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今年以来，在国内外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有所
加大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进“稳就业”工作，1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依然达到129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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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
稻花香里说丰年

金秋时节，三湘大地，眼前
5000余亩金澄澄的稻田让湖南
耒阳“90后”小伙儿曹牛峰心中
充满了喜悦。

2013年，从技校毕业的曹牛
峰回到家乡创业，成立了“耒阳
市新市镇绿联农机专业合作
社”。当地闲置的土地和大量有
就业岗位需求的劳动力让他看
到了希望。

在当地农业银行210万元优
惠利率“创业贷”支持下，曹牛峰
购买了农机、农具、种子，吸引了
数百名农户成了合作社的会员，
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也重新回
到家乡。机械种田、兴办加工厂
……贫困的忧愁渐渐从村里人
的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富裕
的笑容。

曹牛峰和他的“致富经”只
是当代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一个
缩影。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号召下，各地纷纷拿出实际举
措，在融资、用地、服务、人才、风

险应对等方面出实招支持大学
生、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创业，促
进当地就业增收。

在中央层面，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8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
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
程度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
等各类用人单位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
职业培训补贴，国务院12月印发
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也提出，符合相应条件的个人和
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
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这对于“曹牛峰们”来
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提高技能
用小刀“刻”出幸福生活

在甘肃临夏，郭宏伟每天开
着小轿车往返于工作园区和自
家的小楼。很少有人知道，他的
小轿车、单元楼，是他一刀一刀

“刻”出来的。

“从开始接触砖雕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刻了多少
件了。”郭宏伟说。

郭宏伟说的是甘肃临夏地
区的传统民间艺术——临夏砖
雕。2006年，因其独特的艺术风
采和传承价值，临夏砖雕被列为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2016 年，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临夏砖雕产业园正式开业，
并开始招收本地青年学习传承
这项技艺。郭宏伟与临夏砖雕
的际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通过提高技能本领，实现更
好更全面的就业，郭宏伟的奋斗
故事并非个例。

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
意见》，明确构建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围绕以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等
重点群体为主的培训计划，完善
贯穿职业生涯发展全过程的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10月，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行企业新
型学徒制，至2020年底力争培训
50万以上企业新型学徒；2021年
起力争年培训新型学徒50万人
左右。

为落实提高技术工人技能
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政策要求，各
地积极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师带
徒活动，加大对技术工人创新的
支持和服务力度。同时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开展工
匠人才培养选树计划。

保障重点
让特色经济“滚雪球”发展

定型、雕琢、打磨、粘接……
在一双灵巧的手中，一颗颗看似
平常的山核桃，不多时便褪去了
平凡的外表，“变装”成了一个个

“花瓶”“钟表”“斧头”等精美物
件。

制作山核桃工艺品是河北
巨 鹿 小 伙 儿 陈 灵 涛 的“ 神 技
能”。虽然年少时因小儿麻痹症
而造成下肢瘫痪，但靠着这项拿
手绝活，凭着当地山核桃的特色
经济，他不仅实现就业，还清债

务，还成了当地就业扶贫车间的
负责人。

陈灵涛的经历只是巨鹿县
200多家“就业扶贫车间”、1800
多名再就业人员中的一例。

“就业扶贫车间”走入乡村，
建在村头，正日渐成为不少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形式，为当
地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
就业平台，特别是让当地留守的
妇女、残疾人、老年人从就业“困
难户”变为有干劲的“产业工
人”，为他们带去了脱贫致富的
曙光。

如何织密重点群体就业“保
障网”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
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采取
多项措施促进就业，其中一项便
是通过建设扶贫车间、卫星工厂
等方式，让一些就业困难人员发
挥自身特长从而获得岗位。各
地开展诸如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民营企业招聘周、农村贫困
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专项服务，让
贫困人口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稳
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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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照亮民生就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