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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
条件下，占我市总人口
51%的乡村人口，如何
筑牢家庭的经济基础、
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记者了解到，近五
年来，我市实现农村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237 万
人次，创经济收入 300
多亿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这实在的数字似乎给出了答案。
走出家门，走进工厂，从务农收入到工资性收入，全市每

年接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成为转移就业的受益者。在今
年的市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 2022 年政府重点工作
中，强调“坚持就业优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万人”。

今年一季度，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2.08 万人，
其中就近就地就业 7.3 万人、劳务输出 24.78 万人，创经济
收入 14.1 亿元。统计显示，工资性收入已占到农业人口
收入的 60%。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劳务输出作为主要形式，
让群众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不管
是群众逐渐增长的家庭收入，还是越来越充盈的幸福感，
都说明了在劳务输出工作上，我市各级各部门和农民朋友
的每一次大胆尝试和努力改变，措施是积极有益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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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夕，商州区夜村镇张刘村村民李军利把想要
外出务工的意愿报给村委会。春节还没过完，他就收到了村
就业信息员胡艳发来的好消息：村上通过镇上在西安设立的
劳务工作站，为他联系到了一家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工作，
每天工资 200元。

短短几天就联系到工作，并且工资还不低，这让李军利
着实没有想到。就业信息员胡艳却说：“这再正常不过了，自
从设立了村级劳务组织，村民的务工需求就会被及时收集并
建立起信息表，各家的情况村上一清二楚。同时，自上而下
建立了信息交流群，企业的用工需求村上能及时掌握，招聘
信息也是第一时间发布在了村劳务群里，村民可以自行联系
企业，村上也可帮助联系。哪家谁擅长干什么，想从事什么
行业，只要有外出意愿，我们就会为其推荐联系合适的企业
和岗位，村民不用操心找不到工作。”

这种模式被夜村镇社保站副站长孔升学形容为“一条顺
畅的链条”。他说：“以前，村民和就业服务单位是单向交流，
用工单位不知道村民的就业意向，村民也不主动询问企业的
用工需求，常常会出现企业‘招工难’、村民‘就业难’的现

象。现在，我们把企业和务工人员放在一个链条上，人社部
门就是中间的链接点，收集双方的需求，有的放矢，打通了

‘企’‘工’联通的堵点。”
“从区到镇再到村，实现了自上而下发布用工信息、自

下而上调查就业意愿、开展招聘服务、组织稳定就业等一
条龙服务。对接更精准，效率更高。”孔升学说，“开年来，
全镇共发布劳务信息 23 期 190 多条，劳务输出 1.9 万人，
其中张刘村 610 人有三分之一是通过政府提供对接的劳
务信息就业的。”

商 州 区 人 社 局 工 作 人 员 林 高 宏 介 绍 ，不 仅 如 此 ，各
地还充分利用“秦云就业”线上平台，村民用手机注册登
录 ，就 可 直 接 查 看 就 业 相 关 政 策 和 招 聘 信 息 ，也 可 报 名
参加相关技能培训。

“信息是垂直、双向互换的，形成了一条顺畅的劳务信息
链条，非常方便。”林高宏说。

目前，全市建成 8 个县级和 98 个镇级标准化创业中心，
整个基层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公共就业
服务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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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元宵节还没过，柞水县瓦房口镇阳坡村七组村
民饶桂珍就收到了工厂发来的复工信息，她看着手机，想着多
地散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犯了愁：“去吧，疫情还没消散，坐车再
倒车让人担心。不去吧，坐在家里没有收入，也是熬煎。”

县上人力资源公司的一通电话给饶桂珍吃了颗“定心
丸”。“电话通知我们，县上统一包车，专门送我们务工的人，
不用我们来回倒车，直接就送到厂门口了。”饶桂珍高兴地
说，“我的工作也是县上就业部门和人力资源公司合作给介
绍的，本以为今年要自己出行，没想到不仅有专车，在出发
前，人社局还给大家联系了免费的核酸检测、赠送了防疫和
生活物品。”

“服务真的很贴心，让人心里感动。”饶桂珍说。
“我县以苏陕协作为突破口，依托人力资源公司，发挥人

力资源配置作用，为农村劳动力开辟了就业通道，尤其是我
们与浙江、江苏等地达成协作，为 50 岁左右的大龄工开拓了
渠道，破解了年龄限制的务工难题。”柞水县就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吴春巧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做好劳务输
出保障服务，为推动就业打好基础。仅2月24日一天，洛南县
就有 5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乘坐相关部门给定制的免费务工
专车，从县上出发分赴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务工。

洛南县人社局就业股工作人员赵鹏介绍，截至 3月 8日，
今年以来洛南县共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22 场次，提
供就业岗位 1.8 万多个，开通“点对点”务工专车 43 辆，“点对
点”输送务工人员 1400多人次，转移就业 4.2万多人。

组织各人力资源公司、村级劳务服务站下乡上门，开展

面对面、一对一的送岗位、送信息、送政策服务只是“春风行
动”劳务输出环节中的第一步，实施“点对点”一站式专车输
送，实现务工人员有组织输出是中间的重要一环，而做好务
工人员后续的生产生活保障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为务工人员赠送人身保险、提供外出务工法律援助和
权益保障，为就业形势稳定提供了坚强支撑。”吴春巧说，“为
了让外出务工人员安心，柞水县还在劳务输出人员集中的地
方设立农民工流动党支部和劳务招商站，从各个方面为务工
人员做好服务。另外，还有两家人力资源机构工作人员在企
业驻厂办公，全面做好跟踪服务活动，竭力解决务工人员在
企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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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质量、技术、信誉的重要载体，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要素之一。

