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18 日，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

县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倒塌、受损，

一些群众受灾。地震发生后，各地各部门全

力做好受灾群众救助，持续开展抗震救灾各

项工作。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

门部署开展 2024 年春风行动，专门针对地震、

洪涝、冰冻等受灾群众上门送岗位、送政策、

送服务、送技能，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春风行动开展以来，积石山县受灾地区

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如何？人社部门如何满足

当地群众就业需求？困难群众特别是脱贫户

享受到哪些就业帮扶措施？日前记者走进积

石山县进行了采访。

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
安置点增加公共服务

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是灾情最重的 8 个乡

镇之一。2 月 18 日，记者来到大河家镇大河

村临时安置点，门口广场上洁白的活动板房

整齐排列，通信车、邮政车、电力车、货车频繁

进出。

“货车请跟我走，停到广场空位这边来。”

20 岁的大河村村民马继援身穿橙色马甲，有

条不紊地指挥各类车辆有序停放。

“震后当晚，乡里就组织我们来到安置

点，2 小时后就住进帐篷，第二天一早，部队又

来搭建活动板房，我们住得更暖和了。”马继

援指着安置点对面的山头，前方 1 公里处就是

他家，由于家里偏房震毁后需要重建，和许多

老乡一样，他决定先留在村里。“以前我在外

地务工，地震后就辞去了工作。”马继援说。

“留在灾区，能不能做点什么？”正当他思

索时，村里的微信群推送了公益性岗位通知，

“安置点设有道路引导员、物资搬运员、爱心

理发员等 17 个岗位，我主动报名，当上了道路

引导员。”

如今，除了负责引导安置点车辆运行，马

继援还帮忙搬运煤、面、油等救灾物资，平时

还会参与安全巡逻。马继援表示，现在自己

过得很充实，既能在家门口就业，又能为家乡

重建出一份力，“今后我还可以转岗，在村里

继续做安全巡逻员。”

“理发员来了，有人要理发吗？”不远处，

爱心理发员马在乃白骑着电动自行车，打开

大喇叭，走街串巷为居民提供理发服务。“咱

们安置点 135 户，全靠我来理发。”她骄傲地

说，“最近快开学了，娃娃们都来找我，遇到行

动不便的老人，我还会帮他们洗头。”

马在乃白是大河村的脱贫户，此次家里

受灾情况也比较严重。“好在我会一门手艺，

政府给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让我既能帮助邻

里，又能赚一点收入，贴补生活开销。”她说。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人社厅第一时间支

持积石山县开发了 625 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灾

后第三天全部到岗，服务全县 233 个临时安置

点，受到群众好评。”积石山县人社局局长韩

小林介绍，这些岗位主要从事道路车辆引导、

救灾物资搬运、居民生活服务等灾区急需工

作，聘期 3 个月，每人每月发放 1000 元岗位补

贴，期满后可根据实际需求继续聘用或转岗

聘用，直至 10 月底全县灾后重建结束。

“公益性岗位作为农村就业帮扶托底的一

项重要举措，我们已持续推进多年，比如爱心

理发员，在全省就开发了 1.17 万个岗位，显著

改善了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体‘理发

难’的问题。”甘肃省人社厅劳务办副主任张立

柱表示，公益性岗位优先向脱贫劳动力倾斜，

补贴一般为每人每年 6000 元，最高 1.2 万元，

有效支持他们自食其力、增加收入、服务家乡。

发展乡村就业工厂
拓展新的就业机会

为 帮 助 更 多 受 灾 群 众 尽 快 实 现 就 近 就

业，甘肃省人社部门用足用好东西部协作机

制，千方百计拓展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规模。

智能吊挂线快速运转，60 多名工人紧张

忙碌，30 多道制衣工序无缝衔接……在积石

山县拓奇服装加工乡村就业工厂，29 岁的工

人马如给也熟练地操作缝纫机，将内衬网布

和防水布料缝制在一起，不到 1 分钟，就制作

出一套裤子半成品，这些服装最终将通过位

于福建省厦门市的公司总部销往海外。

忙碌间隙，马如给也和记者聊起了就业

经历。“我来自大河家镇克新民村，之前我没

有工作，也没什么收入，正发愁今后该怎么办

时，看到人社局来安置点招工，就主动报了

名。”经过培训，马如给也成为一名缝纫工，每

天保底工资 85 元，工厂还管午饭。“这里是多

劳多得，我一开始每天只能做 60 件，现在能做

200 多件，一个月可以拿到 3000 元，帮家里增

加了不少收入。”她说。

“这份工作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同样来

自积石山县刘集乡团结村灾区的居民张正红

感慨，自己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过去全家仅靠

丈夫打工，经济压力不小，“地震后，这家工厂

面向受灾乡镇招收了 30多名工人，我也在这里

找了一份工作，既能进城照看孩子，又能多赚

点钱。一合计，家里一年能存下四五万元。”

