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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深耕“桦南家服”劳务品牌

培训一人 脱贫一家
本报记者 吴 浩

山东省东营市推动援疆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力量沉下去 发展快起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王子萱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高港区）胡庄镇丁庄

村村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晚稻，粮食增产有力带动了当地农

民增收。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从完达山脉西麓，走出了一个全国知名

的劳务品牌——“桦南家服”。自 2014 年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着力破解就业难

题，开展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桦南家

服”劳务品牌。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下岗

失业人员实现了从“卖苦力打工吃饭”到“凭

技能高薪就业”的转变。2019 年，“桦南家

服”被评为国家级家政服务品牌。

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较快，护工和

育婴师等家政服务人员日益紧俏。“桦南家

服”劳务品牌的创建，满足了市场对专业化家

政服务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拓宽富余劳动力

转移就业蹚出了一条可行路径。

筑牢技能培训坚实平台

拥有职业技能，打开就业大门；改变人生

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自己从学习技能开始；

培训创造机会，能力改变命运⋯⋯在桦南县

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教室内外随处可见这样

的标语。近年来，2.5 万桦南人从这里获得技

能培训改变了命运。

桦南地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南部，是一

个传统农业县。谈及为何创立“桦南家服”劳

务品牌，桦南县就业局局长吴丛军告诉记者，

推动贫困人员转移就业，实现“培训一人、就

业一人、脱贫一家”目标是初衷。开展就业培

训不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而是当成一项事

业，让学员真正拥有一技之长，找到好工作增

加收入。

“桦南家服”劳务品牌的建设，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2014 年，刚开始做就业技能培训时条

件十分艰苦，没有固定场所，更别提创建劳

务品牌了。”桦南县人才工作中心主任李兵

回忆说。

为改善培训环境，2017 年桦南县政府

出 资 改 造 县 职 教 中 心 2000 平 方 米 的 教 学

楼，建立桦南县创业就业培训基地，为技能

培训长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18 年，桦

南县委县政府通过对上争取产教融合项目，

投入 2000 余万元建设 6000 平方米就业技能

培训中心，实现设施、功能、服务全面优化

升级。

“新培训中心 2019 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可同时开展 450 人的技能培训和 100 人的创

业意识培训，还可提供 100 名学员的食宿，年

培训规模可达 5000 人，促进了技能培训提档

升级和提质扩容。”李兵说。

培训专业该如何设置？结合市场需求，

桦南重点打造育婴 （月嫂） 和养老护理 （护

工） 2 个优势培训品牌，并逐步拓展出厨

师、中式面点师、保健按摩师等培训专业。

“学员要学满固定课时，短则 15 天，长则

45 天。在培训期间，要学习理论，还要学习

实践操作课程，由教师‘手把手’教学，促进学

员快速掌握实际技能。实践课程占总课时的

70%以上。”吴丛军说。

为在新行业、新业态中发掘就业潜力，桦

南县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创新增设了健身指

导、西式面点师、网络直播销售员等专业。“全

职妈妈”李红鑫学习抖音直播带货不到 1 个

月，与同伴一起在抖音上小试牛刀，如今最多

的时候一天能卖出桦南特产 10 多单。

提供全免费培训赚足口碑

为提升技能培训的认知度和吸引力，桦南

创造性地实施“六免”政策，只要是参加技能培

训的学员，就免学费、免三餐费、免住宿费、免

教材费、免费提供笔记本等学习用具和免费提

供就业服务，还为脱贫户发放生活补贴。

“这一政策打消了大多数人的顾虑，不花

钱学技术的好消息在小县城里传开了。”吴丛

军说。

48 岁的孔庆云是桦南一名下岗职工，卖

过服装、做过裁缝。2015 年，她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学习育婴专业。孔庆云说，现在靠新

技能家庭经济条件改善了，将来还能帮助自

己的女儿抚育孩子，感到非常知足。

桦南实施“六免”培训力度不小，可是钱

从哪里来？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提

出 三 年 共 开 展 各 类 补 贴 性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5000 万人次以上。桦南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正是受益于该项政策的执行。

