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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
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贫困
群众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
好日子，养成了好习惯，形成
了好风气。然而，仍有一些
贫困群众存在脱贫动力不
足、意愿不强以及“等靠要”
思想严重等“精神贫困”现
象，阻碍了脱贫攻坚工作的
进程，消除贫困户的“精神贫
困”刻不容缓。

据笔者观察，大部分贫
困群众能够主动作为，在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靠着个人
的努力脱贫致富。但是，一
小部分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落
后，缺乏劳动技能，牢骚满
腹，认为脱贫是干部们的事
情，与自己无关，自己只需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
送小康”；一些“贫困老赖”不
愿意摘掉“穷帽子”，隐瞒实
际收入，不配合脱贫甚至抗
拒脱贫；一些贫困群众存在

“我穷我怕谁”“我穷我有理”
的心理。

造成贫困户“精神贫
困”的原因有很多：一是部
分“输血式”的扶贫政策，
在扶贫过程中偏重经济和物
质上的给予，忽视贫困群众
的能力培养，导致部分贫困
群众形成依赖惯性心理；二
是个别地方在建档立卡初
期，把贫困户指标作为人情
安排，分给本不贫困的亲戚
朋友，产生了不公正的现
象，导致出现“我是贫困户
我骄傲”的心理和村民“争
当贫困户”的现象；三是一些贫困户安于贫穷现
状，缺少脱贫的内在动力，缺乏脱贫的志气，不愿
意冒市场风险等。

如今，部分贫困户的“精神贫困”正成为脱贫
攻坚路上难啃的“硬骨头”。贫困群众要想彻底摆
脱贫困，首先就要摆脱“精神贫困”，要坚持“扶
贫、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的内生动力，实现由“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
的转变。要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脱贫激励制度，杜绝
政策养懒人。

扶贫先要扶志，让群众从根本上树立脱贫靠奋
斗的思想，要加强对贫困群众思想、文化、道德、法
律、感恩教育，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
荣、勤劳致富的正确价值观，引导群众摒弃“等靠要”
思想和“慵懒散”陋习。

扶贫还要扶智，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文化教育和
技能培训，将贫困群众培育成有本领、懂技术、肯实
干的劳动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农村贫困
户中老、弱、病、残群体多，劳动技能较弱，外出就业
意愿不强。要通过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加强对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群众的技能培训，通过建立就业扶贫
车间，让他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同时，也要树立一批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通
过榜样的力量，引导贫困户转变“等靠要”思想，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斗志，营造“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让贫困群众学有榜样、干有方向，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

“扶贫车间”建到家门口
——湖北十堰市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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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城村古朴的民居。

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龙韵新村小区的扶
贫超市。

湖北省十堰市通过实行就

业精准扶贫措施，鼓励外出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建设“扶贫车

间”，积极引导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返乡人员在创业过程中跳

出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观念，或

扩大生产规模，或创办企业，成

为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加快

支柱产业发展、解决劳动力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动能

阅 读 提 示

上图上图 湖北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铜雀城村天禾食用菌合作社理事长汪远飞在察看湖北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铜雀城村天禾食用菌合作社理事长汪远飞在察看
菌菇棒木耳生长情况菌菇棒木耳生长情况。。

下图下图 湖北棉伙棉伴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招聘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湖北棉伙棉伴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招聘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一杯黄酒一杯黄酒，，思接千古思接千古；；一抹乡愁一抹乡愁，，凝成凝成
传奇传奇。。初春时节初春时节，，湖北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湖北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
城村城村，，一幢幢黛瓦黄土墙的民宅散发着古一幢幢黛瓦黄土墙的民宅散发着古
朴典雅的气质朴典雅的气质；；一间间黄酒作坊飘溢出醇一间间黄酒作坊飘溢出醇
厚绵密的酒香厚绵密的酒香；；一个个农户脸上流露出幸一个个农户脸上流露出幸
福的笑容……作为一名返乡创业人员福的笑容……作为一名返乡创业人员，，土土
城村党支部书记耿吉奎用了近城村党支部书记耿吉奎用了近1010年时间年时间，，
带领村民把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村庄带领村民把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村庄，，建建
成了成了““中国黄酒民俗文化村中国黄酒民俗文化村””。。

