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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策勒：攻克人多地少就业难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耿丹丹

晚饭后，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
勒乡乌喀迪村，“访民情、惠民生、聚民
心”（以下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的
队员们正忙着入户走访。“这是我们的日
常工作之一。”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郭江涛
说，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排查脱贫
攻坚问题短板，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都需
要在走访中完成。

策勒县位于新疆最南端，是新疆10
个未脱贫的深度贫困县之一。策勒县今
年的任务是14个村、4234人脱贫。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何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
进策勒县，实地探访当地如何啃下脱贫
攻坚最后的硬骨头。

国企就业收入稳

穿上统一服装，坐上统一车辆，策勒
县博斯坦乡亚喀喀什村村民赛迪妮萨·
艾合麦提托合提几日前和其他被录取人
员坐上前往库尔勒市的大巴，开启就业
新生活。她是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面
向策勒县招聘的就业人员之一。

为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近日面向策勒县提供了千余个扶贫就业
岗位，岗位主要涵盖服务保障用工类、劳
务派遣用工类和“定向”培养类，优先招
聘该公司对口扶贫策勒县的贫困户。

赛迪妮萨·艾合麦提托合提家里没
有土地，仅靠丈夫开的小商店为生，一直
没能脱贫。“我会珍惜这次工作机会，通
过努力工作，让生活变得更好。”赛迪妮
萨·艾合麦提托合提说道。

人多地少，是策勒县脱贫攻坚路上
面临的最现实问题。因此，坚持转移就
业成为当地扶贫的主攻方向之一。

“如此大规模集中招聘，对国网新疆
电力有限公司来说也是第一次。”国网新
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徐建忠介绍，此次提供的岗位分布在全
疆15个所属供电公司，比较稳定，最低
保障每个就业人员 2000 元的稳定月
收入。

今年，为落实稳就业各项政策措施，
鼓励外出务工就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
收入，和田地区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帮助首批贫困家庭劳动力于3月
中旬奔赴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
企业转移就业，策勒县固拉合玛镇村民
如则托合提·阿布都克热木和妻子也在
其中。“在企业上班，我们夫妻俩每月有
约5000元收入，争取今年能挣5万元，
回来弄好家里的养殖，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如则托合提·阿布都克热木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正像他们
一样，通过外出务工脱贫致富。奴尔乡
托万阿其玛村的布威麦热姆罕·麦提斯
迪克今年3月份坐上了去库尔勒务工的
火车，这已经是她外出务工的第5年，

“这几年通过务工，不仅攒了钱，还在村
里盖起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

“从今年就业数据来看，转移就业人
数比去年翻了一番。”策勒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长魁介绍道。

就近就业岗位稳

近年来，策勒县探索出一条“疆内转
移一批、疆外输出一批、就近就地吸纳一
批”的就业路径。就近就地就业仍然是
当地贫困户的重要脱贫方式。今年，为
了满足更多就近就地就业需求，策勒县
各乡（镇）村的卫星工厂、招商引资企业
和公益性岗位等多“箭”齐发。

位于策勒镇亚博依村的服装厂上月
已经复工复产，开足马力赶制服装订
单。这个服装厂解决了村里约40人的
就业问题。“今年开工后没有一个人‘缺

席’，大家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服装厂厂
长李平说。

“以前老公打零工挣钱，我在家里带
两个孩子。”在服装厂工作的赛迪古丽·
麦麦提明告诉记者，几年前由于收入不
稳定，她家曾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但稳定就业改变了一切。“自去年起，老
公在县城工厂上班，我则在村里的服装
厂工作。”走路10分钟就能到工厂，还能
随时照顾孩子，学技术，有工资，这一切
都让赛迪古丽·麦麦提明感到满意。“不
能满足于脱贫，今年我还想要增收。”

同样留在当地的热依罕尼萨·托合
提库尔班也成了“上班族”。“我为了上班
方便，最近还买了一辆电动车。”热依罕
尼萨·托合提库尔班说，在就近就业的同
时还能学习养殖技术，她觉得特别好。

热依罕尼萨·托合提库尔班就业的
公司是一家养殖企业，公司建设的种兔
养殖基地投资1.4亿元，占地600亩，现
有种兔超 14万只，主要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带动本
地农牧民通过发展兔养殖增收。

气候干燥、牧草种植资源丰富、劳动
力富余，让“小兔子”成为近年来和田地
区脱贫攻坚的重点依托产业。该公司经
理朱顺录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已经带动
了周边40余户农牧民群众就业，其中有
一半是贫困户。“今年5月份，商品兔将
培育完成并下发给贫困户，我们免费提
供种兔和饲料，还包括技术指导，按每户
代养250只算，户均将增收3000元，将
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增收。”朱顺录说。