“学员在一门课程结业之后，还可根据自

己意愿继续免费学习其他课程，技多不压

身。”吴丛军告诉记者，近 3 年来，技能培训超

过 1.3 万人，绝大多数实现了稳定就业。

目前，桦南月嫂、桦南护工已成为哈尔滨、

北京、上海等城市服务市场的知名品牌，学员

供不应求。部分桦南月嫂月收入已突破 2 万

元，桦南护工月工资在 7000元左右，最高达 1.2

万元。一批批结业学员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各大城市，桦南人的良好信誉、精湛技艺被口

口相传，“桦南家服”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贴心做好劳务输出服务

技能培训是手段，就业才是目的。在“桦南

家服”劳务品牌创建过程中，在就业端也遇到一

些问题。比如，部分贫困学员初次到一、二线城

市，人生地不熟，遇到困难时得不到及时帮助。

为有效解决外出务工人员临时食宿、岗

位需求、权益维护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桦

南在劳动力转移输出比较集中的北京、青岛、

哈尔滨等城市建立了 9 个服务站，为学员稳

定就业保驾护航。目前，服务站已累计为

1100 多人次桦南群众特别是贫困务工人员

提供了必要的住宿条件，部分企业帮建的服

务站还免费提供餐饮服务，增强了桦南籍外

出务工人员的归属感。

“服务站的建设，避免了学员在转移就业

过程中因盲目出行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同时

也解决了出行在外生活成本过高等问题，使

在外找工作的桦南人有了‘避风港’。”吴丛军

说，服务站在贫困群众转移就业过程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获得了贫困群众的好评。

在建立服务站的同时，桦南还在北京、青

岛、哈尔滨等地建设了九大转移就业示范基

地，与企业签约，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输出合

作关系。沈阳、北京等地家政服务公司非常

欢迎桦南培训合格的月嫂、护工，学员只要有

意愿外出就业，就可直接上岗。同时，通过已

就业带未就业、老学员带新学员的方式，也解

决了很多学员的就业问题。

为拓宽就业渠道，桦南还积极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每年举办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用工

招聘活动。桦南就业抖音号、就业创业服务

公众号、社区和村民微信群等成为宣传政策、

提供信息的有效平台。

“‘桦南家服’劳务品牌虽然已经创立，但

品牌效应发挥还需要加强，知名度需要进一

步提升，要满足未来专业化、高端化家服市场

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做强培训、提升学员专业

技能水平、进军家服高端市场。在国家大力

支持劳务品牌建设的背景下，‘桦南家服’会

抢抓机遇，实现新突破。”吴丛军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既要依靠乡

村产业兴旺，也要依靠城市包容

性发展。乡村产业兴旺，才能留

得住人才与劳动力扎根乡村，建

功立业；城市包容性发展，才能

留得下进城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生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

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

流入城市，城镇化率持续提高，

未来还将有大量农民进城落户。

只有在城镇化发展中，城市吸纳

更多的农村人口，并使进城的人

享受同等城市公共服务，享受同

样的社会保障，留住进城的农村

人口，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

裕背景下的持续振兴。

城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趋势。从历史到现实纵向看，

乡村第一产业不能吸纳更多的劳

动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规

模与效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比

较有限。这就需要城市的包容性

增长，吸纳劳动力，也一并吸纳

农村的供养人口，只有城市与乡

村之路打通了，并能够实现乡村

人口的结构优化，才能减少农

民，增加农业工人。

乡村要振兴，需要对乡村人口的就业做好培训，提高

农村劳动力的竞争力。劳动者素质提高，可为城市制造业

培养更多蓝领工人，为服务业提供更多的高水平服务人

员。广东省近年来开展的南粤家政服务培训，比如粤菜师

傅就受到了城市用人单位的极大欢迎。

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是城市对进城工作的农民一视同

仁，从社保、医保到子女入学以及住房等，使其获得城市

居民的保障。同时，乡村振兴需要与城镇化并进，需要深

化农村改革，打通城乡人口的流动，城乡资本的流动，让

到城市里工作的农民留得下，过得好，不回流。

打通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乡村振兴系列谈之四

张建军

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是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援

