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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卫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
车市齐满镇创业产业园里，阿提汗木·麦麦提
从身边抽过一块布料，双手按着布料从缝纫机
下穿过，布料上留下一行密密麻麻的针脚。他
原是齐满镇巴扎村村民，2018年起成为一名产
业工人，现在工资已涨到每月3500多元。在阿
克苏地区，有许多人像阿提汗木一样，完成了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

阿克苏地区位于曾经被认定为“三区三州”
的南疆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阿克苏地区坚
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抓好稳定和扩大
就业，坚持就地就近就业与有序转移输出相结合，
结合地区新落地企业和新增产能企业用工需求，
鼓励农村劳动力到企业就业，为当地群众特别是
已脱贫人口拓宽了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阿
克苏地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4.06万
人次，自治区级八大园区企业吸纳1.5万人就业，
有效巩固了已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

强化技能培训
培养一技之长

“做模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间隔始终保持
一致，这样后续的水泥工、钢筋工操作起来才方
便……”近日，在拜城县技工学校实训楼里，玉
苏甫·艾山正认真听实训老师讲述技术要点。

玉苏甫是拜城县赛里木镇乌希买里斯村村
民，2018年12月，在阿克苏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工
作时脚部受伤，从此无法完成重体力劳动。

“得知拜城县技工学校开办木工技术培训
班，我马上报了名。”玉苏甫如愿以偿地走进拜
城县技工学校。

来到学校以后，玉苏甫发现这里不仅学习
技术免费，就连食宿也全部免费。玉苏甫十分
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能
掌握第二门技术了。”在拜城县技工学校学习
的经历，让玉苏甫看到了新希望。

有了技术，就业岗位就有了着落。拜城县
亚飞混凝土建材制品有限公司采取“培训＋就
业”模式，与拜城县技工学校赛里木镇、托克逊
乡、温巴什乡技工分校建立长期“校企合作”关
系，利用农闲季节、“冬季攻势”活动等时机，重
点面向低收入群体，以“培训＋就业”的模式，
开展建筑领域、建材制品工人技能“订单式”培
训，最大限度提供就业岗位。

过去，由于缺乏技能，拜城县米吉克乡阿
尔其格村艾买尔·吐尼亚孜曾被列为贫困户。
2019年，在村委会的推荐下，艾买尔来到拜城
县亚飞混凝土建材制品有限公司工作。起初，

他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按工作量每个月
能拿到 1800 元的工资。2020 年 12 月，艾买尔
了解到拜城县技工学校有免费学习技能的机
会，他立马报名参加了砌筑班培训。今年3月，
顺利完成一期学习的艾买尔回到公司。因为
技术熟练，工资已从每月 1800元涨到 5500元。
自成立以来，亚飞混凝土建材制品有限公司共
计吸纳 52名拜城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
就业，大部分来自脱贫户家庭。

拜城县技工学校副校长张以国介绍，今年
起，拜城县计划利用三年时间，组织全县近7万
农村劳动力进行一次轮训，每人可免费学习一
项实用技能，还可参加劳动素质提升培训。除
此之外，学校还通过校校联合项目，与温州技
师学院达成合作，将优秀的学员推荐至温州进
行技能提升培训。

“我们不仅要让农村劳动力学到技术，还要
让他们学以致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换挡升级目标。”张以国说。

拜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拜城县技工学校已累计培训农
村劳动力 8 万人次，培训后学员就业率为
97.2%，工作半年以上的稳岗率达95%以上。

稳住在岗职工
解除后顾之忧

进工厂上班、住楼房、开汽车……这些曾
经在肉孜·塔里甫眼里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
变成了现实。

肉孜是拜城县亚吐尔乡古勒阿塔村村
民。2018年，他和妻子一起到位于阿克苏纺织
工业城的一家纺织有限公司就业，他在环锭纺
车间从事清梳保全工作，妻子吐逊古丽·买买
提尼亚孜是细纱车间值车工。

“我们夫妻俩现在一年的收入在10万元以
上。我们还在阿克苏市买了一套楼房呢！”肉
孜自豪地说。

在肉孜的同事中，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如果没有转移就业，我不敢想象能过上这么
好的生活。”肉孜说。

