！”

还有不少农民工会在义乌当地

结婚生子，义乌市大部分企业都会

给夫妻提供免费的住处。目前，徐

树荣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浙江四

达工具有限公司工作，和两岁的孩

子一同享受着免费的员工宿舍。

招工员列车招聘
一对一提供咨询

如今，这些被老徐介绍过来的

老乡在义乌过得怎么样？

8 月 8 日上午，记者在浙江棒

杰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见到了 19
岁的沾益姑娘蒋京丽，“感觉日子

过得真快，来义乌已经一年半了。”

她向记者说，2020 年初，受疫情影

响，自己在家闲着，隔壁菱角乡的

徐 树 荣 得 知 后 ，推 荐 她 来 义 乌

工作。

在两地政府部门牵线搭桥下，

去年年初，蒋京丽和 10 多名沾益老

乡搭乘义乌的免费劳务大巴从云

南出发，一路风尘仆仆，但刚一下

车大家就感受到了阵阵暖意。“工

作人员为我们做好健康登记，还分

配 了 员 工 宿 舍 ，新 床 被 、新 被 罩

……感觉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

当。”蒋京丽说，入职后，在当地培

训工作人员指导下，她很快掌握了

产品包装工作。入职一年多，每月

能有近 5000 元的收入。

“当时，为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解决企业员工返岗难等问题，我们

派出了 44 个驻外工作组，集中前往

云南、贵州等 14 个劳务输出相对集

中的省份开展对接工作，接回员工

13 万 人 ，间 接 带 动 30 余 万 人 返

岗。”义乌市人才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吴群伟说。

像这样的招工举措，义乌还有

很多。今年 2 月底，在广州开往宁

波的列车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招

聘会，“如果是首次来义乌工作的，

义乌市政府有 3 条保证——确保能

找到工作、确保免费 7 天食宿、确保

报 销 车 票 ，还 可 以 免 费 学 技 术

……”列车上，身穿红马甲的招工

组人员边宣传边分发宣传资料，为

了精准对接，列车上还设置了临时

招 聘 台 提 供 一 对 一 咨 询 与 服 务 。

“还没到义乌，工作就先找好了，真

是没想到。”通过招聘会找到了工

作，来自湖南益阳的高师傅竖起了

大拇指。

员工接进门，服务不打折，义

乌通过提高就业创业质量、强化职

业技能提升等举措抓实做细农民

工工作。吴群伟介绍，去年以来，

义乌积极开展稳岗技能培训，实现

员工带薪“充电”。2020 年，共完成

企业稳岗技能培训 15.2 万人次，兑

付企业培训补贴 309 家 1.15 亿元。

不仅如此，义乌还为农民工成

为新市民开辟政策通道，并通过完

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实施

新义乌人子女学校标准化改造提

升专项行动等，努力让随迁子女在

义乌读上书、读好书。

“这两年返工都是坐的定点包

车，义乌各种招聘会很多。只要肯

干活，不愁找不到工作。”在义乌工

作好几年，沾益老乡田小贵乐呵呵

地说，如今扎根这里，未来还要更

努力，为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和浙江省义乌市合作提供细致服务——

一方送一方接 畅通农民工就业通道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李茂颖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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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云南省曲
靖市沾益区和浙江省
义乌市持续合作，共同
为农民工务工提供优
质 服 务 ，为 他 们 就 业
提供保障。一方当好
用工“红娘”，统一组
织 、集 中 输 出 务 工 人
员；一方通过提高就业
创业质量、强化职业技
能提升等，服务农民工
不打折。两方共同努
力，帮助农民工稳定就
业、增收致富。

■做好民生保障②R

“我在义乌扎下了根！”与当初

刚来义乌时的迷茫与懵懂不同，现

在的徐加伟不仅过得更充实，对于

未来也更有目标和信心了。

徐加伟的老家远在云南曲靖

市沾益区菱角乡。10 多年前，他跟

着父亲徐树荣，在当地劳动部门对

接下来到义乌务工。“当时我在一

家化妆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因

为觉得工作强度太大，没干多久就

辞职了。”徐加伟说，在那之后，他

曾换过七八份工作，但干的时间都

不长 ，“ 在 车 间 干 过 冲 床 加 工 ，也

在 网 咖 店 当 过 店 长 ，都 没 有 坚 持

下来。”