建地区。最近，在疏勒县牙曼亚乡，一个叫“疏

勒之恋爱情小镇”的地方火了起来，主题展馆、

篝火晚会、百果采摘园等旅游项目吸引了大批

游客。

“这是今年山东东营援疆打造的一个文旅项

目，极大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东营援疆干

部，牙曼亚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建星说。

“2020 年初，山东省东营市第十批援疆干部来

到疏勒县开始为期 3 年的援疆工作。我们把人才、

资金、技术等援疆力量下沉到乡镇，助力乡村振

兴。”东营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张作霞说。

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援疆干部张宝业、毕建强把办公桌搬到了疏勒

县塔孜洪乡。“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整乡推进工作有

效开展，我们科学编制了实施方案，投入援疆资金

做好各村环境整治工作，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创办了 19 村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发

展食用菌种植产业，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帮

助村民增收致富。”张宝业说。

东营市还牵头促成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和疏

勒县人民政府联合建设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疏勒）

蔬菜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了专家工作站，开展专

家咨询及技术培训工作。“我们从山东寿光等县

（市）选聘了 22 名蔬菜、林果方面的‘土专家’，他们

走进全县各个乡镇为当地群众提供技术咨询、培训

服务和田间技术指导，已累计服务农民 3.4 万余人

次，受到当地群众欢迎。”援疆干部崔义河说。

“援疆技术人才和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技

术优势，指导农产品种植、传授农业技术知识，为我

们培养了一批高技能、专业化农民。”塔孜洪乡 11

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说。

拓宽增收致富路子

眼下，在塔孜洪乡 17 村的疏勒县“蔬乐”现代

农业示范园建设现场，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往来

穿梭。

在援疆工作中，东营把为乡镇引入重点企业和

重大项目作为振兴乡镇经济的重要抓手，今年，他们

为塔孜洪乡引入多家现代农业龙头企业，投资 3 亿

多元建设“蔬乐”现代农业示范园和智慧农业产业

园。两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 2

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业 2000 人。

根据东营援疆“一乡一策”的工作思路，他们在

牙甫泉镇引进菌蔬循环产业园灵芝种植项目，投资

1500 余万元，建设 2700 平方米高标准玻璃日光温

室 1 座，新建和改造灵芝种植大棚 96 座。同时，巴

仁乡食用菌、艾尔木东乡板栗南瓜等特色种植项目

也已初具规模，开辟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提升民生保障能力

在塔孜洪乡中心卫生院，该院党支部书记温娜

指着一排排装修一新的楼房说：“以前，卫生院房屋

设施年久失修，医疗条件也比较落后。从今年 5 月

开始，东营投入 800 万元援疆资金启动卫生院改造

项目，极大改善了群众的就医环境。”

在援疆工作中，东营把医疗、教育资源不断向

乡镇基层延伸，推动塔孜洪乡中心卫生院争创南疆

首家乡级二乙医院，在 3 个乡卫生院建成县医院分

院，对 15 个乡镇卫生院远程会诊培训系统进行改

造提升。他们还加快在巴仁乡 5 所小学推进“智慧

课堂”建设，并且选派了 2 名援疆教师和 23 名支教

大学生到学校任教，加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东营援疆指挥部组织援疆力量下沉乡镇，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只是山东开展乡镇援疆工作的一个

缩影。山东第十批 42 名乡镇援疆干部，对口支援

喀什地区 21 个乡镇，以援疆项目建设为载体，不断

提升援疆工作实效和水平。

学员正在桦南县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学习直播带货技能学员正在桦南县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学习直播带货技能，，推荐家乡特产推荐家乡特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浩浩摄摄