“公司 567名员工中，已有 120多人开上了
小汽车，24户住进了公司提供的公租房。”新疆
凯家纺织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敏敏说。

这家公司所在的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已吸
纳 5.3万名附近县乡劳动力就业。为了让他们
安心工作，园区内配套建设了 4所学校、3所幼
儿园、1所医院，建成了1万余套保障性住房，开
通了 2条专线公交车，还在主干道和大型企业
里设置了共享单车租车点。

为了让广大员工安心工作，实现持续稳定
就业，园区内所有企业都实行食宿免费的政
策，部分企业还实行“同乡镇同车间”“夫妻同
班次”等便民政策，最大限度解决农村劳动力
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目前，园区企业已经形成了员工和企业共
同成长的良好互动局面，正在朝着‘员工安心、企
业安全、就业安民’的方向发展。”阿克苏纺织工业
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曹亚雄说。

阿克苏地区各单位共同发力，为工人们提供
稳定的就业岗位。中国人民银行（阿克苏地区中
心支行）对地区的19家自治区级帮扶龙头企业以

“解剖麻雀”的方式，组成金融服务团，一对一把脉
问诊，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稳定企业用
工。截至6月末，19家龙头企业有13家获得贷
款，企业贷款余额 35亿元，比年初增加 9.45亿
元。1月至6月累计发放17.05亿元，带动脱贫人
口2527人增收，吸纳带动1585名脱贫人口就业。

支持鼓励创业
增加就业岗位

每到傍晚，库车市新城街道幸福城西门的
金柱大盘鸡店时常会客满。出生于 1996年的
古再努尔·买买提是这家大盘鸡店的店主。

“在创业路上，多亏了大学生创业贷款的
支持，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古
再努尔说。

2019年 6月，古再努尔毕业于新疆艺术学
院。2020年 3月，决定创业的古再努尔在家人
的支持下，开起了大盘鸡店。每天她和员工们
一起为食客送上美味。一年后，她的大盘鸡店
带动了7人就业，每个月毛利润达10万元。

今年3月，在社区的支持下，古再努尔从库
车市国民村镇银行拿到了 20万元大学生创业
贷款。“我用这笔贷款在库车市伊西哈拉镇开
了一家农家乐，现在正在装修。过不了多久，
我的第二家餐厅就能营业了。”古再努尔说。

在库车市新城街道，古再努尔的经历并不
是个例。2019 年至 2020 年，新城街道共为 11
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了 16.2 万元的
创业补贴，还为 2名创业大中专毕业生发放了
8000元的就业援助金。

“在稳就业的诸多举措中，支持和鼓励大
学生创业是重要途径之一。既可以发挥大学
生的优势，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又可以通过
创业带动就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助力解决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新城街道党
工委委员同振南说。

阿克苏地区切实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
体为重点对象，重点孵化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带动就业效果好的创业项目，搭建循环发展的
创业孵化平台。目前，全地区通过各种投资渠
道新建或改造各种闲置厂房、楼宇，建设各类
创业孵化基地（园区）58个，为创业者提供广阔
发展空间。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共入驻
创业实体4741家，带动9903人就业。创业实体
释放出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阿克苏
地区已建成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2家，
认定地区级创业孵化基地6家。

新疆阿克苏地区

稳就业拓宽增收致富路

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新疆拜城县技工学校学习化妆。 资料图

陕西：“五个一”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工作

为进一步统筹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陕西省将
以“五个一”为抓手，全面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守住一条底线。陕西省将持续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常态化、全方位跟踪掌握易返贫致贫人口“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情况。截至10月22日，全省26个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纳入监测人口1.88万户5.88万人。

健全一套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倾斜支持，今年安排26个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财政衔接资金 45.73 亿元，占全省的
40.57%；普通国、省道和集中居住 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等项目补助标准提高10%；今年为26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2.9万户脱贫户发放小额信贷 12.17亿元，占全省总发放量的
46.6%；过渡期内每年每县安排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600亩，今
年用于 26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流转增减挂钩指标 1428.5
亩，流转收益4.23亿元。

