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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贫困户送钱送物，不如帮助
其实现稳定就业。我市从开发就业
岗位、提升培训技能、加强创业扶持
等各个方面打出“组合拳”，让贫困
群众自力更生摆脱贫困。

要 想 让 贫 困 劳 动 力 端 稳“ 饭
碗”，那就必须让他们拿到过硬的

“敲门砖”，这个“敲门砖”就是掌握
一门好手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贫
困户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不等不
靠，赚来票子，更赢得自尊。

不求规模多大、不求装修豪华，
小小“扶贫车间”，却能带动上百个
贫困户就近就业。“扶贫车间”翻开

了精准扶贫新的一页，为贫困群众
“量身定制”了增收的新方法，激发
起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活力，是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良
策。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扶贫车
间走进村头，让更多农村群众尝到
甜头。

就业扶贫如何才能精准？榜样
的力量不能忽视。俗话说得好：“帮
困不帮懒，救急不救穷。”只有让贫
困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榜样，
从内心发出“我要脱贫致富”的强烈
动力，我们才能尽快“啃”下脱贫攻
坚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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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耪田种地，农闲时则拿
起绣花针刺绣。伴随“哒哒哒”的声
音，在茶陵县经济开发区服装裁剪
扶贫车间里，贫困户姜春华巧手翻
飞，裁剪、缝纫、熨烫，做起来得心
应手。

姜春华的丈夫多年前远走他乡
打拼，2个小孩又在读书，她心里一
直纠结：“照看孩子，就没了收入；出
去打工挣钱，孩子又没人管。”前几
年，为了送孩子上学，她不得不在县
城租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今年，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姜
春华经当地人社部门推介，到车间
谋了一份活儿。“公司刚刚接了一批
订单，还分给了村里其他的姐妹们
绣，每人每年至少有 3 万元左右的
收入。”正在食堂就餐的姜春华，看
到手机中到账的工资条，笑容随即
绽放。

“这样好的车间上哪找！”电话
那端，虎踞镇五峰村的贫困户田保
春笑声朗朗。由于疫情影响，他不得
不留在家中，一时间心急火燎。

“保留岗位，社会保险正常缴
纳。”田保春告诉记者，为了让工人
安心在家照看孩子，车间特地出台
了帮扶措施，100多名工人的“饭碗”

得以保留。
“厂里有订单，员工有活干，冲

刺业绩有信心。”东莞互利时尚供应
链管理公司彭经理介绍，公司主要
从事服装加工、生产、销售，产品主
要销往湖南、浙江、欧美、东南亚等
国内外地区。前期在茶陵县各乡镇
（街道）、村（社区）进行深入宣传和
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在思聪街道下
清村、严塘镇爱里村、虎踞镇五峰村
等 26个行政村建设第一批“服装裁
剪”扶贫车间。

“未来还会把车间做大做强，每
个村吸纳不少于 5名贫困人员进入
扶贫车间务工。”彭经理介绍，公司
对新进人员采取理论与实际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系统化培训，让乡
亲们尽快上手，不用出远门打工。

据悉，该公司已与市政府签订
“服装裁剪”扶贫车间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计划在全市 160 个贫困劳动
力较多的村建设扶贫车间，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业，预计新增就业岗位
3200余个。

【画外音】截至目前，全市建成
就业扶贫车间 40 家、就业扶贫基地
33 家，吸纳 1705 名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

7月 6日，云龙区职教城一间不
起眼的盲人按摩小店里，郭旺在招
呼送走客人后，双脚贴住地面一步
步往前挪，缓慢挪到店门口的小板
凳边倚靠着坐了下来，阳光照在他
的脸上，温暖惬意。

“眼前只有滚滚的浓雾、一浪大
于一浪的浓雾，除了浓雾，还是浓
雾。”20 岁那年，郭旺患上了青光
眼，视力迅速下降，只能捕抓到微弱
的光线。

因为看不见东西，他四处“碰
壁”，连正常生活都成问题，更别提
能够独立工作了。一向阳光开朗的
郭旺变得易怒、发脾气，是亲朋好友
的忍耐和关爱，一点一点把他拽出
了痛苦和绝望的深渊。

“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可以
学门手艺，照样可以挣钱过日子。”
多年前，郭旺在市残联、市人社局工
作人员帮扶下，介绍到株洲黄程技
能培训学校参加培训，开始学习盲
人推拿。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学习一项
技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看不
见，学得慢，按摩时老师手把手地

教，记住穴位后我就和同学相互练
习。”郭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
上，每天一练就是 8个小时，手部关
节生出了厚厚的老茧。他相信，自己
的努力终有回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在朋
友的帮衬下，郭旺借了2万元，开了一
家盲人按摩店。每次按摩，他都与顾
客倾心交流，时刻关心着对方的疼痛
程度，调整自己的按摩手法。渐渐地，
他技术越来越精，顾客也越来越多。

