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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我市脱贫攻坚一线的报道·就业篇

（上接第一版） 很快，扶贫车间呈星火燎原之
势，随着 2017 年河南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
行动现场会、河南省产业扶贫现场会、全国扶贫
车间现场会相继在我市召开，我市扶贫车间这一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的新模式叫响全国，赢得八
方点赞。

为大力推进扶贫车间建设，我市对精准扶贫
就业点给予政策支持、经济补贴。 同时，对扶贫车
间加强党建引领、政策资金扶持、创新带贫模式、
规范管理提升，强化扶贫车间的后续管理服务工
作，让扶贫车间立得住、安得下，能够给贫困户带
来持续长久的收益，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加强技能培训

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

12 月 17 日上午，在市城区一处建筑工地上，
南乐县杨村乡吴村村民赵晓权熟练地挥动着焊

枪，在焊花四溅的“呲呲”声中焊接着钢筋构件。
“在工地上搬几天砖， 还不如现在干一天焊

工活挣得多。 ”寒风中，干完手头的工作，赵晓权
坐在石墩上 ，使劲搓了搓手。这双手，近年来曾在
河北、山东、广州、北京等地的建筑工地上辛苦劳
作。

从当初从事体力型工种到现在从事技术型

工种 ，赵晓权的技能在提高 、收入在增加 ，月薪
6000 元左右，家庭从贫困走向殷实。这一切，得益
于他 3 年前参加县里组织的免费电焊培训，并拿
到了电焊工职业资格证书。

掌握一技之长，脱贫就有希望。
3 年来，全市 15 万余名贫困群众通过技能培

训，以“渔”获“鱼”，实现了更稳定、更高收入的就
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强调：“脱贫攻
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
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 ”

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最大的“拦路虎”，就是
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 如今，产业升级倒逼技能
提升，要求贫困劳动力加快向技能型、知识型转
型。 针对这个实际情况， 我市坚持扶志与扶智紧
密结合 ， 围绕培训 、 就业两个核心 ， 建立了
“1+3+5”政策体系，把培训课堂延伸到乡镇村居、
田间院落，先后在各县（区）设立职业技能培训基
地 48 个、教学点 170 余个；在全省首创实施“用
工企业下单，就业群众点单，职能部门亮单，培训
机构接单，政府统一买单，服务部门填单”的“六
单式”培训模式，从文化水平、知识素养、智慧能
力等方面对贫困群众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扶
本领，不仅让脱贫群众能够“站起来”，而且要能
够“走得远”，改变“底层上升通道受阻，一代穷世
代穷”局面，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019 年 ， 全市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
93890 人、培训总量 93890 人。八九月份省人社厅
通报全省就业、培训扶贫完成情况，我市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率、培训率均排名第一。

拓宽就业渠道

打开精准脱贫的一扇窗

12 月 18 日， 家住清丰县高堡乡范村的贾爱
粉刚吃过晚饭，手机响了。 她远在上海市一家食
品企业打工的丈夫李留朝发来了视频通话请求。
李留朝跟妻子讲述一天的经历，描述在城里的工
作与生活。 贾爱粉笑着说，“越活越时尚了。 穿暖
点，别冻着了。 ”

工作条件舒适，待遇也不低。 贾爱粉说，她丈
夫每月工资 5000 元左右， 能寄回家 3000 余元。
“先出去见见世面，学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再过几
年，我们打算自己做个买卖。 ”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家庭通过一人就业，拥有
可观的收入实现全家脱贫， 我市加大订单式、定
向式培训的力度，市人社部门牵线搭桥，通过与
企业对接，摸清企业的人力需求，然后组织农村
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培训，实现了定向精准的劳
务输出；加强省际劳务协作，建立健全劳务协作
机制，与江苏省一次性成功对接岗位 8000 余个，
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建立劳务协作机
制；市、县、乡三级联动积极组织“春风行动”“就

业扶贫招聘会”“返乡创业招聘会”等专场招聘会
105 场；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结合，强化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的带动作用， 着力培育劳务品牌，
按照“六个一批”就业途径，提高贫困劳动力劳务
输出组织化程度，保持贫困劳动力就业率 100%；
加强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市、县、乡、村四级
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和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建
立健全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服务承诺
制、跟踪走访和行政村劳动保障协管员等各项制
度，利用“互联网 + 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平台等现
代化手段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今年以来，我市还多次组织“送培训下乡”活
动，并开展了农村公益性岗位的开发，累计开发
城乡交通协管 、保洁 、保安 、保绿等公益性岗位
5204 个。

鼓励自主创业

探寻可持续脱贫之路

12 月 16 日早上 8 时 30 分，濮阳县鲁河镇集
上的“爱心”理发店开门纳客。

这是一间装修简单、不到 20 平方米的店面，
摆放有两个剪发座椅。一位 60余岁的老太太前来
剪头发，店主李国旗利索地给客人披上罩衣、推剪
梳理，脚边的地上不断添加着层层叠叠的碎发。

剪发完毕，老人离开座椅又仔细看了看镜子里
的发型，对李国旗伸出大拇指，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年 36 岁的李国旗是鲁河镇李家屯村人，
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患有口吃，外出找工作
较为困难，生活一度处于贫困状态。

转机发生在 5 年前，他到吴越美容美发学校
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 学到了美发技术，
当年即在镇上开了这间理发店。