徐加伟一度有些灰心，干干停

停的工作状态也让负责对接的义

乌帮扶干部看在眼里，主动找到他

谈起了心。“小徐，义乌是一座‘建

在市场上的城市’。在这里，‘白天

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穿几十元的

布鞋谈几百万的生意’的创业故事

有很多，只要肯踏实干，就会有机

会。”听到干部这么说，徐加伟受到

了启发。

“都说‘要升职先升值’，想让

用工方开什么价，首先要问问自己

的本事值多少钱。”徐加伟逐渐明

白，要想在义乌扎下根，关键在于

自己肯努力，还得有“绝招”。

放 下 浮 躁 ，徐 加 伟 开 始“ 充

电”——他瞄准冲床加工的冷锻成

型加工技术，不断学习钻研，每天

抽出时间总结操作技术，甚至睡觉

前都在演练动作。业余时间里，他

还自学电商销售、表格设计等各种

技能，“技多不压身，多点技能才能

让自己更‘抢手’。”徐加伟笑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加伟的不

懈努力最终有了回报，如今的他已

是义乌四达工具冷锻成型加工岗

位上的技术熟练工，月薪近万元，

是 他 刚 来 义 乌 时 的 10 倍 还 要 多 。

不仅如此，他也把家安在了义乌。

在徐加伟看来，自己无疑是幸

运的，“被义乌这座城市的活力与

温 情 所 感 染 ，我 在 这 里 学 到 了 技

能，开拓了视野，明确了方向，这就

是义乌带给我的改变。”

眼下，他又在谋划着一项新计

划——他要和妻子一起努力存钱，

希 望 能 在 义 乌 买 套 房 子 ，和 老 人

一起住，“只要肯努力，我相信日子

一定越过越红火。”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务工者徐加伟——

“我在义乌扎下了根！”
窦瀚洋 杨林聪

本报广州 8月 23日电 （记者贺林平）家庭过期药品留

着没啥用，扔了又怕污染环境，怎么办？今年，从广州发端

的“家庭过期药品免费回收”公益活动进入了第十八个年

头，并再次创新回收机制，简化回收流程。记者日前在广药

集团旗下的采芝林、健民医药门店看到，现场设置了最新研

发的 5G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市民输入手机号码，即可轻

松完成一键自助回收。

活动期间，广州市民可以携带家庭过期药品，前往广州

采芝林、健民医药门店等回收网点进行线下回收。市民只

需在 5G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上输入手机号码，对过期药品

进行拍照，便可完成自助回收，并获得店铺购药优惠券。

广州：家庭过期药可自助回收

本版责编：李智勇 许丹旸 周春媚

在 广 东 省 惠 州 市 良 井 工 业 园

区，企业车间里一片忙碌。南方电

网广东电网公司工作人员何志强步

履匆匆，奔走于园区内各家企业的

生产车间和配电房，针对企业新增

的电气化厂房配电设备、流水线的

运行方式和流程工艺进行优化，最

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率。

为确保企业产能“跑得快”，惠

州 良 井 供 电 所 帮 企 业 进 行 节 能 诊

断，为园区降低综合能耗 8%—12%，

实现节电效益 60 余万元。

今年以来，南方电网聚焦群众

用电问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

题实践活动，让党员成为服务标兵，

不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提升供电

服 务 水 平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的 用 电

需求。

响应群众用电需求

今年 3 月，广东电网清远供电

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与广清产业

园党工委就“如何加快构筑坚强可

靠的电网，不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进行讨论，并联合走访多家企业，详

细解答用电问题，并收集企业的用

电报装需求。

“时间就是效益，供电部门 7 天

就完成了用电报装工作，项目还在

施工，电就已经送到门口了。这让

我们对后续的用电增容服务也很放

心。”福瑞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

廖泽说。

清远连山供电局还与当地全国

人大代表和市、县、镇级代表，召开

“听民声、征民意，推进连山十件民

生实事”专题座谈会。通过各级人

大代表的“牵线”，供电局收集到对

连山农网改造升级等方面工作的 8
项意见和建议，快速响应群众的用

电需求。

目前，广东电网主动满足群众

用电需求，大力推广“南网在线”智

慧营业厅，积极探索“基础+增值”