壮大一批产业。深化“3+X”特色产业发展，为26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各遴选谋划1至2个优势特色产业，着力培育
成区域首位产业。启动中央、省、市、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四级
联创”活动，今年已安排 51类中央和省级农业补助项目 15.2
亿元。26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今年新建社区工厂 120家，
培育就业帮扶基地29家。

开展一项行动。启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今年安排
3762.76万元，支持重点帮扶县农村户厕改造；安排中央和省级
补助资金7.3亿元，支持26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自然村
通硬化路等农村公路2000公里、实施村道安全防护工程2007
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27座；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与管理
资金2.07亿元，建成农村饮水工程299处，受益人口54.81万人。

形成一股合力。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实行省级领导包
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机制。安排 26个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苏陕协作资金17.66亿元，占全省的69.75%。组织304
家省级单位结对26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配合中央单位等
开展定点帮扶工作，推动“万企兴万村”，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新活力。 程伟

西藏那曲市
牛奶里的“致富曲”

十一月的羌塘草原，天高云淡、牧草黄枯。驱车前往位于
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凯玛村的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
基地，员工们或收割芫根，或制作酥油、“拉拉”等奶制品，一派
繁忙。不远处的人工种草区域，黑色奶牛正低头觅食；智能牧
草种植室里，绿油油的牧草正待收割……

从靠天养畜的传统生产方式到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方
式，这里探索出了一条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也让牛奶里的

“致富曲”像羌塘草原上的牧歌一般越唱越响。
西藏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嘎桑加才

介绍，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于2017年开始打造。基
地主要以奶制品深加工为主，通过严格的品控收购农牧民的
鲜奶以及基地奶源，采用传统技艺加工成酸奶、酥油、“拉拉”
等奶制品，在拉萨、那曲等地销售。

良好的经营模式，解决了 110 多名当地群众的就业问
题。在基地的加工车间，罗玛镇凯玛村的村民索朗次措介绍，
没来基地工作前，她就在家放牧。“这里工作每个月有3500元
的工资，年底还有奖金。离家近，家里的活儿不耽误，还能赚
钱，挺好的。”

在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的带动作用下，色尼区
三分之一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成功实现脱贫。自基地运
营以来，通过收购牛奶、收购肥料、短期务工、购买奶牛、草地
流转、长期就业、产业分红等形式，已带动色尼区牧民群众
4720户23804人，兑现各类受益资金5168.06万元，其中，受益
脱贫群众1514户8009人，兑现受益资金1674.44万元。

现在这里已经探索出“一十百千万”运营模式，即以1个龙
头企业带动10个奶源基地，10个奶源基地带动100个村级合作
社，100个村级合作社带动千户牧民养殖户，千户牧民带动万头
牦牛奶牛养殖。嘎桑加才说，基地目前最缺乏的就是人才力量
和科技支撑。“我们想通过人才引进和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
可持续化发展牦牛产业。这样群众的牧业收入会继续提高，牛
奶里的‘致富曲’也会唱得更加响亮。” 王媛媛

黑龙江：促进脱贫户和边缘
易致贫户稳定增收

黑龙江省持续深入开展促进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
稳定增收专项行动，针对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存在的11类
主要减收风险点，有针对性落实 10项帮扶增收措施，确保其
家庭收入稳定增加。

挖掘庭院养殖业增收潜力，落实技术指导员，开展技术指
导培训，畅通畜禽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省培育农业特
色主导产业 188个，新型经营主体 1.2万个，庭院经济种植面
积 31.29 万亩，带动脱贫户 52.1 万户次；新增 1580 个帮扶产
品，线上线下各渠道销售帮扶产品57.81亿元。

对外出务工、公益岗位、帮扶车间等就业帮扶措施进行支
持。截至目前，全省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务工人数 20.41万
人，超额完成国家要求的就业目标任务。全省开发的公益岗
位安置就业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 10.2万人，共认定各类就业
帮扶车间 495个，帮扶龙头企业 249家，吸纳 3.5万人就业，其
中已脱贫劳动力7213人。

