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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以工代赈项目，我们两口子还愿

意干！”周正凯数着工资，笑着说。

周正凯夫妇，是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靖

安镇的易地搬迁脱贫户。在云南，许多低收

入群众通过参与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就业

增收。

“云南省持续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

度，安排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项目，同步

推动地方在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云南省发展改

革委地区振兴处处长王莹介绍，2024 年，全

省以工代赈项目吸纳 19.58 万名低收入群众

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 23.45 亿元，务工群

众人均增收 1.19 万元。

“十四五”以来，以工代赈已经由一项专

项扶贫政策转变为一项综合性帮扶政策，包

含促进就业增收、提升劳动技能、推动区域

发展等多种功能。产业路修通了、特色产业

发展起来了、村容村貌变美了……一个个以

工代赈项目成功落地，成为乡村全面振兴蓝

图上的生动笔墨。

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既拿报酬   又学技能

“大工一天 300 元，小工一天 150 元到

180 元。老乡你会啥技术？”

“我会支模，我媳妇也能做小工。”

2024 年初，听说镇里要修缮 9 公里长的

道路和排水渠，周正凯立马前去咨询。工作

人员的介绍，让周正凯动了心——工价高、

离 家 近 ，不 必 再 去 外 省 打 工 ，方 便 照 顾 家

人。周正凯当场报了名。

9 个月后，项目竣工，夫妻俩累计收入

近 5 万元。一算账，不比在外打工赚得少。

周 正 凯 参 与 的 道 路 、沟 渠 修 缮 工 程 ，

是 靖 安 镇 2024 年的以工代赈项目。项目

总投资 399 万元，累计带动当地 120 名群众

就业，其中 117 人是 易 地 搬 迁 群 众 。 项 目

负 责 人 、靖 安 镇 党 委 宣 传 委 员 徐 威 介 绍 ，

该项目共计发放务工报酬 124 万元 ，占项

目 资 金 的 31%，高 过“ 不 低 于 20%”的 政 策

要求。

大关县是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靖安镇有全国最大的跨县搬迁安置区，共安

置昭通市 6 个县区的群众 40549 人。

“以工代赈项目在申报时明确提出，要

优先吸纳脱贫人口、易地搬迁群众和返乡农

民 工 等 农 村 低 收 入 群 体 参 与 工 程 项 目 建

设。”昭通市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科科

长杨洋介绍。

带动群众就业人数和劳务报酬发放比

例，是以工代赈项目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

杨洋介绍，对于项目执行较好的地区，将在

来年申报新项目时予以倾斜。

2024 年 11 月，靖安镇 2025 年以工代赈

项目顺利获批，下达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

金 800 万元，用于新建 5.8 公里的产业路和

沟渠，能吸纳 200 多名群众就业增收。

既拿报酬，又学技能。在大关县翠华

镇的“小蜜蜂”劳动技能培训基地，电工、抹

灰 工 、钢 筋 工 、砌 筑 工 等 技 能 培 训 轮 番 开

课，累计有 1680 人次参与。“有了证书，工

作更好找！”在钢筋工培训班学了 1 个月，

翠华镇黄连河村村民陈克果通过了考试，

取得了从业资格证书，在以工代赈项目中

找到了工作。

优先支持产业类项目

因地制宜   创造岗位

黄连河村有 3000 亩的荒山荒坡。放着

不管，没有效益；开发种植黄柏，前景可观。

可是要规模种植、批量销售，首先要修

通 8 公里的产业路。村集体没资金，合作企

业打起了退堂鼓，怎么办？

2024 年 11 月，翠华镇 2025 年以工代赈

项目申报成功，下达资金 800 万元，重点支

持黄连河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提升产业发

展配套基础设施条件。

修 路 的 钱 ，从 项 目 里 出 ，企 业 省 下 近

200 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合作积极性

高了。种植管理和市场销售，有企业负责；

100 多名村民在黄柏林里找到活计，荒山荒

坡成了金山银山。

“春节前，3000 亩黄柏树苗已全部种植

完毕，产业路计划近期动工修建。”黄连河村

村支书张应超说，“产业路宽 4.5 米，能双向

会车。路修通后，从村里到黄柏林，开车只

需 20 分钟，人员和农资进出都很方便了。”

