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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过硬、保鲜技术先

进、储运流程完善……2021
年，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丁

庄村葡萄成功出口新加坡、

马来西亚，标志当地葡萄出

口取得新突破。“我们的葡

萄卖得好，离不开镇里和合

作 联 社 的‘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项目。”农户殷九兵告诉

记者。

句容市委书记潘群介

绍，当地党员干部以实事项

目为抓手，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问题，激发当地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也筑宽了富民

惠民的幸福路。

“我们送到南京的两车

葡萄很快售罄，上海那边的

商家也催促供货，卖得俏得

很！”丁庄村党总支书记、联

社理事长方静掩不住心头

喜悦，“我们的小葡萄闯出

了大天地！”

为解决葡萄残枝无序

堆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丁庄

葡萄合作联社将“葡萄枝粉

碎发酵培肥”作为实事项目，

引进设备，培训葡农，将残枝

制成有机肥还田，不仅解决

了污染问题，还实现了土壤

改良，提升了葡萄品质。

去年 7 月，正当两万亩

葡萄行将上市时，江苏却遭

遇疫情。当地着眼防范化

解市场风险，将应对疫情稳

销售作为新的实事项目并制定预案。

“我们通过建成分拣和预冷中心、提前

与商超签订供货协议、拓展电商渠道、

闯荡海外市场等多种途径，于危机中

孕育葡萄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茅

山镇党委书记郭露介绍。

句容市边城镇青山村位于宁镇山

脉之中。过去，开山采石是村里的主

要产业。虽然增加了收入，却影响村

域生态环境。痛定思痛，当地关停石

灰窑，整顿轧石企业。

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让绿

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去年以来，当

地将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重点

为民办实事项目：村两委复垦宕口、整

合岗坡荒地，流转近 6000 亩农业低效

用 地 ，建 成 了 苗 木 基 地 和 水 果 采 摘

园。“村里还组建了银杏古

枫志愿服务队，建立文明实

践积分和激励制度，人人动

手 开 展 环 境 卫 生 常 态 治

理。”青山村党总支书记朱

小龙介绍。

如今，来到村里，粉墙

黛瓦、绿水荡漾，一条银杏

大道从村里通到山间。四

月看花、八月摘果、民宿赏

景、销售苗木，美景美食两

相宜、绿化美化双得利，吸

引 了 众 多 顾 客 慕 名 而 来

……从吃“资源饭”变成吃

“生态饭”，村民富了口袋，

青山村喜获真“金山”。

谋求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 优 良 的 营 商 环 境 。 近

期 ，句 容 市 出 台《打 造“ 句

满 意 ”服 务 品 牌 优 化 营 商

环境十条举措》，围绕市场

主 体 在 投 资 建 设 、生 产 经

营 全 生 命 周 期 中 各 类“ 梗

阻”“痛点”，打出“创新审

批手段、提高办事效率、降

低制度成本”的“组合拳”，

全 力 为 企 业“ 松 绑 ”、给 市

场“ 腾 位 ”，厚 植 企 业 愿 意

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创新

创业沃土。

“容缺审批”机制的建

立 ，就 是 其 中 的 重 要 举

措 。 句 容 市 委 常 委 、常 务

副 市 长 赵 树 锋 告 诉 记 者 ：

“ 我 们 提 前 组 织 多 部 门 并

联踏勘，对项目进行现场指导和技术

审查，做足所有准备，取得法定要件后

即发证书，让企业达到开工条件。”

走进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综合服务大厅，一个“午间值班”窗

口引人注目。据介绍，去年 5 月 11 日

起，该局推行“午间值班”制度，即在工

作日午间 12 点到午后 1 点半提供业务

受理、审核和咨询等服务，化解群众和

企业“上班没空办事、下班没处办事”

的难题。截至目前，午间值班窗口已

受理业务 416 件。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见

行见效。通过把各方反映的‘问题清

单’变成‘项目清单’‘责任清单’，办实

事，求实效，惠民生。”句容市市长周必

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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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铿锵锵，嘈嘈切切。一把吉他，正

在接受检验。

“嗯？”伴着一声疑问，18 岁的李佳

林放下刚造好的吉他，埋头仔细端详。

作为品质检验师，每天要经手四五十把

吉他。没一会儿，只见她嘴角上扬，“找

到了！下弦枕磨得不精细，有不到 1 毫

米的误差，音质略微失准……”

位于贵州正安县的国际吉他产业

园，一年生产吉他 600 万把，占全国 20%，

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安吉他做出

名堂，根本在于一名名精益求精、务本求

实的吉他工匠。”县就业局职业能力建设

负责人陈坤华说，依靠“正安吉他工匠”

这一劳务品牌，正安得以兴起吉他产业，

为当地群众找到了一条增收致富路。

政府动员返乡创业
集聚形成用工队伍

正安地处黔渝交界，山高谷深，人多

地少，曾是深度贫困县。 1987 年，正安

当地人成规模南下广东务工，开启贵州

有组织劳务输出之先河。陆陆续续，一

个 60 余万人的县城，常年有 20 余万人在

外务工，其中 6 万余人流向广东吉他行

业，不少成为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2012 年，正安启动“筑巢引凤”工程，

号召同乡返乡创业，吉他产业顺势而生。

“老家建起吉他产业园，墙内的事企业管，

墙外的事政府包。”加之租金、税收、营商

环境建设等系列优惠政策落地，长期在外

的刘江波，加入第一批返乡创业大军。

2016 年 3 月，他创办的贵州金韵乐

器有限公司入驻投产。“吉他制造属于劳

动密集型产业，即便用上机器，将近七成

的工序还得靠手工。”除了自己带来的技

术骨干，他直接在园区周边招工，“先后

扩建 3 条生产线，招了快 200 人，以本地

妇女居多。”