耿吉奎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返乡创业耿吉奎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返乡创业
典型典型。。早年间到山西打工早年间到山西打工，，白手起家白手起家，，经经
过几年艰苦创业过几年艰苦创业，，拥有上千万元资产拥有上千万元资产。。
然而然而，，当他每次回到家乡当他每次回到家乡，，看到破败的乡看到破败的乡
村和父老乡亲穷困的生活村和父老乡亲穷困的生活，，心情就十分心情就十分
沉重沉重。。20112011年年，，在当地在当地““领头雁工程领头雁工程””呼呼
唤能人回乡创业政策的激励下唤能人回乡创业政策的激励下，，耿吉奎耿吉奎

将资产处置妥当后将资产处置妥当后，，回到家乡创业回到家乡创业。。
20112011年底年底，，有着良好口碑的耿吉奎当选有着良好口碑的耿吉奎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书记。。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和经营方式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和经营方式，，能能
让村民过上富足的日子让村民过上富足的日子？？土城村村民素土城村村民素
有酿制黄酒的习惯有酿制黄酒的习惯，，耿吉奎把黄酒作为耿吉奎把黄酒作为
首选产业首选产业，，成立了黄酒专业合作社成立了黄酒专业合作社，，把把
200200多户分散的酿酒农户组织起来多户分散的酿酒农户组织起来，，引入引入
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实行统一原材料购进实行统一原材料购进、、统一生统一生
产工艺产工艺、、统一产品包装统一产品包装、、统一品牌销售统一品牌销售，，
黄酒产业得到快速发展黄酒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现在年产值达现在年产值达
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以黄酒产业为核心以黄酒产业为核心，，土城村土城村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统一改造民居统一改造民居，，建设建设
了黄酒博物馆了黄酒博物馆、、康养中心和农特产品交康养中心和农特产品交
易中心易中心，，以旅游带动黄酒以旅游带动黄酒、、绿茶等产业发绿茶等产业发
展展。。如今如今，，土城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土城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以前的从以前的 38003800 多元提升至多元提升至 11..33 万元至万元至
11..55万元万元。。

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以前家家户以前家家户
户外出务工户外出务工，，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酿酒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酿酒。。
20142014年年，，村民刘星回到村里酿制黄酒村民刘星回到村里酿制黄酒，，一一
年纯利润四五万元年纯利润四五万元，，现在她又到村里一家现在她又到村里一家
公司担任人事专员公司担任人事专员；；村民陆建斌去年回到村民陆建斌去年回到
村里村里，，在村里一家企业担任安保经理在村里一家企业担任安保经理，，可以可以
做到上班做到上班、、照顾家庭两不误照顾家庭两不误。。

土城村外出创业成功的村民有很土城村外出创业成功的村民有很
多多，，他们为村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他们为村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贡献。。耿吉奎说耿吉奎说，，村里要尽量把他们的村里要尽量把他们的
老房子维护好老房子维护好，，让他们回乡时能有一个让他们回乡时能有一个
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留住了他们的老房子留住了他们的老房子，，就就
留住了他们的根留住了他们的根，，留住了他们的乡愁留住了他们的乡愁。。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城村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城村：：

一 杯 黄 酒 解 乡 愁一 杯 黄 酒 解 乡 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慧慧

就业是民生之本。地处湖北西北部的
十堰市，虽然拥有武当山、丹江水和汽车城
3 张世界级名片，但属于秦巴山区国家级
集中连片特困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就业增加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十堰
市实行就业精准扶贫措施，鼓励外出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建设“扶贫车间”，积极引导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精准就业精准就业——
““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拓宽渠道拓宽渠道

在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龙韵新村南
门，矗立着一艘扬帆起航的巨型船模。
对于刚刚搬迁到龙韵新村的贫困户来
说，龙韵新村是开始的地方，他们将从
这 里 扬 帆 起 航 ，奔 向 更 加 美 好 的 新
生活。