一钱多用，一举多得。以工代赈项目既

创造就业岗位，也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助力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杨洋介绍，昭

通市已获批的 31 个 2025 年以工代赈项目，

有 60% 以上的项目是农业产业配套基础设

施项目。

“云南省引导各地围绕产业发展谋划项

目，产业类项目优先支持，不断增强脱贫地

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2024 年，112
个产业类项目资金规模占总规模的 78%。”

王莹介绍，2025 年云南以工代赈项目重点

支持乡村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计划整治

农田 2131 亩，建设蔬菜大棚、养殖圈舍等 46
座，农业产业配套设施小型桥梁、涵洞、水塘

等 711 座，各类产业道路 820 公里。

鼓励村民自建模式

简省环节   让利于民

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甸中镇小甸中

村，道路开阔平整，小花坛和小菜园分布道

路两旁，村庄整洁美丽。在看不见的地下，

新修建的雨污分流设施已投入使用。

“这次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包括雨污分

流、道路修复、危房改造、村庄绿化等内容，

采取村民自建模式，半年就顺利完工。”甸中

镇党委书记普嵩涛说，“相比传统对外承包

的方式，节约建设成本 47.88 万元。”

村民自建，指云南省发展改革委鼓励实

施的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模式。该模式

鼓励各地创新建设方式，支持采取村民理事

会、村民合作社、乡（镇）或村办企业（施工

队）等各种类型的村民自建方式，简化审批

程序，省去了招投标环节，增加实际用于项

目 建 设 的 资 金 和 劳 务 报 酬 ，尽 可 能 让 利

于民。

建设成本降低了，主人翁意识增强了。

“大家的事，也是自家的事。”张应超介绍，黄

连河村 2025 年以工代赈项目就采取村民自

建的方式，“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充分吸

纳村民对产业发展、村庄风貌改造的意见，

大家一致同意引进黄柏产业，还决定整合资

金修建村史馆、保留乡愁。”

以工代赈，成效走深。云南省发展改革

委会同省财政厅下达 2025 年提前批、第一

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 72328 万元，以

工代赈中央财政资金 29462 万元以及云南

省级配套安排财政资金 3500 万元，实施 180
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累计可吸纳 2.79 万

名当地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 3.4 亿元，务

工群众人均增收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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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加大力度帮扶群众就业增收

以工代赈  兴业惠民
本报记者   叶传增

今 年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 ，加 强 易 地 搬 迁 后 续 扶 持 ，
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
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扩大以工
代赈规模。

政 府 投 资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工程，群众参加工程建设获得
劳 务 报 酬 ，以 此 取 代 直 接 赈
济 ，这 就 是 以 工 代 赈 。 在 云
南，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持
续 加 大 ，既 让 群 众 增 收 ，又 教
群 众 技 能 ；既 助 力 产 业 发 展 ，
还通过支持村民自建，增强群
众参与感和获得感。

核心阅读

■大数据观察
  数据里的增收故事
R

2023 年 6 月 28 日上午，福建湄洲湾，

海天一色。跨海大桥上，两列 CR450 试

验列车风驰电掣交会而过，相对时速高

达 891 公里。

千里之外的湖南，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所”）

设计专家陈燕平心情激动，眼角湿润。

为 CR450 试验列车研发出新一代

牵引变流器的陈燕平，与列车结缘近 30
年，矢志把突破中国高铁关键技术的担

子扛在肩上。

“只要有一张实验台，
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1998 年初夏，陈燕平告别上海交通