对于外出就业困难的贫困户，策勒
县还通过每村设置的公益性岗位予以解
决。今年58岁的贫困户托合提如则·卡
斯木在策勒乡乌喀迪村当起了安全消防
员，月工资1500元。乌喀迪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访惠
聚”驻村工作队队长何红星介绍，今年村
里设置了60多个公益性岗位，有值班
员、清洁员、调解员等。

志智双扶增收稳

推进就业扶贫，让贫困劳动力端稳
端牢饭碗，不能只依靠外力，激发内生动
力才能托起稳稳的幸福。

在距策勒县城约3公里的津南新

村，390余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这里安
家、就业。为了让他们能够搬得出、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规
划了370余座温室大棚，当地农牧民通
过大棚蔬菜种植脱贫致富。

津南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策勒县
农业农村局驻该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
陈鹏飞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鼓励就业、安
排公益性岗位之外，还将给未脱贫户再
增加一座温室大棚免费使用。

贫困户布威加乃提·加帕尔大棚里
的西红柿目前长势不错，今年管理两个
大棚的她对脱贫充满信心。“去年种得不
好，今年我也在继续向技术员学习，一定
会有好收成。”

授人以渔的“造血”扶贫模式是推进
精准扶贫核心之策。为了帮助更多贫困
农牧民开拓“致富路”，策勒县成立了专
门为农牧民群众培训技能的学校。美容
美发、家政宾馆服务、中式烹饪、汽车维
修、建筑工等10余个专业使当地农牧
民，尤其是贫困户掌握了一技之长，实现
了稳定就业。

努尔曼·买塞地是热门专业美容美
发授课老师。她说，今年课程非常满，每
堂课都有40名到50名学生。除了热门
专业，学校还设置了焊接、打馕、裁缝、林
果管理等实训基地。学校教务处副主任
张志斌告诉记者，课程设置以高效、实用
为主。“70%的课程以实训为主，目的是
让他们更好更快地实现就业。”

在学校内的打馕实训基地，曾经是
学生的霍吉买买提·吐尼牙孜现在成了
老师，还带了17名徒弟。他说：“今年实
训基地已经培训了2批学员，最快20天
就可以出师。”

策勒县农牧民技工学校党支部书记
刘德忠介绍，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5000人在学校接受了短期培训。“今年
还将为村里的卫星工厂提供订单式服装
人才培养。同时，针对农业送教上门，还
为每个乡镇的种养业提供技术性人才。”

策勒县委书记马江山介绍，为了全
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策勒县今年还建
立了防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对贫困户加
大力度帮扶，帮助其就业。为了解决就
业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县里还通过托老
中心、托幼所、合作社托管养殖等方式，
做到保障有力，服务到位。

“这是我儿子的奖状。”走进托合
萨伊普罕·麦提赛伊迪的家，干净整
洁，几张奖状贴在墙上最醒目的位
置。向人展示奖状时，托合萨伊普罕·
麦提赛伊迪脸上满是笑容。

作为策勒县策勒乡乌喀迪村为数
不多的未脱贫户之一，托合萨伊普罕·
麦提赛伊迪脱贫的心情更为迫切。“儿
子说，想去上海上大学。”

由于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加上
家里有欠款，仅有5亩地的托合萨伊普
罕·麦提赛伊迪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地里的收入也就2000元。”

托合萨伊普罕·麦提赛伊迪告诉
记者，以前她打零工，收入不稳定，也

没时间照顾两个孩子。国网新疆电力
有限公司驻村“访惠聚”工作队了解到
情况后，于2019年3月份帮她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我在村里一家企业做
厨师，每个月工资2000元。”

尽管有了稳定工作，遗留的欠款
让托合萨伊普罕·麦提赛伊迪依然“挂
着”贫困户。今年，工作队为她的增收
想了更多办法。“我们为她家申请了2
个扶贫项目，在合作社以托管分红方
式养殖扶贫羊和扶贫兔。”驻村“访惠
聚”工作队副队长郭江涛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扶贫兔按每只13.6元收益、扶
贫羊每只150元收益，年底分红就有
4192元。

乌喀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国网
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访惠聚”驻村工作
队队长何红星介绍，今年针对像托合
萨伊普罕·麦提赛伊迪这样的未脱贫
户，在稳定就业基础上还将实行“1+1”
帮扶，增加帮扶干部，根据每户实际情
况做指引工作。“同时，村里引进的企
业也将加入帮扶队伍。”

普通话不太好的托合萨伊普罕·麦
提赛伊迪虽然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但
每次工作队上门，桌子上摆满了干果、
水果，透露的都是感谢。“脱贫，我越来
越有信心。”托合萨伊普罕·麦提赛伊迪
说，日子越来越好了，攒钱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

托合萨伊普罕的心愿

“我们是计件采摘，一个月平均
工资都在2600元以上，这把年纪还
能挣这么多钱，当然高兴喽！”4月15
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敬南镇飞龙洞村的查兰英正
在分拣刚从蔬菜基地采摘的莲花白，
今年65岁的她是村里的贫困户，敬
南镇打造“坝区经济”的受益者之一。