除了服装制造业，当地还面向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群体拓展了一批新职业岗位。

给无人驾驶系统标注车辆、地标线等信

息；将短视频转化为文字脚本，对网络图片

进 行 筛 选 编 组 ，为 导 航 地 图 提 供 大 模 型 素

材……在积石山县爱豆云数字科技乡村就业

工厂，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生姬玉梅频繁

切换电脑画面，完成数字标注等工作。

为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积石山

县人社局发起专项招聘行动，仅这一家乡村

就业工厂就新招聘 40 多人。姬玉梅经过培

训，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现在每月工

资 4000 元，离家近，方便照顾父母，一家人在

一起更安心了。”

“我在这里当云客服，负责对接处理电商

平台客户信息，过年期间加班还享受额外奖

励。”甘肃武威职业学院毕业生王娟说，这份

工作让她增长了技能，每年还能去杭州、成都

等地交流学习，“收入高了，眼界宽了，生活好

了，人也更自信了。”

甘肃省人社厅副厅长何永强介绍，人社

厅发挥东西部协作机制作用，在灾后协调山

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对积石山县 17 家地震受损

就业工厂和帮扶车间开展维修重建，目前已

有 8 家就业工厂复工复产，为受灾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从全省看，甘肃至今已创办乡村就业工厂

（帮扶车间）2600 多个，并给予这类企业一次性

奖补、贴息贷款、租金减免等 10 多项政策支

持，带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超过 10万人。

推广职业技能培训
助力群众技能增收

技能培训是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居民增

收的重要方式，甘肃人社部门大力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助力灾区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

技能增收。

2 月 18 日，记者来到大河家镇陈家村安

置点，一场钢筋工技能培训课正在开展，村民

们戴上安全帽，戴好劳保手套，在授课老师讲

解下实操练习。

“大家积极性很高，我们发起培训报名，一

天之内，50 个名额就招满了。”甘肃建投培训中

心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事业部部长孟海鹏说，现

场设有理论教学区、实操绑扎区、机器操作区，

培训为期 10 天，完成后将组织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考试，合格者将获得钢筋工初级工证书。

据了解，甘肃建投在积石山承建了不少

灾后重建工程，用工量较大，企业将扩大招工

规模，重点招录灾区员工，在技能培训队伍

中，约 70%可转化为就业人员。

“我家在震区，这次参加培训，学习了工

程识图、尺寸计算和安全生产等知识，每天理

论加实训有 7 小时，非常有用。”陈家村村民马

娟学得十分认真。

“学一门技术，能靠自己的双手把家园建

设得更好，还有机会就近就业，技术工比普工

能多挣不少呢。”马娟说，当上钢筋工，每天至

少挣 300 元，如果继续考取中级工证书、高级

工证书，就能吃上月薪过万元的技术饭。

为 填 补 灾 后 重 建 过 程 中 的 技 能 人 才 缺

口，甘肃省人社厅选派 3 家省级培训学校到积

石山县开展技能培训，在 10 个乡镇开设挖掘

机、电焊工、钢筋工、砌筑工等实用技能培训

班 147 期，已惠及 7100 余人。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春风行动继续强化

就业服务，坚持‘两条腿’走路，既通过直播带

岗、专项招聘等方式帮助有意愿的群众外出

务工，又通过推广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

等措施支持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助力灾区加

快恢复重建，让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增收。”何

永强说。

送岗位 强服务 兴培训 助增收

甘肃积石山县多措并举帮扶受灾群众
本报记者 邱超奕

核心阅读

为帮助灾区加快恢复重
建，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以
群众急难愁盼为切入点，多渠
道促进就近就业，通过开发公
益性岗位，支持群众服务家
乡；拓展新职业就业机会，带
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让更多人实现
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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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是湖北兴山县黄粮镇村民冯女士返岗去外省上班

