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行动】“师傅带徒”注入新活力

【职业故事】 曾经习惯打牌 如今她成“金牌月嫂”

【政策解读】 加强劳务品牌建设“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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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凌显富） 9 月 12
日，炎陵县水口镇协成村波仕咔家
庭农场，连片的中秋酥脆枣排列整
齐，树上垂挂的枣子、色泽诱人，摘
下一颗、满口香甜。

中秋酥脆枣属枣类新品，因果
实成熟在中秋节前后，故称“中秋酥
脆枣”。2015 年，农场负责人孟桥英
引进种植了 60余亩中秋酥脆枣。刚
开始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种植技
术不娴熟，种出来的酥脆枣不但果
品差，而且口感涩。

困境没有难住这个女汉子。近年
来，她通过精心管理，加上政府各项
扶持政策和有力的技术支撑，攻克了
种植技术的难关，酥脆枣产量年年递

增，今年产量就达到了2万余斤。
“嘎嘎嘎”，枣树下突然来了一群

特别可爱的鸡鸭鹅。“它们可是我们
请的‘除虫大军’。”孟桥英笑着说，农
场一直倡导绿色环保理念，这些鸡鸭
鹅可以除虫，其粪便还可作为有机肥
料，其种出来的枣子又甜又脆。

如今，中秋酥脆枣进入丰收期，
孟桥英每天都请了 10多个工人来帮
忙干农活。“在这里打工每天可以挣
到 100 元工钱，还可就近照顾家人，
日子过得跟这脆枣一样甜。”正在采
摘酥脆枣的郭大姐笑得咧开了嘴。

谈起未来规划，孟桥英想以这些
特色水果为依托，将农场打造成以生
态果园、观光农业、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农庄，带动更多老乡一起致富。

我国素来有“师傅带徒”的习俗，而
今这一古老的沿袭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2 年多前，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的肖玉龙成为了一名企业新型学
徒。既在岗又在校，企业学校双导师，1年
多紧凑的培训经历，改变了他的职业轨
迹。

在 1 年多培训期，肖玉龙周末就到
国际电气培训中心集中听课学习，除日
常事务之外，工作日则更多到生产一线
了解产品和工序流程，和师傅在生产线
上讨论维修问题。

“这些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被选入‘订
单班’进行培养，对他们都是采用‘招工
招生一体、入企入校同时、企业学校联
合、师傅导师双制’的培养模式。”该院铁
道供电与电气学院院长杨旭清介绍，国
际电气培训中心是学院与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一流水准共同建设
的电气装配实训基地，引进了当今最为
先进的全真电气设备和国际一流的工
艺，所学知识为企业所需。

学徒提高了技能水平，企业提高了
经济效益，学校丰富了培训资源……杨

旭清坦言，企业新型学徒制实现了职工
个人、企业、学校的共赢。

“让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我市先行
一步，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就业黄埔军
校’。”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全市各级人社部门，立足我市现有特
色培训项目优势，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优
先让贫困劳动力按“单”点“菜”，完成各
类政策性补贴培训近 15万人次，打造一
批像“南洋面点师”“新希望焊工”“鹏程
月嫂”等叫得响的劳务品牌，让不少城乡
劳动者实现人生蜕变。

线上直播招聘会，攸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向求职者介绍岗位。通讯员 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谢升兰） “这次蓝
思科技湘潭园区计划招聘 500 多
人，您可以先填个初步求职意向书，
这个月就能安排面试……”日前，由
攸县人社局主办、攸州在线人才网
承办的 2021年高校毕业生专场线上
直播招聘会揭开帷幕，吸引了近 3
万人观看互动。

据悉，本次招聘活动持续 1 个
月，将举办 6场招聘会。其中蓝思科
技 1 场、攸县本土企业 5 场，县内近
50家本土企业可提供岗位近千个。

“我原来在外地做电焊工，有一
定的电焊技术和多年的操作经验。
在直播间了解有企业急需招聘电焊
工，待遇福利各方面我都挺满意的，
马上在直播间里投了简历。”曾是一
名产业工人的陈国昌告诉记者。

近几年，该县以“点亮万家灯
火”为就业帮扶主题，每年都深入大
型商场和部分乡镇举办现场招聘
会。今年受疫情影响，人社部门采取

“直播带岗”“直播推岗”“直播进厂”
等形式，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找
到“新饭碗”。