大学，入职株洲所。

“是个小妹陀（长株潭方言，指小姑

娘），还是名校高材生。我们部门每天要

和几百公斤重的牵引变流器打交道，这

能行吗？”带她的师傅曾有过担忧。

陈燕平却有想法、有信心：“现在是

电力电子技术第三次革命的时代，只要

有一张实验台，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当时，世界铁路大国的机车发展方

向，正在从 GTO（可关断晶闸管）牵引变

流技术，逐步转向更为先进的 IGBT（绝

缘栅双极晶体管）牵引变流技术。陈燕

平参加工作时，正值我国第一台输出功

率达 1.2 兆瓦的 IGBT 牵引逆变器下线，

但很多核心部件仍依赖进口。

“我们一个月工资 600 元，一块薄薄

的进口驱动板就要 1500 元。当时，所里

连做 IGBT 驱动试验最基础的高压电源

都没有。”陈燕平回忆。

陈燕平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彻夜伏

案研究。没有高压电源，就用变压器、二

极管、电阻开关等自己搭。在同事们的

帮助下，她为团队设计出了高压试验电

源 柜 、试 验 工 装 及 带 防 护 玻 璃 的 实 验

台。直到今天，这个安全高效的设计还在被广泛应用。

2001 年，陈燕平和团队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

能 IGBT 驱动板，填补了我国大功率 IGBT 牵引变流器的相关技术

空白。同年 11 月，该设备成功列装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动力分

散型电力动车组——“中原之星”。

“低处果子已经摘完了，现在要跳起来摘”

成功研发出高性能 IGBT 驱动并未让陈燕平满足，她所在的

团队，还肩负着牵引变流系统国产化的重任。

“关键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只能靠自己。”从研发 6500 伏

特 IGBT 牵引变流器，到突破重载货运电力机车核心技术，陈燕平

及团队掌握了高铁列车牵引变流器的自主设计能力，助力“复兴

号”高铁高速奔驰。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低处果子已经摘完了，现在要跳起来

摘。”陈燕平说，株洲所总是勇于“跳起来摘果子”，IGBT 芯片就是

颇具挑战的一个。

这个指甲盖大小的部件，相当于一道“闸门”，每秒可实现 10
万次电流开关动作，能实现对高压电的精细控制，让列车实现瞬间

提速。这一技术一度只被少数国外电气巨头掌握。

2014 年，株洲所成功实现 IGBT 芯片的自主生产，建成了世界

第二条 8 英寸 IGBT 专业芯片生产线。

中国制造，不仅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能解决“好不好”的问

题。陈燕平带领团队把研究场地搬到应用现场，反复实验，累计持续

实验时间超 2万个小时，搭建了一套面向机车应用平台的 IGBT 器件

可靠性实验方法和寿命评估体系。“这为后续研究和应用打下了地

基，起到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曾在团队担任骨干的刘敏安说。

“既要鲜花怒放，更要满园飘香”

2018年，陈燕平担任株洲所设计专家，陈燕平专家工作室成立。

从冲锋一线到坐镇中军，陈燕平“既要鲜花怒放，更要满园飘香”。

她为青年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1+2”的培养方案，通过

师傅指导、现场锻炼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模式，许多青年员工入职

不到两年，就迅速成长为项目组的业务骨干。

忻兰苑，株洲所变流基础技术部工程师，是陈燕平带过的诸多

“女徒弟”中的一员。

忻兰苑和同事们的工作，是在一块巴掌大小的电路板上，设计

最合理的线路，让看不见的电流迅速通过，并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发出“指令”。听起来“高大上”，但做起来却乏味枯燥。调整参数，

记录数据，分析数据，再调整，再记录，再分析，直到监测显示屏上

出现那道完美的波形。

忻兰苑记得，有次实验，各种数据都对得上，但显示屏上出现

的波形总是不对。

“陈老师让大家把最近几天的数据全拿出来，一项项仔细比

对，终于发现了纰漏所在。”忻兰苑回忆。

“这就是科研的魅力，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但那一点却是最

关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寻找那一点。”陈燕平的这句话，

忻兰苑深深记在心里。

2023 年，中国中车首个巾帼科技创新工作室在株洲所成立，

陈燕平担任工作室负责人。目前，工作室汇聚了 10 位女性科技工

作者，团队累计荣获中国专利金奖等重量级荣誉奖励 60 余项，获

授权专利 1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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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2日电   （刘诗瑶、宋佳航）3 月 12 日，北京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在京发

