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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新打算农民工的新打算

春节前后，正是农民工返乡在家的集中时段。

一些经验丰富、实力较强的农民工，有意愿在家创

业发展，但囿于资金、技术、信息等因素，在项目

选择、用地选址、注册登记、经营管理等方面需要

指导帮扶。

笔者认为，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发展地

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不能因政策缺失或扶持不够

影响了创业热情。一方面要在政策层面给优惠。

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贷款、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吸引农民工创业。要建立创业项目库，完善

信息发布机制，有效指导农民工创业。另一方面

要在技术层面抓培训。创业需要技能，而农民工

最缺的正是创业技能。应广泛开展农民工创业技

能培训，提升选择项目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三

是要在服务层面促提升。创业有风险，因此要帮

助农民工创业者应对市场、降低风险。建议涉农

部门抽调专家，组建创业服务团，对创业者实行

对口帮扶和跟踪服务，及时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创业给予更多

关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农民工创业的

浓厚氛围。

（河南叶县 梁宝辉）

我今年 26岁，去年一年我在广东东
莞打工。过年前，我带着打工一年的积
蓄 2 万元回家。堂叔知道我回来了，特
意带我到他家的茶叶专业合作社里转了
转。堂叔说：“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出
茶，只要肯劳动，随便种几亩茶树，一
年都可以收入几万元。就是不种茶叶，
只靠帮助人家采茶叶，一天也能挣它百
余元。这比在外抛家舍眷出去打工强得
多呢！”我仔细一想，感觉堂叔的话十
分在理。

利用春节假期，我对我们县的茶叶
产业进行了一番考察。从政策导向上
看，目前国家在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这对发展茶叶合作社十分有利。从
地理资源上看，尤溪是全国十大生态产
茶县、全国无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县，
这是资源优势。从产业发展上看，尤溪
不仅有多家省市级茶叶加工龙头企业，
还注册了“尤溪绿茶”地理标志集体商
标。总的看来，茶产业形势喜人，是个发
展的好时机。

过完年，我打算加入堂叔的茶叶专
业合作社，立足山好水好的资源优势，建
立 100 亩茶园基地。先学习种植、加工
茶叶的经验，下半年再设立茶叶加工厂，
收购当地茶叶进行加工。学习茶叶生产
综合集成技术，做好生态功课，提高茶园
培管、采摘加工、包装贮运、市场流通等
环节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希望能靠我的辛勤劳动，在家乡开
创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林长煌整理）

福建尤溪县台溪乡陈志阳——

在家乡建茶园，投身茶产业

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在
同村村民眼里算是“混”得很不错了。可
是有谁知道光鲜背后的苦涩：建筑工地
四处流动，常年在外奔波，乡愁是我心中
永远难舍的真情。

春节期间，我回乡下老家，看见大片
土地无人耕种，杂草丛生，家里留守的都
是妇女儿童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
重，让人痛心。由此，我萌发了新的打
算：联合几个朋友，创办一个农业科技公

司，尝试做一个“体面的农民”。
体面不体面，关键看收入。要提高

农民的收入，单纯依靠传统的耕种方式
肯定难以实现，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
程，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惠农力度。
我期望，第一要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
提高农业的单产量和规模化，让农业经
营成为有效益、有奔头的产业。第二，要
在城镇化、土地流转等方面下功夫，降低
门槛，让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资本进入
市场，生产出更多价值。可以通过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村内进行土地流转、
产业流转和资金流转，逐步让村民富裕
起来。第三，不仅要让村民富裕起来，也
要让农民享受到更多、更公平的公共服
务保障，让农民生活更有保障。

虽然，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道路
还很长，但是我相信有中央的好政策，有
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现代农业道路一
定会越走越宽，成为一位体面的农民并
不是遥远的梦想。

（詹 勇整理）

重庆市璧山县张志强——

返乡创业，做个体面的农民

初中毕业后，我在家放牛种田。可
我总想去闯一闯，20 岁那年我跟着村里
人去了广州江门，先是做搬运工，后来又
进了电子厂，送过货物、开过店，几年下
来赚钱不多，社会经验倒积累了不少。

2004 年，我去北京旅游，借机了解
了酒店餐饮物流的动态，通过考察我萌
生了做生意的念头：给各大酒店配送餐
饮调料。由于人勤快能吃苦，不久生意

就小有起色了，我也因此结识了我的妻
子。夫妻同心，早出晚归，干得也欢：分
析市场、适销对路、联系酒店资源、及时
送货、沟通反馈、改进服务⋯⋯9 年下来，
我们在北京的生意越做越好。

今年过年回家，我惊讶地发现我家
这个偏僻山乡也有申通、圆通、中通、韵
达等快递，前来拿包裹的人一拨接一拨
的。乡里的土特产在淘宝上打开了销

路，卖到了全国各地。看到这个势头，我
也预备着把生意经念到网上去，在天猫
售卖调料。其实，2 年前我就注册了网
店，可平时在实体店里忙前忙后，没有时
间和精力去打理。今年我打算线上线下
双管齐下把生意面进一步打开。搭上网
络信息化高速路，我相信，只要敢闯敢
拼，靠诚实劳动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吴 微整理）