走进兴义市敬南镇飞龙洞蔬菜
基地，这个一眼望不到尽头、550多
亩的大坝子绿意盎然，40多名当地
村民正忙着采收莲花白供应市场。

飞龙洞坝区敬南镇重点打造的
“坝区经济”，引资入驻推进飞龙洞坝
区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和探索长效循
环的农户增收致富新路。

“这片莲花白有300多亩，采摘
包装好后，主要销往北京、广州等
地。”在基地里，正在指导村民采摘的
贵州省兴义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徐铭龙说，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坝区蔬菜价格有所
下跌，但影响不大。“我们在兴义市区
有6家农产品直营店和网上商城，销
售渠道有保障，飞龙洞坝区每天的销
售额保持在3万元左右。”

该公司是敬南镇引资入驻飞龙
洞坝区的企业。该企业采取现代化
管理技术与传统农耕生产技术融合，
以“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
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的现
代化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集种、养、
加、销、旅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王代香是土生土长的飞龙洞村
人。她说，每次和亲戚朋友说起自己
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大家都羡慕得厉
害。“从我家到蔬菜基地20多分钟，
一个月差不多3000元的工资呢！”

“我家离这里也近呢，中午回家吃饭
过来了接着干，每天除了工资，还有
5元钱的饭钱补助！”在王代香旁边
忙着分拣包装莲花白的吴元珍抢
着说。

公司采取“龙头企业+农民务
工+贫困农户”方式，优先安排贫困
农户，通过技术培训掌握好种植技术
后，根据公司安排的种植品种，在每
月实行保底收入基础上，实行计件
制，充分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据介绍，飞龙洞坝区按季发展蔬
菜种植，实行产销一体化，企业已具
备年分拣10万吨蔬菜的加工能力，
已同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重庆、成
都、贵阳等地建立了广泛的合作
关系。

“公司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所以，飞龙洞坝区生
产的蔬菜也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徐
铭龙说。

“坝区发展生态蔬菜，让农产品
成为抢手的‘香饽饽’，也是村民增收
致富的‘金钥匙’。”敬南镇镇长王大
鹏表示，打造“坝区经济”，有利于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
化步伐，让“农货”更值钱，让农户更
富有。

贵州敬南镇：

蔬菜种成“抢手货”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肖 雄

“没有一技之长怎么找工作，如
果不是村干部给我送来‘雨露计划’，
我都不知道怎么供养 3 个孩子读
书。”近日，甘肃瓜州县沙河乡沙河村
一组村民李月喜提起当时的情况，仍
充满感激。

48岁的李月喜家中有六口人，
母亲年事已高，3个孩子都在上学，
夫妻二人以种田的微薄收入支撑全
家的开支，生活比较困难，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大女儿拿到甘肃省卫
生职业学院的通知书，我们心里高
兴，但也发愁上学的费用。”李月喜
说，在全家最无助的时候，村干部带
来了“雨露计划”，大女儿李鲜红每年
可领取1500元助学金。在“雨露计
划”帮助下，李鲜红顺利入学。

2017年，李月喜在各项扶贫政
策的帮助下顺利脱贫。去年，李月喜
的儿子李红星考上瓜州冶金中专计
算机专业。村干部在了解情况后，按
照“脱贫不脱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
户“应补尽补、不漏一人”原则，将就
读职业教育的李红星纳入“雨露计
划”。

“李鲜红 2016 年秋季入学，
2017 年和 2018 年每年发放 1500
元。2019年政策调整后，每年发放

3000元。直接支付到建档立卡贫困
户学生家长的‘一卡通’账户。”瓜州
县沙河乡党政干部、沙河村一组包组
干部柳雪敏说。

为加大力度引导和支持农村贫困
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近年来甘肃瓜州县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雨露计划”两后
生培训补助政策，坚持政策宣传精
准、补助对象精准、资金发放精准，
做到建档立卡贫困户职业教育扶贫补
助政策到户到人，确保“雨露计划”
政策应知尽知；坚持贫困学生申请、
村级确认、乡镇初审、县级审核、社
会公示、直补到户的阳光操作程序，
结合动态管理，及时完善“雨露计
划”工作台账，掌握全县贫困家庭子
女在职业学校就读基本情况，确保符
合条件的“雨露计划”两后生应纳尽
纳，实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
贫的目标。

“截至目前，2019年最后一批享
受‘雨露计划’补报工作已结束，全县
83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享
受人均补助3000元，共计发放补助
金249.9万元，实现职业教育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甘肃瓜州
县移民扶贫开发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王鸿勇说。

甘肃瓜州：

“雨露计划”润心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邓晓旭

瓜州县乡镇干部入户宣传“雨露计划”。 张 萍摄（中经视觉）

图为位于策勒县策勒镇亚博依村的服装厂内，约40名就业贫困劳动力正忙着赶制服装。 耿丹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