的日子。早上 7 点，她和家人就驱车上了前往县城高铁站的公

路，正赶上新一轮大范围雨雪天气，行程顿时艰难起来。

头天夜里，兴山县大部分乡镇降雪量较大，路面结上了厚厚

的一层冰。由于车上没有装防滑链，出发没多久，冯女士和家人

的车辆就在路上抛锚了。而此时距离她将要乘坐的高铁车次发

车时间已不足 2 小时。

正当十分着急之时，一辆警车停到了路边。“今天这一路段

积雪较深，你们的车子没有装防滑链，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建议

将车就近停放，寻找其它出行方案。”交警李孔林来到冯女士车

前，善意地提醒他们。

“好不容易抢到的返程车票，要是错过了，就要耽误返岗复

工了！”冯女士急得快要哭出来。在场的 3 名交警得知这一情

况，相互商量了一下，确认在不影响工作路线的情况下，可以送

冯女士到高铁站。

“龙珠社区幼儿园前面路段需要清理积雪，运输物资的车在

此段通行困难”“没装防滑链的一定劝阻他们出行，这种路况非常

危险”……一路上，除了驾驶车辆的王超，李孔林和屈少杰一直在

忙碌地接听电话、安排工作，还顺路搭载了一位候车的老人。

早上 8 点多，冯女士一行抵达兴山站，顺利赶上了返岗复工

的列车。她想好好地感谢 3 名交警，问他们的姓名，而他们只是

挥了挥手，提醒她注意安全，就重新驶向了风雪中。

暖心“顺风车” 助力返岗复工
本报记者 范昊天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近 4000 户困难

农户搬进新居。据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广西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每月向当地同级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报

送新增危房信息和拟新增危房改造户名单，

由两部门认定农户身份属性是否符合危房改

造对象条件，实现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将符合

条件的危房户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并按照农房

管控要求实施危房改造。

2023 年，广西加强农房安全状况动态监

测，积极探索现代宜居农房建设，不断提升全

区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水平，提前两个月完成年

度 3946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目前已全部竣工

入住，有力保障了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安全。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村村

民廖海英此前就在村里的“五保楼”借住了几

个月。之前，廖海英一家住在木质吊脚楼。

去年，家里因电线老化，短路起火。村委号召

村民募捐了十几万元，加上危房改造补助的 4
万多元，帮助廖海英把房子建了起来。旅游

是龙脊村的支柱产业，为了村貌保持一致，新

房主体虽采用砖混结构，但外墙计划用木材

装饰，保持外立面风格协调。“政府给了好政

策，加上村里邻居帮扶，才建起了房屋。”廖海

英眼里含着泪花。

来宾市武宣县二塘镇四通村村民覃喜光的

新房，如今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线。坡屋顶、

新柱子的造型，让覃喜光的二层小楼房很是独

特。村干部介绍，覃喜光当时进行危房改造

时，就采用了县里推荐的图集。

走进覃喜光的家，尽管只有一张沙发、茶

几和必备的炊具，但厨房、卫生间俱全，功能完

备。“过去都是借住在别人家，如今有了自己的

家。建设好房子，以后慢慢装修完善，日子肯

定越过越好！”覃喜光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信心。

据了解，广西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现代宜居农房建设，

通过多种方式“技术下乡”，帮助农民建设更

宜居舒适的农房。部分地市结合当地地形地

貌、风土人情，编制农房设计图集等，为农户

建房提供参考；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有

资质的测绘、设计单位为农户建房免费提供

测绘、施工图纸修改等服务。

在南宁市青秀区，62 岁的特困户梁光佞

在自己的小屋清理两大箩筐红薯。气温骤

降，不下地，他就在屋里找点活干。“有了自己

的房子，舒适！做点腌菜、搞点农活很方便。”

梁光佞笑呵呵地说。

2019 年 之 前 ，梁 光 佞 一 直 借 住 在 弟 弟

家。弟弟一家住的是土坯房，几个儿女，加上

他，生活很是不便。去年，村委向梁光佞宣传

了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他积极递交申请，经过

村民评议和镇、城区审核，取得危房改造的资

格。“危房改造补贴 4 万元，按图报建奖励 3 万

元，自己再花 8600 元，就把房子盖起来了。”梁

光佞说。

按照青秀区的政策，符合危房改造条件

且有危房改造意愿的都应纳尽纳，对于未能

纳入当年危房改造任务的，农户可以提前实

施改造，并纳入下一年度的改造计划。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青秀区建立健全按图建设的激励奖惩机

制，对按照图集或经批准的自行委托设计的

图纸进行施工、经验收合格的农户给予一定

奖励，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近年来，新建

的危房改造户均按通用建筑设计方案图集施

工，除危房改造户外其他的新建农房也按照

通用图集带图报建和按图验收，在乡村形成

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塑造了具有桂风壮韵的

农房风貌。

广西近4000户困难农户完成危房改造

搬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庞革平

绿油油的小麦一望无际，农用

无人机在麦田上空盘旋……孟春时

节，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道明镇协

和社区，阡陌纵横的农田里到处是

忙碌的身影；成都市简阳市禾丰镇

连山村的千亩桃园，村民们正忙着

给桃树疏花、施肥，争取让今年的桃

子品质更好。

让农业强起来、农村旺起来、农

民富起来。近年来，成都将做好“三

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把成都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特点转化为发

展优势，从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成都片区，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等

多个领域发力，奋力绘就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新画卷。

“现在是小麦孕穗期，需要防治

蚜虫、锈病、赤霉病等，通过无人机

喷洒农药，既高效又精准。”崇州市

协和社区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仕钦一

边操作无人机，一边向记者介绍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实施“藏粮

于地”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成

都按照能排能灌、旱涝保收、宜机作

业、生态友好、稳产高产的标准持续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23 年，成

都新建高标准农田 33 万亩，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421.77 万亩，实施灌