“劳务品牌代表着特定劳务群体的劳务质量和水平，也
代表着该群体的一种整体形象，意味着一定劳务价值和特定
的承诺。和其他品牌一样，劳务品牌也有吸引功能、增值功
能、凝聚功能等特殊作用。”在市人社局从事多年就业工作的
方宪遵说，“目前，我市劳务品牌根据构建的主体不同，可以
分为自发型的投亲靠友式发展、政府主导型劳务中介、培训
机构和企业主导型。”

“山阳建筑”就是在时间的检验中绽放光芒、逐渐成
为县级劳务品牌的一张亮丽名片，由此为县上转移就业
带来了红利。

山阳县人社局就业股工作人员赵琳介绍，山阳劳务起步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要是由一批能人——老一代建筑

“领头人”和新一代建筑“领头雁”带起来的，他们发挥大
企业带小企业、能人大户带群众的作用，带领乡亲们走
南闯北搞建筑、搞劳务，不仅提高了村民家庭经济收
入，还加快了县上实施乡村振兴的步伐。

天竺山镇三官殿村村民胡仁俭早些年从干木
工起家，慢慢地积累经验和技术能力，后来接到的
活越来越大，他就开始带着村民包工程、干项目，
一带十、十传百，他们的工队逐渐有了名气，接的
项目也越来越多，于是他成立了公司，专门做起
装修装饰、房地产等生意。

“我们公司的工人大多是咱山阳县的，我们带
动从事建筑工作的人有 2000 多人。”在胡仁俭公司
上班的职工徐佳告诉记者。

“我们村是有名的‘富人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村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多，而且大多是技术工，出门找活就
不愁，有一二百人年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高坝店镇过风
楼村党支部书记孙三柱说起村上的建筑队很是自豪：“村上
有建筑业带头人 8人，注册成立的建筑类公司有 4个，还有几
个人在大企业的项目部上班，靠着这些优势资源，全村七八
百人都在从事建筑业。”

这种自发形成的劳务品牌，让“山阳建
筑”走出县域，在劳务市场上占据了一定
的话语权。

山阳县人社局就业股工作人员
赵琳说：“目前，山阳县建筑从业
人员有 4.25 万多人，占全县转
移就业的 42%，人均年收入
4.5 万元。山阳县还先后被
授予国家级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示范县、全省建筑业
强县和建筑劳务输出示范
县等称号。”

不同于山阳县自发形成的品牌，镇安县是依据市场需
求，通过政府引导，着力打造“镇安月嫂”劳务品牌。目前，镇
安县从事月嫂行业的人员有 500多人。

“近年来，我县以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妇女劳动技能、推进
县域特色劳务品牌输出多元化为目标，积极探索就业新路
径，通过培训就业一条龙服务，将服务优、技能强、素质高的
全能型‘镇安月嫂’推向了市场，为加快高质量就业进程注入
了新活力。”镇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王义博说，“下一步，县上
将培训 1000 名‘镇安月嫂’，以满足优质家政市场的需求，让
更多的群众走出大山，为服务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管是自发型还是政府主导型劳务品牌，方宪遵认为，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劳务输出想要走得更稳健、更长
远，培育打造劳品牌是关键。他说：“近年来，为了推动劳务
经济的发展，我市十分重视劳务品牌建设，‘山阳建筑’等劳
务品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目前，我市务工人员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约有 10.8 万
人，占务工总人数的 20.3%，其中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有 4.1
万人，从业范围涉及建筑、采矿、制造、交通运输、饮食服务、
物流、电子商务等 20多个行业。

“下一步，我们还应该持续发挥政府、企业和各类培训机
构的作用，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点，大力
开展有针对性地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品牌的技术含量，打造
具有县域特色的劳务品牌，竭力推动劳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宪遵说。

饭 碗 如 何 越 端 越 牢
——我市劳务输出调查

本报记者 王 倩

今年春节过后，柞水县包专车“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

在在““镇安月嫂镇安月嫂””技能培训班上技能培训班上，，学学
员经过培训员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持证上岗。。

山阳县有山阳县有44万多人在建筑行业务工万多人在建筑行业务工，，收入稳定收入稳定。。 每一年每一年，，我市通过春风行动和就业招聘会我市通过春风行动和就业招聘会，，为务工群众搭建起就业桥梁为务工群众搭建起就业桥梁。。

通过举办就业招聘会通过举办就业招聘会，，打通了企业打通了企业
““用工难用工难””和村民和村民““就业难就业难””的的““堵点堵点””。。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去年以来，柞水县坚持人居
环境整治与资源开发利用相结合，创新企地共建模式，整治
优化环境、盘活闲置资源、改造提升民宿，倾力打造宜居宜业
秦岭山水乡村，走出了一条民富村美的新路子。

柞水县秉持不搞大拆大建、不破坏村落原貌原则，扎实
开展“六清六治”行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路、居”综合
治理，实施房屋立面改造，创建“五美”庭院，建成多个县、镇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市级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形成了一道
道靓丽风景。

柞水县坚持“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理念，先后引进

民宿标杆企业西坡德清等公司，通过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完善
的市场推广体系，利用老旧房屋新建或改建阳坡院子、云林
小屋等高端民宿，既改善了村容村貌，又优化了乡村环境，也
招来了“金凤凰”。

柞 水 县 积 极 采 用“ 产 业 股 东 + 产 业 工 人 ”的 发 展 模
式，村民以旧房、土地等资产入股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对
入股村民的资产进行运营，将闲置旧民房和空院落改造
为民宿，盘活了房屋、田地、林山等资产，成功实现了村
民股金分红、薪金创收的增收局面，壮大了乡村旅游和
康养民宿产业。

柞水打造宜居宜业秦岭山水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