江西宜丰县天宝乡床源村刘协光——

把生意经念到网上去

2 月 8 日的 《经济日报》“关注”
版，刊登了一组 《晒晒春节里的“不文
明”》 的文章，通过鲜活的细节，以小
见大，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春节中出现的
种种不文明现象，是一组值得关注的好
文章。

这组报道的现场感强，并且避开大
而化之的报道方式，对景点、饭店、酒
驾、公共服务部门用文明的镜子进行了
对照，反映了差距和不足。与传统的正
面表扬报道相比，这样的报道更值得人
思考和重视。笔者认为，要消除这些不
文明现象，必须要有相应的措施和办法
消除“法不责众”的思维，提高公众文
明意识。

（江苏常州市 李 静）

值得关注的“关注”

2 月 8 日，《经济日报》 登载的一组
《晒晒春节里的“不文明”》 稿件，从
多角度聚焦国人春节期间存在的诸多不
文明现象，并提出了多管齐下提升素质
的办法。

近年来，尽管不文明言行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遏制，公众文明素质整体呈
现出向好的趋势，但不文明言行在我们
生活中依然随处随时可见，很多人对不
文明言行熟视无睹。笔者认为，只有多
途径多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唤醒国民的
文明自觉，才会让人形成自律。只有培
养起公众对美与丑的辨识能力，从而对
不文明言行的惯性说“不”，才可能让
那些不文明言行逐渐销声匿迹。

（四川珙县教育局 陈俊龙）

唤醒文明的自觉性

2 月 8 日 《经济日报》 刊登的 《晒
晒春节里的“不文明”》，列举了发生
在春节期间的 7 种不文明现象，读后让
人深有感触。

提升公民文明素质，摒弃陋习一
直 是 全 社 会 关 注 的 大 话 题 。 笔 者 认
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归
根 结 底 还 是 因 为 有 其 滋 生 的 土 壤 存
在。要减少乃至杜绝人们的陋习，不
仅要在道德建设上多下功夫，通过示
范和教育，激励人们向往、追求并力
图呈现文明道德风尚，而且要辅之以
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手段，用法规方式
规范行为，全面推进全社会道德行为
建设。“德”与“法”并重，双管齐
下，人人行动起来，自觉摒弃陋习，
促进文明人人有责，只有这样，社会
的整体文明素质才会得以提升。

（新疆尉犁县 刘小功）

促进文明人人有责

返乡创业亟待指导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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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养老一体化

春节过后，许多返乡农民工面临选择：是继续外出打工，还是在家门口挣钱？近日，本报编辑部收到一些返乡过

年农民工来信，他们畅谈了自己的马年新打算。

随着春节长假的结束，返乡过年的
农民工带着新的希望和期盼，有的已经
告别家乡，踏上了继续外出打工之路，
有的则选择留在家乡创业。他们在漂泊
中 追 梦 ， 在 风 雨 中 磨 砺 人 生 。 在 来 信
中，他们期盼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
更多的关爱：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让
他们融入打工城镇；搭建更大的平台，
帮助他们返乡创业。

江西余干县康山乡金山村的袁宝栋
来 信 说 ， 他 在 天 津 打 工 已 经 10 多 年
了，一直从事机械修理工作。今年回家
过年，看到村里种粮的氛围很浓，购买
的大型农机越来越多。他决定在家乡开
设一个农机维修站，以后再成立农机维
修及农机销售、零配件供应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公司。相信只要自己勤劳付出，
马年一定会马上成功的。

河 南 商 水 县 舒 庄 乡 乔 庄 村 32 岁 的
农 民 工 乔 向 阳 、 周 翠 夫 妻 已 经 踏 上 了
进 城 打 工 之 路 ， 他 们 最 牵 挂 的 就 是 留
守 在 农 村 的 孩 子 。 期 望 当 地 农 村 能 够
尽 快 创 办 寄 宿 制 学 校 和 幼 儿 园 。 同
时 ， 做 好 农 村 社 会 安 保 工 作 ， 解 除 他
们的后顾之忧。

湖南茶陵县虎塘移民安置小区的黄
金林来信说，他在一家洗涤厂打工，成
了技术骨干，带了 20 多名徒弟。尽管
工 资 收 入 节 节 攀 高 ， 家 庭 收 入 稳 步 增
加，但他心中一直有创业的梦想。过年
回家看到年迈的父母，就不再想出去打
工了。他决定办个洗衣厂，乡亲们都支
持。目前，厂址已经选好，正在办理有
关手续，烘干机、免烫机和锅炉等设备
也 在 采 购 中 。 希 望 政 府 搭 建 更 大 的 平
台，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乡亲们