布了全球首个“一脑多能”“一脑多机”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

开物”。“慧思开物”的应用是对基于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做专项开发

这一传统机器人应用开发模式的颠覆，同时也填补了具身智能领

域在通用软件系统方面的空白，推动智能机器人从单一任务执行

向复杂环境下的自主决策与执行能力跃升。

发布会现场，工作人员演示了“慧思开物”在工业分拣、积木搭

建、桌面清理和物流打包四个场景的真机操作。通过语音交互、

APP 直连等多种方式，用户能够与机器人轻松交互，场景任务丰富

且执行精度高，机器人动作丝滑流畅。这是全球首次多场景、多任

务、多构型具身智能机器人操作的直播展示，充分体现了“慧思开

物”平台的通用性与智能化水平。

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物”正式发布

本版责编：纪雅林   刘   念   郭   玥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 2025年度以

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 50亿元，支持地方实

施 1008个以工代赈项目，计划吸纳 12.3万农

村脱贫人口和其他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项

目建设，发放劳务报酬超过 17.1亿元。

本批投资计划聚焦困难地区重点群

体。资金主要投向 832 个脱贫县等欠发达

地区，并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

老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较重以及受自

然灾害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重点支持劳务

用工量大、技术门槛低、工程机械作业少的

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吸纳低收

入群众特别是农村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

象、因灾需赈济人口、易地搬迁脱贫群众等

参与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本批投资将支持各地修建通村公路、生产

便道、产业路等各类道路3550公里，开展农田整

治 1.5万亩，开挖或铺设各类供排水管网 1320
公里，修建小型漫水桥、涵洞、山坪塘、蓄水池

等 790座，修建小型堤防、干渠 1600余公里。

2024年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提前下

达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 50亿元，联合财

政部提前下达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以工代赈任务 40.5 亿元，加上此次

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50亿元，目前已累计

下达 2025 年度以工代赈

中央投资 140.5亿元。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今年度以工代赈中央投资下达超 140亿元

在我国，以工代赈政策已持续实施 40
余年。从最初的实物报酬到后来的工资报

酬，从助力摆脱贫困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依托这项政策，低收入群体有活干、有钱赚，

许多乡村基础设施旧貌换新颜。贯穿始终

的，是“帮一把，扶一程”的初心。

授人以鱼惠当下，授人以渔利长远。《国

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实施以工代赈应

“鼓励引导群众通过诚实劳动实现增收致富、

提高素质技能”。不论是建立劳动技能培训

基地、开展岗前技能培训，还是依托项目学中

干、干中学，以工代赈政策把提升劳动技能作

为重要内容实施推广，让越来越多参与群众

获得一技之长，就业

竞争力、稳定性不断

提升，支撑起千千万

万 个 家 庭 的 幸 福 生

活。继续坚持扶志扶

智，结合项目需求搭平台、送技能，才能进一

步厚植自食其力的底气信心，激发增收致富

的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政策活力。

奔向美好明天，一个也不能少。优先组

织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象、返乡农民工、

受灾群众等困难群体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及

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尽量提高项目资金

中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各地以人为本的

实践，体现施策力度，更彰显政策温度。今

年，又将有许多以工代赈项目开工建设，相

信其中的努力汗水，将得

到实打实的回报，浇灌出

节节高的好日子。

帮一把  扶一程
卢   涛

■快评R

3 月 12 日，新疆昌吉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

农业博览园的未来农业科技馆

叶菜工厂示范区，工作人员在

管护蔬菜。

未来农业科技馆综合了应

用 5G 物联网、垂直绿化、仿生

螺旋栽培、移动式多层立体轨

道栽培系统等现代农业技术，

实现了蔬菜种植自动化、生产

操 作 标 准 化 、管 理 流 程 可 控

化。同时，示范区积极推动农

业与旅游、研学深度融合，积极

发展智慧农业。

何   龙摄（影像中国）  

智慧“菜园”

层层高

■链接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