命运在关闭一扇窗的时候，同
时会开启另一扇窗。如今，郭旺虽然
看不到顾客表情，但是他习惯把笑
容挂在脸上，迎接每一个进店的顾
客。靠着打磨出的按摩技艺，他一度
将 40 平米的小店做到年营业额 10
多万元，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我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的按摩
店扩大，再招几个盲人师傅，帮助他
们重拾生活信心。”郭旺嘴角上扬，
微笑着说。

【画外音】2019 年以来，全市完
成各类政策性补贴培训 5万余人，参
训城乡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显著提升。

前几天，陈坚整理好手里的一沓合同，长舒了一口气。
十几份合同不厚，但对应的每个岗位却给困难家庭救了急、
解了难。

陈坚是炎陵县就业局工作人员。近段时间，他与同事们
持续开展就业扶贫攻坚专项行动，深入乡村、挂牌督战解决
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炎陵县水口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郭建安，因年龄偏大，又
没有技术，属就业困难贫困劳动力。“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一直没法出门。挣不到钱，娃儿学费咋办？”郭建安心里
愁得很。

“能不能开发一些公益性岗位，给郭建安这样的贫困户
带来一些收入，缓解燃眉之急呢？”陈坚有了主意。

恰巧县里又下发了《炎陵县 2020年就业扶贫问题“清零
行动”工作方案》，明确多点开发公益性岗位，由各村和社区
推荐人选，再由镇上来审核。

“人选上向贫困户和就业困难家庭倾斜。”陈坚介绍说，
针对郭建安的实际情况，水口镇向县人社局申请增设村保
洁员岗位，老郭如愿被安排在家门口就业。

清扫路边垃圾、查看有无塌方……每天早上 6点多，郭
建安拿上扫帚，拖着拖车，步子不紧不慢，干得细致认真。

“感谢你们，把我安排在家门口工作，每个月还有 1400元补
助，现在我们家里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郭建安感动地说。

除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公益性岗位也成为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中的“好帮手”。“以前看见村内环境脏乱差，感觉
事不关己。但自从在公益性岗位工作，见到垃圾我不仅会及
时清理，还会引导乡亲们共同爱护村内环境。”保洁员肖智
清说。

“‘就业难顾家、顾家难就业’，曾是不少有外出务工想
法的农村劳动力的两难选择。”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公益性岗位的开发，极大调动了贫困群众
就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
贫的转变。

【画外音】截至目前，全市开发公益性岗位 3800 余个，全
部用于托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上班”这个词，曾经距离刘志国十分遥远。“家里贫困，
又没啥本事，想要找份工作实在是难。”今年 6月份，他通过
炎陵县沔渡镇长江村帮扶队队长张奕介绍岗位，现在已经
成为一家电子制造厂工人，日子逐渐有了奔头。

今年 47岁的刘志国，曾是村里有名的“懒汉”。他靠着自
家几亩薄田勉强度日，每天吃饭必须要有几碗酒下肚，经常
喝得醉醺醺的。由于好吃懒做，赵必成对种庄稼没了耐性，
一家日子越过越困难。去年，因无法忍受他“毫无志向”，妻
子外出打工离家而去。

“老刘，有什么心思跟我们说，孩子还小，不能被耽误
了！”张奕一有时间就会上门和刘志国聊天谈心。

“我都快 50岁的人了，上班还有人要吗？”刘志国将信将
疑。

“只能肯干，你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张奕开始留心打
听各类企业招聘信息，迅速在村里建立起 200人的微信群，
一有招工消息便在群里及时公布。

听闻镇上有家电子制造企业用工紧张，张奕赶紧告知
刘志国，并领着他去工厂参观。月薪 3500元、超额计件给提
成、还管食宿……看到公司招聘条件，刘志国成动了心，随
即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进厂上班后，他简直变了个人，做
起事来一个顶俩。”同村的工友赞叹说。

在张奕的办公桌上，一本沉甸甸的笔记本上，清晰地记
录着村里贫困户的大致情况。谁暂时未就业？谁家里有子女
要照料？在扶贫工作队队员心中都有本账。

“大部分贫困劳动力吃苦耐劳能力没得说，辛辛苦苦种
了地，因为信息闭塞，导致农产品脱销。”张奕根据一些农户
实际情况，针对性的组织开展抖音、快手实操电商培训，助
力他们在线上打开销路。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现在，张奕
与同事们对本村 51户贫困户“点对点”走访多轮，积极化解
贫困户疑惑，对回头看发现的问题整改清零。