共同致富。
贵州天柱县的徐东生说，他在外打

工 多 年 ， 有 了 些 积 蓄 ， 今 年 他 决 定 回
家 种 植 葡 萄 。 过 年 期 间 ， 找 村 里 人 商
量 ， 都 很 赞 成 。 葡 萄 既 可 鲜 卖 ， 又 可
制 成 葡 萄 干 ， 也 可 酿 成 葡 萄 酒 ， 销 路
不 愁 。 现 在 ， 以 土 地 入 股 的 有 8 户 64
亩 ， 愿 意 出 租 土 地 的 有 3 户 24 亩 ， 加
上自己家的 2 亩地，目前葡萄基地已经
有 了 70 来 亩 ， 已 经 栽 了 200 多 棵 葡 萄
苗 ， 他 还 准 备 把 外 村 的 闲 置 地 租 起
来 ， 打 造 千 亩 葡 萄 园 ， 实 现 事 业 顾 家
两不误的梦想。

四 川 德 阳 市 罗 江 县 的 龙 继 辉 来 信
说，他在沿海城市打工多年，一边勤劳
致富，一边自学法律，取得了法律本科
文凭，又参加了律考和司考，并且考取
了律师资格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同时，他也兼职成功地为农民工代理过
几件追讨欠薪的案子，为农民工讨回工
资。马年，他决定转行，做一名维护农
民工权益的公益律师。

山东莱州市文昌路街道毛家村的段
培忠与妻子，一起在青岛打工已经 8 年
了，5 岁的女儿一直交给在老家的父母
照 顾 。 目 前 段 培 忠 夫 妻 在 一 家 企 业 打
工，两人月收入八千多元，夫妻二人住
在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一间小屋里，他
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青岛买房，想把女
儿接到青岛由自己照顾，以减轻父母的
负担。希望能出台更多优惠政策，特别
是 住 房 公 积 金
政 策 向 农 民 工
覆 盖 ， 让 他 们
真 正 地 融 入 打
工城市。

在就业和创业中追梦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近年来，各地都重视农业科技培训工作，广大

农民的科技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在一些地方，

政府出钱为农民提供免费农业科技培训，有的农民

却不愿意参加。究其原因，有的培训班没有针对

性，农民学的东西派不上用场；有的技术培训泛泛

而谈，说不到点子上，农民学不到有用的东西。

笔者认为，农技培训应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如今，农民所从事的种植养殖项目五花八门，而且

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技能需求、领会能力也

大不相同。所以，培训机构事先应充分了解当地自

然条件的特点，农民主要从事的种植养殖项目，并

结合农民的文化程度与作息规律等，在培训内容选

定、授课方法、时间安排等方面做到因地制宜、因

材施教。

当然，期望通过短短几天或个把月的培训，

就能大幅度提高农民能力素质是不现实的。因

而，要做好跟踪指导的“训后服务”。培训机构应

定期或不定期就参加培训的农民技能掌握、就业

创业等情况进行跟踪，帮助他们解决在实践中出

现的疑难问题，适时调整培训计划，进一步提高

培训成效。

（山东成武县 李启恩）

农 技 培 训 要 重 实 效

2 月 6 日，江西省瑞金市一位返乡农民工在招聘现场向企业咨询并填递个人简历。春节期间，瑞金市举行招聘大会，5000 名农民

工借此平台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蓝 山摄

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二天，《经济
日报》 就及时总结了假期里的不文明行
为，并指出最终目的在找到有效途径、
促进社会文明。报道及时有力，令读者
点赞。

该报道就好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位
读者都能够对照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触
及不文明的范畴，并自觉整改。笔者认
为，要杜绝各种不文明现象，关键在于
人人落实整改，各职能部门发挥职责，
完善服务，为节日文明锦上添花。希望
下一个节假日，这些不文明现象会得到
有效改善。

（河南西峡县 胡永俊）

每人都应对照整改

2 月 8 日，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长安乡长春村，

农民正冒着春雨，抢抓时机，相互学习微耕机的耕作

技巧，备战春耕。

刘传福摄

春节，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有不少人由于

工作需要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于春节假期里

加班的劳动者，法定的加班费无疑是对他们辛苦付

出的最好回报。事实上，不少人是拿不到加班费

的。加班费沦为“镜中花”，凸显出制度的虚设和

无力，也折射出劳动监管部门的难作为。此类事件

频发，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当前的劳资关系中，大部

分劳动者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若真要较真讨要加

班费，很有可能会被“穿小鞋”，甚至会因此丢掉

工作。于是乎，加班者往往会选择沉默。

可“吃力不讨好”的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了

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也削弱了法律法规的权威

性，不应长期存在。为此，一方面，各地劳动监

管部门应把加班费落实，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的切入点，动用更多资源和精力，集中整治这一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还

应创造宽松环境，鼓励劳动者举起法律武器，维

护合法权利。

（陕西石泉县 周 歌）

加班费不应沦为“镜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