劳务品牌建设成果丰

一批“就业黄埔军校”
带动15万人奔向“牛日子”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马文章

近日，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
银行等 20个部门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
劳务品牌就业规模和产业容量，推动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近年来，我市完成各类政策性补贴培训近

15 万人次，成功培育出“南洋面点师”“新希望
焊工”“鹏程月嫂”等劳务品牌，充分发挥了劳
务品牌资源集聚优势，提升了职业技能培训质
量，带动更多城乡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就业。

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
点的劳务品牌，带动就业能力强，是推动
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意见》要求，加快劳务品牌发展提
升。各级人社部门要通过开展劳务品牌
技能培训、培养劳务品牌技能带头人、建
设劳务品牌专家工作室等方式提高劳务
品牌技能含量，健全长期稳定的劳务输

出渠道，扩大劳务品牌就业规模。
加速劳务品牌壮大升级。鼓励劳务

品牌从业人员创新创业，按规定落实场
地、房租等各项扶持政策，打造细分行业
专精特新劳务品牌，组建劳务品牌联盟，
推动劳务品牌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
打造劳务品牌特色产业园区。

我省也有配套方案。按照《湖南省特

色劳务品牌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安排，从
今年起，我省将依托地方特色产业、重点
行业，以龙头企业、职业培训机构、行业
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作为特色劳
务品牌建设单位，用 3 年时间分批培育
建设 50 个左右特色劳务品牌，打造 100
个左右特色职业培训协同项目，力争带
动 50万名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

身穿紫色连衣裙、脸上化着淡妆、脚
穿凉皮鞋……如今，渌口区南洲镇许家
湾村的村民陈南华慢慢学着打扮自己。
她自信地说，今年一直没闲着，刚刚接了
一个客户，月薪达到 7000元。

过去，陈南华跟大多数村里的妇女
一样，由于丈夫和子女在外地打拼，自己
在家务农带小孩。农闲时，她喜欢和姐妹
们串门打牌，久而久之懒散惯了。

“可不能这样混日子呀，城里有培训
学校教育婴师，只要好学肯干，不愁没事

干！”当地农村经纪人在走村入户时，给
陈南华带来了好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南华报名了
鹏程家政月嫂培训班。培训课上，她和其
他姐妹一起，从坐姿、站姿等礼仪细节学
起，追着老师请教问题，后来又自费报名
参加高级育婴师培训，如愿考取了国家
认可的资质证书。

当月嫂 7年，从守护 60多个新生儿，
到陪伴 80 后、90 后初为父母，陈南华一
直在学习，不断提升新生儿护理技能。如

今，陈南华凭着手头这个“硬本本”，成了
市场争相聘用的“金牌月嫂”，收入也水
涨船高。

渌口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鹏
程月嫂”是本土家政品牌的一块金字招
牌，推荐就业成功率在 85%以上。近年
来，该区加强与培训机构的合作，免费为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两后
生”组织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并对参加
技能培训的人按照实际参加培训天数给
予一定的生活费补助。

劳 务 品 牌
有 没 有 、硬 不
硬，考验人社部
门 提 供 精 准 就
业服务的能力。

好 的 劳 务
品 牌 就 是 就 业

“金名片”。这些
成 熟 的 劳 务 品
牌 为 人 资 市 场
源 源 不 断 地 提
供新鲜血液，不
仅 可 以 改 善 求
职 者 信 息 不 对
称的状况，而且
能 降 低 用 人 单
位 的 劳 务 搜 寻
成本。

像 渌 口 区
以 打 造“ 鹏 程
月嫂”特色劳务
品牌为抓手，进
一 步 加 大 扶 持
力度，传统劳务
品牌得以巩固提升，引领
和 带 动 了 农 村 劳 动 力 有
序转移就业，也助力了乡
村振兴。

当前，劳务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各地人社部门
应该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
变化，不断提升劳务品牌
的内在价值，着力提高劳
动力技能素质，为劳务品
牌保驾护航，让越来越多
劳务品牌能持续叫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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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直播抢红包！
千余工作岗位等你挑

攸县：

中秋脆枣熟了
老乡日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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