【画外音】市人社部门集中开展“百人百企进百村”就业
扶贫攻坚行动，派出百余个招工小分队下沉到镇、村，将信
息送到劳动力家门口。截至目前，已在 5个县市区、76 个乡镇

（街道）举办招聘会，帮助 6953 名农村劳动力达成就业意向。

“堂客，你看，丝瓜苗结出了新
的丝瓜！”日前，醴陵市板杉镇擂鼓
桥村刘湾组，贫困户唐家敏在自家
蔬菜大棚里，细心查看着丝瓜藤上
的黄色花朵，惊喜地招呼肖霞过来
看看收成。

今年 43 岁的唐家敏，皮肤黝
黑，一双手布满老茧。出生一个普通
农户家的他，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两
个姐姐，因父母身体患有疾病，高昂
的医药费让这一家子生活过得挺困
苦。

唐家敏没有逃避，咬紧牙关挑
起家里的重担。2006年，他和 5个退
伍的战友信心满满地成立了种养农
民合作社，种植瓜果蔬菜，但由于缺
少技术和资金，合作社不久陷入了
困境，东拼西凑借来的 3 万元钱几
乎全部打水漂。

2008 年和 2010 年，女儿、儿子
相继出生、嗷嗷待哺。父母病重，孩
子年幼，家里一度穷到买油盐的钱
都没有，唐家敏只好再次向熟人开
口借钱。

转机发生在 2014 年。村上将他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还
帮他制定了医疗救助、教育扶贫、特
色产业发展等帮扶措施。

产业发展选什么项目？考虑到
资金有限，帮扶干部建议唐家敏还
是从投入小风险低成效快的瓜果种
植开始。没有技术，帮扶干部就帮其
联系镇农技站，还推荐他参加新型
职业农民技术培训班；没有资金，当
地政府就帮他落实了 5 万元“小额
扶贫信贷”。这些帮扶措施给唐家敏
打了一剂‘强心针’，坚定了他脱贫
致富的信心。

发展路子确定好后，唐家敏和
妻子肖霞没日没夜苦干，先后又发
展了优质葡萄种植、生猪养殖、黄栀
花种养等产业。经过了 2年打拼，在
2015 年底，全家收入达到 8 万元左
右，终于顺利脱贫。

日子好了以后，唐家敏也不忘
帮助本村的贫困户。

“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家这么多
关心和帮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
板杉人，又是一名党员，我一定尽心
尽力带领大家一起富。”从 2017 年
开始，唐家敏扩大了生产规模，合作
社采取以土地入股分红、吸纳贫困
户劳动力务工的形式，带领村上附
近的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

村民李若林就是唐家敏帮扶的
贫困户之一。2018年初，唐家敏主动
找李若林谈心，并邀请他到合作社
务工，偶尔做一些轻巧的农活，每年
为其增收几千元，帮助他于 2018 年
脱贫。

如今，每天天蒙蒙亮，唐家敏就
和妻子肖霞到田间忙碌，除草施肥
查看作物生长情况，傍晚时再把菜
送到菜市场。

“下一步，我还打算养龙虾和黄
花鱼。这几年内，要继续扩大生产规
模。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肯干，日
子会越来越有奔头。”唐家敏夫妇
对生活满满的希望从眉眼中溢了
出来。

【画外音】2019 年以来，我市为
2032 家创业载体新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3.47 亿元，带动就业 1.27 万人。对
符合条件的农村创业者给予最高 2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目前正在
开展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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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户而言，一份稳定的工作寄托着一家人
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景，是点亮未来的明灯。

然而，有的家庭，由于家庭变故、先天残疾、患有
重病、信息封闭等原因，贫穷就像一盘深扎进土壤的
老树根，仅靠他们自身的努力难以拔除。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人社部门、驻村帮扶干部与
社会力量，以决战之姿做好就业扶贫文章，帮扶由

“输血”变“造血”，让贫困户的就业路越走越稳。截至
目前，全市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6.85 万人，已就业人
数 5.54万人，零就业家庭保持 100%动态清零。

连日来，记者寻访倾听一个个就业脱贫故事，感
受脉脉温情涌动。

贫困户：
在扶贫车间拿“年薪”

“服装裁剪”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通讯员 供图

B 盲人朋友：
用心“拿捏”走上幸福路

C 公益性岗位：
让农民工变成“上班族”

D 驻村干部：
用心用情催“懒汉”上岗

E “领头雁”：
带领老乡一起富

记者手记

盲人朋友在参加推拿按摩培训班。马文章 摄 公益性岗位优先提供给贫困户。通讯员 供图 张奕在教老乡使用抖音平台。受访者 供图

唐家敏在大棚里查看农作物。通讯员 供图

就业扶贫 号角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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