继续挖掘小额信贷潜力，实现符合贷款条件的帮扶户小额
信贷“应贷尽贷”。今年新增发放小额信贷2.13亿元，历年累计
发放77.16亿元，受益人口22.65万人次。落实产业收益分配帮
扶增收措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村集体存量资
产资源，全省共有625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完成村级集体企业
建设，每个村将增收3万元左右。9286座光伏扶贫电站实现收
入13.52亿元，累计受益脱贫户14.4万户、23.2万人。

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帮扶增收措施。截至目前，全省
已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807450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91680人，确认为农村低保边缘人口281172人，确保
兜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向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等五类 3157 个村，选派（轮
换）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8065人，进一步选优配强驻村
帮扶工作力量，因地制宜推动各项帮扶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 贵组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九曲黄河蜿蜒而下，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德县河东乡阿什贡村“拐”了一个弯儿。

深秋，阵阵凉意袭来，勾日扎西的心里却热得
像火一样。看到村集体的榨油车间里，大家热情
高涨，一派忙碌的景象，他别提有多高兴了。

勾日扎西是阿什贡村党支部书记，自2017年
任职以来，已过去4个年头，回想起经历的点点滴
滴，如同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当初，原本守着“天下黄河贵德清”的招牌，阿
什贡村可以“开足马力”发展，却不想因群众思想守
旧、私圈乱占严重、村居环境脏乱差，成了远近闻名
的“问题村”，村集体经济为“零”，被认定为贫困村。

怎么打破僵局？为了切实破解群众思想落后

的问题，阿什贡村“两委”班子先后组织群众赴海
北、海东等地参观学习。

其后，阿什贡村开始实施“聚心”战，以前的村
委会破败不堪，村“两委”就花大力气修建“阵地”，
如今村级便民服务大厅、村民活动场所均装有空
调，修建了村卫生室、村级阅览室，村民生产生活
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

由于牛羊养殖户较多，村里小路上经常有牛羊
粪便，为了搞好村环境整治工作，告别脏乱差，村“两
委”亲自带领村干部、党员上门宣传。经过党员干部
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村民们都自觉地维护环境卫生。

各家各户不但院子干净美丽了，室内也更整
洁了，垃圾乱扔、污水粪便乱排、秸秆乱堆等现象
没有了。村民们由衷地表示：“环境美了，人的心
情也更舒畅了。”

2017年底，全村实现脱贫摘帽。脱贫之后谋振
兴，要实现百姓富还要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切什旦种养专业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生产
组+农户”的模式，通过实行“一户一策”政策，将特色
产业与农户精准对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合作社按照产业划分，组建了以中药（藏药）材
种植、胡麻油、菜籽油加工为主的农业生产组；以群
众入股羔羊，进行集体养殖的畜牧生产组；以购买
大型农机开展翻、播、收、贮专业化服务的农机服务
组；以安排有技术、能干事的村民在各产业链发挥
作用的劳务输出组；以有刺绣手艺的老年人和留守
妇女开展刺绣工艺的民族刺绣组等五大产业。

“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党员干在产业链
上、把能人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
合作社的“四链”建设，走出了一条集体搞经济、户

户有资本、家家成股东，年年有分红的振兴乡村富
民新路子。

“以前没技术，也没钱，2015年，我家被认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阿什贡村村民南卡加告诉记者，

“后来，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我借了1.5万元入股畜
牧生产组，第二年就分红4800多元，这两年，我还
跟着农机服务组到处耕种，学到了农机驾驶、修理
等许多技术，现在可不愁没工作了。”南卡加说。

随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民们致富
奔小康的信心越来越足。目前，合作社已开辟就
业岗位110个，经营收入140万元。阿什贡村从一
个人均收入不足5000元的落后村，发展为人均收
入12509元的产业强村。