创业当老板后， 不仅让他有了每月 2000 元
至 5000 元不等的收入，还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幸
福。 如今，每天将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妻子郭红霞
和他一起管理店铺。

“一年下来，去掉房屋租赁费、水电费、生活
费和孩子学费等，还有两万余元的结余。 ”李国旗
感觉日子过得舒心又幸福。

12 月 17 日中午， 台前县夹河乡卫生院北门
口，几辆流动扶贫餐车前摆放着热气腾腾的快餐
小吃，前来就餐的群众络绎不绝，餐车主人忙得
不可开交。

“扶贫餐车政策好，脱贫致富离不了。 要不是
政府帮忙操持的这辆流动餐车，我们家的生活真
是看不到希望了。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夹河
乡南丁桥村村民张秀花高兴地说。 这些年，张秀
花一边照顾生病的丈夫， 一边打零工和操持家
务，生活非常困难。

2018 年冬，张秀花报名参加了在乡里举办的
扶贫技能培训班，学成烹饪技能后领取了一辆免
费餐车，在乡卫生院门口卖早餐，月收入 3000 元
左右，实现了全家稳定脱贫。

两个家庭命运改变的背后，映衬着同一曲脱
贫攻坚的时代赞歌。

靠稳定的收入， 李国旗和张秀花已脱贫摘
帽。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不摘”政策，让他们服下定
心丸，逐步在巩固基础上提高、在扎实提高中巩
固。

秉承着“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工作思
路，我市注重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和脱
贫致富造血功能，促进就业创业脱贫。 同时，通过
支持返乡下乡创业培育更多的企业和新型经营

主体，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近就地就业岗位。 今
年以来，全市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8000 人，全
市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达 7.62 万人，创办市场经营
主体 7.3 万个，带动就业 25.3 万人，其中贫困劳
动力就业 1.31 万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李国旗不满足于目前的技术，近日来濮阳学

习美发技能提升技术及推拿技术。 从乡村走到城
里，再从城里走回乡村；从理发店走到学校，再从
学校走回理发店。 不停地行走在前行的路上，就
像他们的日子，从清贫走向殷实，又即将走向富
裕……

近 年 来 ，
市人社局深入

贯 彻 落 实 以

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 ，严
格按照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

略 ， 始终把扶
贫工作列为全

局重大政治任

务和重点民生

工程 ， 围绕就
业扶贫 、 社保
扶贫 、 定点扶
贫 等 重 点 领

域 ，凝心聚力 ，
强化领导 ，完
善措施 ， 全力
推进 ， 人社扶
贫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一是加强

组织领导 ，将
扶贫工作列为

全 局 首 要 工

作 。 调整充实
脱贫攻坚工作

领导小组 ，实
行局领导分包

县 （区 ）制度 ，
全 市 建 立 了

市 、县 、乡 、村
人社扶贫四级

责任体系 ，定
向指导督导县

（区 ） 扶贫工
作 ； 全市统一
模式制订完善

就业 、培训 、社
保扶贫业务台

账 ， 进一步明
确目标任务 ，
压实责任 ，落
实措施 ， 统筹
推进。

二是以就

业为抓手 ，全
面拓宽贫困户

就业渠道 。 印
制发放 《支持
返乡创业政策

措施》宣传页 6
万份 、 就业扶
贫政策宣传页

（册）9 万份、综
合扶贫政策宣

传页 23 万份 ，
开办 “农民讲

习所”，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平台等提升政策
知晓率；建立健全劳务协作机制，组织“春风行动”“就业
扶贫招聘会”“返乡创业招聘会”等专场招聘会等。

三是强化技能扶贫，促进创业扶贫。 加强校企合作
和岗前培训 ，广泛开展引导性培训 、技能培训 、创业培
训，打造濮阳培训品牌；组织“送培训下乡”活动，在滩区
迁建安置点设立培训学校；通过支持返乡下乡创业培育
更多的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近就
地就业岗位。

四是夯实社保扶贫，做到应保尽保、应发尽发。 应用
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系统自动代缴模块，协调县
（区）政府为困难群众代缴养老保险费，确保应保尽保，
不漏一人；对已达到待遇领取年龄，但因经济原因不能
按时缴费、造成不能领取待遇的困难群众，免除个人缴
费直接发放养老待遇，确保应发尽发。

五是推动人才扶贫，壮大基层扶贫队伍。 增加“三支
一扶”招募名额，重点向贫困县倾斜；助推乡村振兴，对
全市的村支书、村主任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深化专家
人才精准扶贫行动，推动市县两级就业创业、农业科技
等专家人才服务团定期深入基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将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 守初
心，用“精准”科学指导工作，担使命，为群众筑牢民生之
基，用实际行动助力我市圆满打赢脱贫攻坚战！

抓
创
业
促
就
业

强
社
保
惠
群
众

以
强
有
力
的
民
生
保
障
助
推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濮

阳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党

组

书

记

、
局

长

李

剑

飞

濮阳县海通乡东森扶贫产业园。

台前县侯庙镇许集村迪兰运动用品公司高尔夫球杆套

加工车间。 ��僧少琴 摄

濮阳县胡状镇天耕农业食用菌基地。 僧少琴 摄

范县颜村铺乡佑林有机葡萄园区。 僧少琴 摄

月嫂技能培训。

美容美发技能培训。

烹饪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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