最近，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保城镇抄抗村，小红灯笼

般的红毛丹挂满枝头。“今年收成

好，价格高，日子就像红毛丹一样

越来越红火了！”村民黄志明说。

黄志明家有 18 亩坡地，5 年

前，在保亭县农业服务中心的指

导下，黄志明改种红毛丹，今年收

入近 20 万元。

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的保亭

山多地少，发展规模化农业局限

性较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源

自于保亭县委、县政府坚持“精

品、特色、稀有”的发展方向，

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让保

亭农产品更有知名度，他们抓标

准化高品质生产，力求“小而

精 ”。 保 亭 在 今 年 7 月 还 发 布

“保亭柒鲜”地方品牌，即红毛

丹、菠萝蜜、百香果、榴莲、黄

秋葵、什玲鸡及六弓鹅，通过品

牌赋能促进保亭农业的健康发

展。“保亭柒鲜”发布当天，海

南顺丰速运等公司就与保亭县相

关单位签署价值 2 亿元的意向销

售合作订单。

红毛丹是著名的热带水果之

一，由于对气候条件要求高，仅

在保亭县域适宜大面积种植。为

使红毛丹产业规模化发展，保亭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红毛丹产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编制了 《保亭红

毛丹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使红

毛丹成为振兴保亭经济的支柱产

业之一。

近些年，由于红毛丹供不应求，种苗价

格水涨船高，单株价格达到 30 元。为进一

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户发展红毛丹产

业的积极性，保亭充分利用和整合各项发

展资金，向购买红毛丹种苗的农户、专业合

作社等发放补贴，补贴比例为 70%，种植户

只需要自筹 30%。

“2020 年，仅种苗补贴一项就支出了

100 多万元，我们还对购买种苗的农户进

行回访、指导，处理保花保果等问题。”保亭

县农业服务中心热作站站长谢军海说。

谢军海认为，种苗补贴一方面调动了

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农户增

加了未来收益。“粗略计算，3 年后，100 多

万元的种苗补贴将会为农民朋友带来超过

2500 万元的收益。”

截至目前，保亭红毛丹种植面积 2.5 万

亩，收获面积 2.06 万亩，年产量

1.63 万吨，产值达 3.38 亿元。

同时，保亭加快推进一二

三产业交叉融合发展，依托每

年在保亭举办的“中国七仙温

泉嬉水节”，推出“保亭乡村旅

游红毛丹采摘季活动”等，吸引

众多消费者入园采摘，实现旅

游收入和农业收入持续增加。

“ 我 家 种 了 16 亩 红 毛 丹 ，

平时我们不卖果，主要是为游

客提供采摘。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采摘下来的果子按斤卖，

一斤 20 多元。”在保城镇经营

黎家农家乐的李丽霞表示，种

植红毛丹还带火了住宿、餐饮

产业。

在其他农产品的发展上，

保 亭 也 坚 持 高 质 量 、高 标 准 。

以黄秋葵为例，保亭在种植历

史方面并不占优势，但是保亭

响水镇的黄秋葵也种成远近闻

名的品牌。

11 月 2 日一大早，响水镇

陡水河村村民符道鸣载着刚从

地里采摘不足 2 个小时的黄秋

葵送往七彩庄园。“今年管理得

好 ，黄 秋 葵 个 大 、饱 满 、品 相

好。”符道鸣说。

收到高质量的黄秋葵，七

彩庄园总经理杨伟宇的心里有

了底，“农户们今年应该会有不

错 的 收 入 ，按 照 每 亩 纯 利 润

8000 多元算，每户纯收入在 4 万

元左右”。很多秋葵种植户开上了汽车、住

进了新房。

农产品收购价容易受市场影响产生波

动，保亭在鼓励农户种植瓜菜、果蔬的同

时，积极做好产销对接工作，让农户发展产

业更安心。“我们与种植户签订保底价收购

协议，降低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杨

伟宇说，种植户与农业企业签订收购协议

后，收入有了保障。

保亭县委书记穆克瑞说，目前保亭农

业品牌化建设已经步入新阶段，下一步将

以“保亭柒鲜”等公用品牌为核心，逐步完

善和建设保亭七大特色单一产业型子公用

品牌，每个子公用品牌下重点发展 3 个具

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通过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带动全县企

业、合作社和农民共同发展，走出一条别具

特色的产业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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