“瞧着吧，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的好日子还
在后头呢！”勾日扎西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 田春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秋日的豫南大地，风轻云淡，硕果飘香。目之
所及，一条条平坦的硬化道路直通农家，一座座养
殖场里牛羊壮硕，一个个富民产业落地生根……幸
福的笑脸、感恩的话语、满怀希望的心声，无不见证
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给
嫘祖故里河南省西平县带来的精彩巨变。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连日来，西平县委书记李全喜一次次深入到
脱贫户家中，询问他们近期家庭经济收入、生活开
支等情况，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努力拓宽
收入来源，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月 1日，在西平县二郎镇万庄村脱贫户王
全海家中，王全海的老伴儿韩春花再次提起李全
喜前来家里慰问帮扶的场景，露出了感激之情，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李书记！是党的好政策和
李书记的帮扶，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和王全海家一样，在西平县有1.6万多户已脱
贫家庭稳步走上致富路。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

来，党的扶贫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西平城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逐渐富裕，村民生活
质量稳步提升。

2008年 9月，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季
节，王全海家却塌了天——唯一的儿子在外地打
工遭遇车祸，当场离世。老两口还没有从丧子的
悲痛中转过神的时候，儿媳承受不住打击，悄然出
走，至今杳无音讯。

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嗷嗷待哺的两个孙子，
丈夫王全海生性木讷，还患有羊羔疯病，不时发
作，这把韩春花逼上绝境。一个女人仅凭务农的
收入如何撑起这个家？一时间，韩春花叫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

2014年，王全海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年，李全喜成为王全海家的帮扶责任人，对
他家的帮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驻村帮扶队员
及村干部因户施策，根据相关政策争取救助，减轻
生活压力；通过小额贷款、安排岗位等，筑牢脱贫
根基，老两口从生活上、精神上都发生质的改变。

韩春花争取到县保洁员的岗位，每个月能领

500元工资，王全海为县级护河员，每个月也可以
领 500元工资。“下雨天院子里进水了，村干部会
第一个赶过来。逢年过节时，也是帮扶人给置办
的年货。看病都有医保，每月1000元工资基本没
花过。”韩春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种3亩花生一年可以收入6000元，种玉米收
入 2000元，家里还养了鸡鸭鹅兔，到过年时也可
收入 2000元，编制渔网收入 1000元左右，还有村
里给办理的小额贷款分红每年 2000元，另外，我
天天捡废品，也是一笔收入，你算算，我这一年收
入是多少钱，咋能花完？”韩春花说完朗声大笑。

“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了一定要报党恩。”韩
春花和老伴儿每天一大早，不但把自己责任区的卫
生清扫干净，还主动打扫万庄村里、二黄路上的卫
生。“去年疫情期间，韩春花和王全海给村里捐助
500元，考虑到她家的情况，村干部把这钱退给了
她。”二郎镇包村干部肖发堂说。今年，韩春花干脆
直接买了500元的物资送到村委。前段时间，由于
雨水较大，韩春花和王全海拉了5车泥沙，把家门
口通往公路的一段路铺平，邻里看两个老人又花钱

又出力的，过意不去，主动出钱想要分担一部分，但
被韩春花婉拒了。“做好事心里舒服，何况这条路我
也要走。”韩春花老人快人快语。

最让韩春花欣慰的是孙子、孙女已经长大成
人，且非常孝顺懂事。18岁的孙子王林坡在广州
一家电子厂上班，每个月工资 5000多元，还管吃
管住。他每月定期给家里汇5000元，只给自己留
几百元。他常对奶奶说：“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能
太节约。另外，我和姐姐都已成年了，咱以后不能
光靠国家、靠政府帮扶，把救助留给其他更需要的
人吧。”

“俺听孙子的话，日子靠自己奋斗才最有奔
头。俺悄悄把钱给孙子攒着，这不，今年已经存了
几万元。攒够了钱，就给他盖楼娶媳妇。”说这话
时，韩春花满脸憧憬。

在西平县，还有许许多多的奋斗者和王全海、
韩春花夫妇一样，用勤劳实干把一分一秒的时间
转化为沉甸甸的金色果实、喜滋滋的丰收场景，他
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和多姿多彩的秋色一起铺展成
了壮美的乡村振兴画卷。

河南省西平县：

平坦大道直通农家 富民产业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