用电用能新业态，努力做好群众用

电业务办理“一次都不跑”。1—7 月，已为 114.1 万户居民

或企事业客户办理了新增用电。

提供贴心便利服务

东莞南方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装箱生

产企业，去年 4 月后订单量的迅速增多导致用电量骤然增

大。今年 1—5 月，企业用电量达到去年同期的 1.6 倍，成本

压力一下子增大许多。

东莞凤岗供电服务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客户经

理为企业量身打造供电方案，通过业扩延伸投资累计为企

业节约 1150 万元。疫情防控期间，客户经理还为企业推荐

最优的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大大降低了客户用电成本。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客户，广东电网出台《关爱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优抚服务举措》，从营业厅、客户经理、远程渠道

三方面定制 12 项服务措施，切实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

更贴心便利的服务。

与此同时，南方电网于 6 月 1 日起在广东正式实施居民

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广东满 5 人及以上的居民家

庭可享受更优惠的阶梯电价政策。符合政策条件的居民家

庭，可以直接在网上快速办理，也可前往附近电网营业厅窗

口办理，审核通过后，即可享受相关优惠。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近年来，广东省高州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文化旅

游，村落变成了景点，今年还将建成荔枝博览馆。

去年 3 月，高州供电局就成立党员服务队，为博览馆建

设提供专门用电服务。“从选址开始，我们就参与进去，了解

博览馆规模，协助变压器选址、线路规划，申请用电报装绿

色通道。”服务队队员罗文扬说。

不仅如此，面对乡村旅游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高州供

电局还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全力推动高州市根子镇线路改

造。目前已迁移 7 处线路，新建、改造 9 个台区，点亮了美丽

乡村的灯火。

乡村振兴也离不开科技支撑。广东电网加快建设现代

农村电网，大力推进以自愈为目标的配网自动化建设，运用

自动化开关，实现线路故障停电可自动通过其他 10 千伏线

路进行转供电的功能，将故障复电时间缩短至两分钟内。

肇庆市德庆县是个山区县，电网网架相对薄弱。“充分

调研后，我们决定用‘书记结对项目’，推动配网自动化的应

用。”德庆供电局党委书记黎卫文说。

“书记结对项目”由县区局党委书记和市局相关部门党

支部书记结对共同完成，推动业务攻坚。截至目前，德庆供

电 局 的“书 记 结 对 项 目 ”已 完 成 了 线 路 自 愈 技 术 改 造 67
条。其中，为德庆贡柑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供电的 10 千伏

大琅线率先完成了改造，园区农户人均增收 5000 元，同时

带动了全县近半种植户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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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7 岁的徐芳是江西省丰

城市白土镇乌塘村人，此前经营着

一家快递公司。2015 年，在一次返

乡探亲时，她得知家乡推出针对返

乡创业人员的优惠政策，便选择转

让了公司，与爱人一起回乡承包了

600 亩稻田，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起初，徐芳养殖小龙虾，因为技

术不过关，亏损了 30 万元，但她并

不气馁，而是及时调整思路、积极拜

师学艺，对农田进行改造提升，实行

稻蛙鳅共作。由于使用有机循环养

殖方法，她养殖的泥鳅等水产品在市

场上广受欢迎，水稻也年年增产，近

两年盈利都在 100 万元以上，还带动

了当地 8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谈起未来，徐芳信心满满地说：

“等深加工产业链建起来之后，我们

的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我要用智

慧和汗水浇灌家乡这片热土，带领

着父老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图为日前，在白土镇栗树村生

态 立 体 循 环 种 植 养 殖 基 地 ，徐 芳

（右）与爱人在田间捕捞泥鳅。

周 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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