贫困户明刚的新生活是从搬进龙韵新
村开始的。记者走进他家时，明刚正坐在
一台袜子缝头机前忙碌着。明刚早年间在
一次车祸事故中左腿致残，无法外出打工，
生活十分艰难。2017 年，他与年迈的父
母和年幼的孩子一家4口人搬迁到龙韵新
村100平方米的新楼房，并接受了柳航袜
业公司的技术培训，成为该公司袜子缝头
的加工户，按件取酬，每个月大约有三四千
元的收入。他的父亲在小区做保洁工作，
每年也有七八千元收入。

在龙韵新村扶贫家庭作坊实训中心，
十几名工人正在接受织袜技术实操培训。
他们熟练掌握技术后，就可以在家里织袜
子了。柳陂镇党委书记党永生说，龙韵新
村是柳陂镇集中安置全镇精准扶贫易地搬
迁户的小区，目前已安置 918 户贫困户
3211 人。为让搬进龙韵新村的贫困户搬
得来、住得好、稳得住、能增收，柳陂镇引进
柳航袜业扶贫项目，让袜业“扶贫”车间进
驻社区，让贫困劳动力真正实现在“家门
口”上班。

作为一名“扶贫车间”的受益者，46岁
的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村民方洪霞现在
已经成为香口乡鼎盛吨袋有限公司的一名
工人，年收入 3 万元左右。20 多年前，她
曾经去广东打工，结婚生子后就回村里照
顾小孩，成为一名家庭妇女，依靠丈夫打工
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去年8月份，香
口乡沉溪村外出创业的於德艳创办了鼎盛
吨装“扶贫车间”，主要生产吨装、集装袋系
列产品，解决了安置点贫困户 70 人的
就业。

在十堰，每一个行政村都建有“扶贫车
间”。十堰作为秦巴山区集中连片扶贫开
发重点区域，全市有350多万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27万多户，贫困人口82.67万人，湖
北省 9 个深度贫困县十堰占了 5 个，脱贫
攻坚任务十分繁重。

面对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多为老、
弱、病、残群体，居住分散、文化程度低、需
要照顾家庭等客观原因，以及无法外出转
移就业等实际难题，十堰市近年来着力建
设“扶贫车间”，将扶贫工厂、家庭作坊、产
业基地建到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办到扶贫
安置小区，延伸到贫困群众的家门口，促进
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据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人介绍，十堰“扶贫车间”主要分为厂房式、
居家式、基地式和融合式4种模式。所谓
厂房式，就是通过引进服装、鞋袜、洁具等
企业，新建、改建、租赁厂房，采取“企业+
车间+贫困户”方式，进行订单加工或来料
加工，按件计酬；居家式就是通过“企业+
贫困户”方式，贫困户将技术含量较低、易
操作的服装剪线、吊牌穿线、缝制纽扣等工
作带回家，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基地式
就是引进业主发展特色种养业，采取“企业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方式，吸纳贫
困人口在产业基地务工就业，赚取股金、薪
金和租金；融合式就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推动当地贫困群众从事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返乡创业返乡创业——
““雁归经济雁归经济””效益凸显效益凸显

作为劳务输出大市，劳务经济是十堰
经济的重要部分。如今，十堰市不少地方
出现可喜的变化，一批走南闯北的外出务
工人员携带着多年在城市积累的资金、技
术和经验返乡创业。返乡人员在创业过程
中，跳出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观念，或扩
大生产规模，或创办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
成为促进十堰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支柱产
业发展、解决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
新动能。

在十堰市，一个个原本落后的村镇正
成为返乡人员的创业高地。在位于郧西
县上津镇的龙影渔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成百上千种成品鱼钩正等待发货。公
司负责人陈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
作，此后在浙江嘉兴经营淘宝店，销售鱼
钩，生意红火。2016年，受家乡扶贫政策
吸引，回乡投资建设鱼钩加工车间，手把
手教乡亲们制作鱼钩。因制作过程简单
易学，可以领料回家加工，按件取酬，很受
附近农户的欢迎。2018 年，公司实现产
值2000多万元，带动200多户制作鱼钩，
其中 70 多户为贫困户。如今，小小鱼钩
已经成为郧西县带动农户脱贫致富的大
产业，在郧西扶贫安置点和村民家中，分
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鱼钩加工车间和小

