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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兴则产业兴，产业
兴则就业稳。

今年 7 月 13 日—15
日，山东高层次专家助力重
庆黔江乡村振兴服务活动
在黔江举行。

活动中，来自山东农业
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省
科学院、省农学院等单位的
15名高层次专家通过实地
调研走访、座谈、专题讲座
等形式为黔江区企事业单
位“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我们把乡村人才开发
工作与就业工作联动起来，
发挥高层次人才助力乡村
振兴、服务基层发展的引领
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乡村发
展活力，创造更多‘田间地
头’的就业岗位，拓展农民
的增收渠道。”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我市加大高层次
人才服务力度，通过畅通人
才通道、树立人才典型和培
育人才队伍，建立专家服务
基地和服务团队，开展专家
服务下基层活动，助力当地
产业发展。去年以来，创建
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5个，
设立市级专家服务基地16
个，组建专家服务团队101
个，选派699名专家，定点、
定人、定期到全市35个区（县）服务。

同时，加大本地人才支持力度。去年
以来，招募1000余名“三支一扶”大学生
到基层工作，招聘近2800名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事业单位就业，对艰苦边远地区、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招募（招聘）名额
予以倾斜，招募（招聘）条件适当放宽。

在加大乡村人才后勤保障力度方
面，我市推进基层事业单位建立等级晋
升制度，加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
作，完善落实乡镇工作补贴、高定工资等
政策，引导各类人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区县和乡镇流动。

“我们计划到2025年，全市脱贫人
口就业形势总体平稳，规模保持在76万
人以上。国家重点帮扶县就业帮扶基地
和市级重点帮扶乡镇就业帮扶车间实现
全覆盖。”该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
市人力社保局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
相关工作要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上下更大功夫，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对脱贫区县、乡镇和脱贫人口扶
上马送一程，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确
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同时，聚焦重点
帮扶区县和乡镇实际需求，实施就业创
业增收行动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坚持
外出就业和就近就业两大方向，精准摸
清需求，建立“一人一档”，创建就创基
地，打造劳务品牌，开展特色培训和新职
业培训，帮助更多包括脱贫人口在内的
农民朋友找到“饭碗”、端稳“饭碗”，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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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成为重庆人社部门思考
探索、创新实践的一项重大
“命题”。

据了解，今年以来，重庆
人力社保系统充分发挥职能
优势，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
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不变，
强化就业帮扶、强化职业技
能提升，坚决守住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底线，助力
我市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脱贫人口就业达到 76.9 万
人，超过去年底就业规模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和8个市级重点帮扶区
县脱贫人口就业规模全部超
过去年。

铜梁区石鱼镇长乐村就业帮扶车间里一片
忙碌，20多位村民熟练地加工着机械产品。

这个就业帮扶车间是长乐村里利用闲置房
屋建起来的，今年5月31日正式开工，在进入车
间上班的30多名农民工中，有七八位是脱贫
户、低保户和残疾人。

“车间开工两个多月来，他们绝大多数成为
了熟练工。”长乐村村支书熊达友说，村民们每
天都能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产品的合
格率达到98%以上，也保证了他们每月有2000
元-3000元的收入。

印向珍是首批进入车间的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工作，不仅能照顾家里的老小，每个月还有
两三千元现金装进荷包，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印向珍笑着说，不仅如此，村里还从集体收入中
拿出部分来奖励先进，大大激发了村民的生产
积极性。

据了解，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市着
力拓宽就近就业渠道，发展就业帮扶车间等就
业载体，鼓励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多渠道灵活就
业，促进脱贫人口就近务工增收。

“比如，就业帮扶车间，我们在延续奖补政
策支持基础上，创新开展车间产品展销会、网络
直播带货、企业采购牵线等活动，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支持车间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市人
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共建成就
业帮扶车间473个，吸纳就业9986人，其中脱
贫人口4121人。

“全靠鲁渝劳务扶贫协作，我现在工作收入
不错，觉得日子特别有奔头。”酉阳县龙潭镇丹
泉村村民冉俊松说。冉俊松家曾是建卡贫困
户，他一直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春节前后，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向冉俊
松宣传了鲁渝劳务扶贫协作优惠政策，他立马
通过鲁渝劳务协作招聘专区，在山东省东营市
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我现在主要在山东从事养殖、蔬菜加工等
工作，月薪有5000多元！”冉俊松笑着说，他一
定努力干，争取获得加薪机会。

冉俊松只是通过鲁渝劳务扶贫协作到山东
就业的脱贫人口之一。据了解，为着力深化鲁

渝劳务协作，今年，我市会同山东省人社厅制定
《鲁渝劳务协作“十四五”规划》，健全对接机制，
畅通就业信息，拓展劳务协作领域。

具体来讲，通过做实鼓励创业带动、开展技
能培训、深化技工教育合作、推动人才交流4项
举措，实施鲁渝“春风送岗”招聘对接计划、“点对
点”有组织输出计划、劳务品牌培育计划、创业引
领计划、农村劳动力技能提升计划等项目，拓展
劳务协作领域，不断升级鲁渝劳务协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山东帮扶我市农村劳动
力就业3501人，已超过今年全年目标任务，其
中，帮扶脱贫人口就业1820人，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120%。

就近就地——“就业帮扶车间”
让脱贫人员“家门口”就业

提质增效——鲁渝劳务协作
帮扶我市1820人脱贫人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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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把工厂开到乡村，农民变工人

应训尽训——技能培训激发
就业新动力

38岁的肖仁安是城口县蓼子乡长湾村村
民，家中两个女儿年幼，父母年事已高，家里
经济全靠肖仁安一个人支撑。

“我没得啥文化，就做些下苦力的事，收
入也不高。”肖仁安说，几年前，他一直在外地

务工，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难以维持
家里5口人的生活。

2017年，肖仁安从外地回家后了解到政
府的相关培训政策，参加了城口县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主办的初级焊工技能培训班，并圆

满完成了培训学习任务，鉴定成绩全班排名
第三。

一技傍身，不怕工作难找！没多久，肖仁
安就在城口县高燕乡修建高速公路的工地上
找到了一份焊工工作，每月工资超过5000元。

去年底，肖仁安又参加了城口县人社部
门组织的中级焊工培训，顺利拿到了中级焊
工证书。“我现在工资涨到每月7000元左右
了！”肖仁安笑着说，感谢政府，让他通过技能
培训脱了贫，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现在一家人
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为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的劳动技能和
就业能力，让他们真正掌握一技之长，我市实
施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力落实好培训和
生活费补贴。”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我市将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培训
作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重要内容，继续推
进农民工稳就业培训计划，加大脱贫人口培
训力度，开展质量年活动，进一步增强职业技
能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据统计，上半年，我市新开发特色职业
（工种）32个，培训在岗农民工4.1万人次、农
村转移劳动者8.5万人次。

同时，我市启动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
升工程，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建设职业
培训机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
作室，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工匠。扩大
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去年已招生3.2万余人。

此外，为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带动作
用，我市组织参加全国乡村振兴技能大赛。

“我们共有432名选手参加决赛，以此带动更
多青年劳动力技能成才、技能就业、技能增
收，打造一批靠技能就业、靠就业致富的先进
典型，激发劳动致富内生动力。”该负责人说。

巩固脱贫成果 端稳就业饭碗重庆人社
为脱贫人口托起稳稳的幸福

璧山区组织重点群体开展特色职业（工种）培训

2021年“春风行动”招聘会，将就业岗位送到群众身边

秀山县依托当地特色手工艺促进村民就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