区现代化改造 10 万亩，粮食生产再

获丰收、产量 231.9 万吨。

“藏粮于地”稳产，“藏粮于技”

增收。在离崇州市天府粮仓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仅仅十几公里的邛崃

天府现代种业园，是成都藏粮于技

的关键一环。作为中国首批 5 个国

家级种业园之一、西南唯一的国家

级农作物种业园区，天府现代种业

园集科技研发、双创孵化、博览交易

等功能于一体，搭建了“一库一院五

中心”重大种业研发平台。

成都先后出台《成都市农业科技英才培育项目实施

方案》《成都市深化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十条措施》

等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农业职业经理人扎根乡村发展。未

来，成都还将着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成都

农匠”。

“以前种地一年也就两万块钱，现在村里发展桃产业，

除了承包土地的租金，每个月还在村集体里务工，一年下来

至少有 7 万元。”正在桃园里忙碌着的连山村村民王性奎笑

着说。

借助桃产业，连山村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推动“农

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围绕赏花经济，连山村修建了桃源

步道，统一打造了阳光房、水美乡村等消费场景，拓展‘产

业+休闲娱乐观光’模式。”禾丰镇党委副书记陈伟介绍，

2023 年，连山村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 350 万元，

带动该村 400 余人就地就业，村民务工和土地流转收入超

过 685 万元。

2023 年，成都农村集体资产总量已达 361.76 亿元，集体

土地 1415.26万亩，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已增至 246.07万元。

“没想到能印出这么好看的花纹。”龙年春节，位于成都

市蒲江县甘溪镇的明月村成为游客打卡点。作为远近闻名

的文艺村，今年有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扎染、陶艺、水果采

摘等，在自然山水间感受诗与远方。

近年来，成都还基于“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典型特征，

遵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规划理念，统筹推进以片区为单元

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制定完善和美乡村分

类建设标准和星级培育体系，梯度培育一批省级精品村和

美丽宜居村庄，连点成线打造和美乡村建设示范带，努力推

动城乡各展其长、乡村各美其美。

在油菜花田旁吃火锅、在竹林菜地边喝咖啡……一个

又一个乡村消费新场景接连涌现，有效促进都市农业与大

美乡村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数据显

示，2023 年成都休闲农业收入与接待人次达 445.4 亿元、

1.58 亿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15.7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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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老乔就来到自家鱼塘边忙活。鱼塘里的网箱

内冒着热气，数不清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

老乔名叫乔旭，今年 59 岁，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滩子村。小滩子村位于黄河“几字

弯”东北角，北临黄河，其余三面被库布其沙漠环绕。

“过去，村子盐碱地、坡地、沙地多，种玉米产量上不去，

收入也不高。”十几年前，老乔和几名村民开始引黄河水养

鱼，开办了当地第一批“渔家乐”。

穿过村口众多的“渔家乐”招牌，来到老乔的家。这是

2015 年新落成的房子，有 140 多平方米，宽敞明亮。老乔

说，家里前年刚换上了空气能取暖装置，“现在房前屋后不

用堆煤，干净多了。”

到了晌午，丰盛的饭菜端了上来——草鱼、鲤鱼、鲢

鱼，类型丰富。“我们这里最出名的还是炖鱼。”老乔说，

“黄河水养出的鱼，炖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举筷品尝，鱼肉鲜嫩。老乔的女儿说：“如今许多村民

都建设了小型鱼塘，冬季也有活水。将鱼集中在活水区域

的网箱中，需要时再捕捞，一年四季都有鲜鱼。”

近年来，准格尔旗在大路镇推行多功能农业一体化发展

改革试点，探索“农业+文旅”发展模式。如今，小滩子村已

经有了 70 余家“渔家乐”，2023 年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

出了村，远远望见一片稻田，密密麻麻的棕色。走近仔

细一瞅，原来是几百只赤麻鸭。

老乔说：“这是大路镇黄河农业生态示范园的稻渔立

体种养项目园区，在盐碱化的土地上种植水稻，改良土地

的同时，还能节水节肥、提高产量。”2023 年，园区鱼、螃

蟹、大米等销售金额达 321.4 万元，带动村里户均增收约

10 万元。

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滩子村

“渔家乐”带来好生活
本报记者 陈沸宇 翟钦奇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R

近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金鸡峰丛景区，近百万亩油菜花相继绽放，花海

与远处的山峰相连，一个个村庄点缀其间，美不胜收。近年来，罗平县依托优质

自然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以新业

态新场景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图为观光小火车在花海中穿行。

张 驰 毛 虹摄影报道

油菜花开迎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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