作坊20多个。上津镇石庙村残疾人朱义
喜是鱼钩加工的直接受益者，去年以来，
他与妻子在家中加工鱼钩一年收入7000
多元，生活逐渐好转。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操世权 14 岁
就到西安打工，干过刷盘子、洗碗、卖烧饼
等工作，后来又从事建筑承包工程。2012
年，在招商引资政策的激励下，操世权回到
家乡，开始新的创业路，先后投资7000多
万元建民宿酒店、茶园和生态农业种植基
地，从事农产品加工。今年春节刚过，他引
进陕西蓝田县金太阳软木制品加工企业，
计划利用当地丰富的橡木资源加工软木板
和软木塞，预计能解决100人就业。

“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人说。十堰市把开展返乡创业、促使农
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作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农民工、大学生等
人员返乡创业，建设“扶贫车间”，形成了

“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的“雁归经济”效
应。截至目前，全市已吸收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3102人，建设“扶贫车间”3447个，
带动脱贫5.6万人。

经济日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十堰
市返乡创业人员还存在创业资金短缺、创
业人员素质偏低、创业项目科技含量低、创
业缺乏科学指导等问题。郧西县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局局长刘长青认为，政府部门
应高度重视研究解决返乡人员在创业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营造返乡创业良好氛围，鼓
励和吸引学有一技之长、掌握管理经验、拥
有资金积累的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要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
办证、办照、登记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全力
打造返乡创业的“绿色通道”；要制定出台
扶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
简化审批手续、减免创业初期税费。加大
返乡创业人员技术培训力度，让更多返乡
创业者成为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现代
企业人才。

劳动力劳动力““回流回流””——
缓解用工结构性短缺缓解用工结构性短缺

十堰市是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市，外出
务工人员高峰时达70多万人。近年来，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
快，劳动力回流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外
出务工人员来说，工资水平不再是唯一考
虑的条件，务工便利性、长远发展等成为他
们选择在家门口就业的重要因素。

走进湖北乔拓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33岁的李霞
以前一直在浙江一家服装企业打工，一年
只能回一次家，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老家
由婆婆照顾。去年一大批大企业、大项目
入驻郧阳经济开发区，李霞返回家乡就
业。虽然现在每月工资 2000 多元，比在
浙江打工时少 1000 多元，但是每天下班
回家后，她可以照顾两个孩子，真正做到了

“挣钱顾家两不误，安幼养老都兼顾”。
据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人介绍，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回流”，一部分
是因十堰市经济发展、务工环境改善、待遇
提高等主动回乡寻找新工作的，还有一部
分是因原务工企业出口订单减少、企业经
营困难而返乡的。

“郧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深度
贫困地区，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虽然近年来
外出务工人员有所回流，但是解决贫困人
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
问题。”刘长青说。2016年以来，郧西县先
后与广东省、武汉市和北京平谷区开展对
口帮扶劳务协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0多
场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4.2 万人。今
年春节刚过，郧西县还举办了“春风行动”
招聘会，80 多家企业推出 5000 多个招聘
岗位。

近年来，郧阳区抓住长江经济带发展、
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等重大政策机遇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产业
转移的机遇，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工业
企业飞速增长。2018年，全区共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179 家、亿元以上企业 43 家、
10 亿元以上企业 4 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劳动力需求上升，一批大企业、大项目
正虚位以待、求贤若渴，亟需大量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

湖北乔拓服装有限公司是从福建转移
来的服装加工企业。该公司总经理路生有
说，企业订单很多，需要200多名工人，现
在只招聘到几十人，劳动力缺口较大。建
在郧阳区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旁边的湖北
棉伙棉伴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上
海转移过来的大型袜子生产企业。该公司
副总经理王志仁说，公司建有两条生产线，
一旦全部启动，用工量将达到2000多人，
现在招聘的工人不足100人。

“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是短时间内
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有效手段。”据郧
阳区人社局局长李婧珺介绍，今年春节前
后，郧阳区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大型企业
用工招聘会，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为
让更多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家乡就业，今年
春节前夕，郧阳区委、区政府发布了《致郧
阳外出务工返乡朋友们的一封信》，呼吁外
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缓解当前用工短缺
问题。“目前，很多外出务工人员还在观
望。劳动力‘回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
可能马上实现。”李婧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