从吉他制造到销售、物流等配套产

业 ，短 短 几 年 ，已 有 104 家 企 业 进 驻 园

区，年综合产值 60 亿元，完整的吉他产

业链日趋成形。

“政府将其作为支柱产业来抓，定位

清晰，政策优惠，这是最吸引人的。”陈坤

华介绍，凭借 200 多道工序，一把把品质

精良的吉他走出深山，直接集聚形成稳

定的用工队伍，“就地解决就业 9242 人，

其中 6690 人稳定脱贫，辐射带动就业近

10 万人，正安成了有名的吉他生产地。”

2019 年第二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

展示交流活动上，“正安吉他工匠”这一

劳务品牌正式推出。“不仅仅局限于吉他

制造，包括从事吉他产供销、上下游的工

人，都是正安吉他工匠，因为每一个环节

都得精益求精，踏实去做。”陈坤华说。

以老带新提升技能
校企合作培养人才

“合桶这道工序，要把面板、侧板、背

板粘在一块儿，让三条中轴线合而为一；

音梁要修得一般高，不然塞下去有缝，难

倒是不难，但讲究精工出细活……”单听

讲解，还以为是老工匠，细问才知入行刚

满一年，名叫郑维琴，住在园区边上。

到贵州金韵乐器有限公司上班前，郑

维琴从未接触过乐器。因为丈夫长期外

出闯荡，带娃、照顾老人成了她生活的全

部。上班后，郑维琴跟着技工学合桶。最

初一天只能做两三个，还得来回返工；坚

持了一个多月，逐渐有些起色；半年之

后，一天能做 30 多个，鲜有不合格的。看

到月薪 3000多元，郑维琴十分开心。

刘江波公司的女职工占比达到七八

成，公司实行“师带徒”“老带新”，十分管

用，“公司还聘请制造大师，通过成立工

作室，储备新人才，攻关新技术。”

为引导企业重视人才培养，政府定期

组织申报市级、省级吉他大师工作室。“申

报成功的，给予 10万元资助，全县已有 12
家。”陈坤华介绍，政府还引导校企合作，

提升正安吉他工匠整体技术水平。

“学校有乐器维修与制造专业，还有

吉他实训基地，教学生制作手工吉他。”

初中毕业，李佳林进入正安县中等职业

学校，经过 3 年学习，直接被贵州金韵乐

器有限公司“抢走”，担任吉他品质检验

师，“有职业证书，工资比普通技工高。”

校长张信强介绍，早在 2018 年，学

校在全县首设吉他制作专业，为园区输

送人才。“围绕教材编写、课程建设、人才

培养等，跟 17 家园区企业达成合作，精

准对接用人需求。”

制定相关考核标准
力争构建行业规范

吉他工匠基本靠手艺吃饭，但如何评

判水平高低，国内一直没有统一标准，给

劳务品牌健康、规范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本地工人进厂，曾有不少人制作的产

品过不了质检，只能返工。”刘江波回忆，个

别企业甚至一把火烧掉，就是要把质量二

字刻在工人心里，绝不让一把不合格的吉

他流入市场。

2019 年 10 月，首届中国吉他制作大

赛在正安举办，来自全国的 300 余名吉

他工匠同台竞技。“这是吉他制造沟通交

流的平台，不少本地工匠拿了奖。”陈坤

华表示，通过一系列吉他技能大赛，更能

看清对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的迫切。

前不久，由当地人社局同职校等起

草的《吉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获省

里批准。“主要针对吉他涂装、研磨、装配

等 5 个工种进行考核，达标后颁发专项

能力证书。”张信强说，目前正组织考评

员集中学习，开展第一批吉他工匠考核。

“政府会继续引导职校和行业，朝着

构建完善的行业标准体系努力，争取出

台职业技能标准。”陈坤华说，要为正安

吉他工匠打开成长空间。

贵州正安县建设劳务品牌，发展产业，带动就业

吉他出深山 弹奏致富曲
本报记者 苏 滨 陈隽逸

正安县吉他产业的兴旺，离不开

“正安吉他工匠”劳务品牌的助力。二

者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正安县通过摸底调查发现，仅在广

州吉他行业务工的正安员工就有 2 万

多人。因此，正安县决定打造产业园，

吸引在外从事吉他行业的同乡返乡创

业。随着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意识到

人才支撑的重要性。正安县中等职业

学校成为全国较早开设吉他制作专业

的学校，为吉他产业发展培养设计、制

作、销售、管理等专业技能人才，并输送

到正安吉他工业园区就业。

通 过 大 力 实 施 吉 他 产 业 人 才 培

训工程，不断加强吉他产业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支持企业加强吉他制

造技能培训，正安县聚集起一批高水

平的吉他工匠。正是凭借正安吉他

工匠的高超技能、精湛技艺，一把把

品质精良的正安吉他赢得了全世界

吉他爱好者的青睐，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正安吉他工匠”劳务品牌也闯

出了名头。

不少人惊叹，如此质量上乘的吉

他，由贵州大山深处的农民工制造，是

一个奇迹。“正安吉他”劳务品牌解决就

业 9242 人，受益人口以园区周边 20 个

村组和经开区易地扶贫搬迁点为中心，

覆盖全县 19个镇（乡、街道）。如今，“正

安吉他工匠”劳务品牌用心、用情弹奏

出新时代技能就业、返乡创业、增收致

富的动人乐章。

（作者为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副主任，本报记者李心萍采访整理）

弹出技能就业的动人乐章
袁 芳

■劳务品牌促就业⑥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