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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
基层供销社进驻主城“圈粉”

在江北区华怡路上有一家生鲜超市，白菜水
灵，萝卜白净，菜品新鲜丰富，很受欢迎。这是永川
区红炉镇供销社进驻重庆中心城区，以生鲜超市模
式经营的门店。

“前段时间销路不畅，眼看着菜就要烂在地里，
愁得很。现在好了，供销社帮忙推销蔬菜，卖菜不
再难！”种植大户钟伟说道。在永川区供销社的统
一调度下，红炉镇供销社上联种植户，下联消费者，
让当地的新鲜蔬菜以最快速度“走”进主城菜篮
子。他们通过工作群，及时精准收集各镇街滞销蔬
菜品种、数量、价格和分布等基本信息和图片资料，
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永川区供销社积极发挥流通主渠道作用，主动
融入重庆全市“菜篮子”工程大局，打通蔬菜供应
链，联系客商组织大宗蔬菜外销，帮助永川区23个
镇街农产品销往主城，平均每天往主城提供10余吨
蔬菜，为主城市民提供更多的优质生鲜产品。

永川融媒体中心 凌泽恩 涂燕

江津：
建零工市场缓解就业招工难

“我会开叉车，现在待业在家，有合适的岗位推
荐吗？”日前，在位于江津区白沙镇麻柳湾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的白沙镇零工市场，不少人在咨询就业政
策和岗位信息。

为缓解就业、招工等难题，白沙镇“化零为
整”打造零工市场，以政府平台为媒介，整合本镇
零散的用工信息和求职信息，把就业服务窗口打
造成集岗位推送、岗位介绍、登记就业于一体的
基层前沿阵地。同时，开通热线电话与QQ群，实
时同步更新招聘信息，为辖区居民搭建方便、快
捷的就业通道，让群众“求职有门、就业有路”，实
现家门口就业。

此外，零工市场充分发挥信息库优势，精准对
接劳动者和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开展技能提升及就
业创业培训，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困难群体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自11月16日运行以来，白沙镇零工市场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收集、推送用工信息100余条，为
5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咨询，348名求职者完成求
职登记。

江津融媒体中心 何雨

南川：
综合防贫保险为村民减损

近日，南川区南城街道半溪河村村民陈某收到
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款。陈某的房屋不久前失火，幸
运的是，当地为农村低收入人口购买了“综合防贫
保险”，他获得了相应的赔付款，减轻了损失。

今年，南川区把为农村低收入人口购买“综合
防贫保险”纳入民生实事之一，投入120多万元实施

“综合防贫保险”，重点加强医疗补助、意外身故或
残疾、房屋损失、升学补助、特殊疾病救治等5类保
障，探索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据介绍，“综合防贫保险”与往年的“防贫保险”
相比有三大变化，一是疾病理赔门槛由自费5万元
降至2万元；二是意外身故，由原来的统一理赔变为
分段理赔；三是增加了升学补助金，被保险人参加
高考，考取全日制本科的当年给付一次性补助金
3000元。截至目前，该区“综合防贫保险”共计赔付
81.5万元。

南川融媒体中心 黎明

綦江花坝村：
冬草莓上市50元一斤

近日，綦江区花坝村草莓园的草莓“抢鲜”上
市。

花坝村草莓园的品种包括巧克力、粉玉等，采
摘期可以持续到明年四五月，近期现场采摘价为50
元一斤，团购更优。

联系人：犹老师；电话：17725120930
綦江融媒体中心 张静

荣昌沙坝子村：
花菜批发价0.9元一斤

荣昌区荣隆镇沙坝子村的800多亩花菜陆续
成熟，批发价格为0.9元一斤。

据介绍，当地种植的花菜，外型青梗白面，口
感好，吃起来有一股清香味道。目前每天有2万
斤花菜上市，近期将迎来花菜的大量上市季，每
天可上市10万斤，欢迎各大超市采购。

联系人：张科；电话：13883417477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学一技之长 建两本台账

让返乡农民工尽快上岗

□本报记者 苏畅

俗话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对
于打工者而言，如何让手中的“饭碗”端得
更稳，确保不返贫，掌握一项就业技能无疑
是最好的选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脱贫攻坚时
期，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是就业，
让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底气越来越足，
幸福感越来越强。

开州区高桥镇大坪村的李发林，获得

过中式烹饪专业组一等奖，正是有一手好
厨艺，深圳的餐厅高薪聘请了他，而他在返
乡之后也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
作。

过硬的就业技能是就业择业的“入场
券”“敲门砖”，当因外界不确定因素失业
时，这种技能就是一份让人安心的“失业保
险”，帮助务工人员及时找到一份新的工
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项过硬的
技能，就是稳当的“铁饭碗”。目前，重庆正
不断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例如巫山县

组织脱贫人口到万州免费培训“中式烹调
师”和“烤鱼制作”，永川区在对脱贫人口进
行免费培训时，每天还为他们发放100 元
的生活补贴。

在当下的农村，不断催生出农业经理
人、研学旅行指导师、民宿管家、无人机飞
手等众多新兴职业，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
和机会。

不少外出务工人员有更丰富的阅历
和见识，面对这些新兴职业，快速掌握它
们的特点和岗位要求，就能先人一步谋得
岗位。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返乡人员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只有那些有
一技之长、敢闯敢干的人，才能真正占据

“C”位。

一技傍身“饭碗”端得更稳

【记者手记】

10月27日，巴南区东温泉镇黄金林村的
菊花进入了盛花期，务工人员正抢抓时节采
收菊花。

通讯员 李攀 彭怡 摄/视觉重庆

▲巫山县三溪乡田家村柑橘园招收当地农民务工，图为11月
24日工人在采摘脐橙。

通讯员 王忠虎 鲁作炳 摄/视觉重庆

▲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渝北区人力
社保局开办各类免费技能培训班。图为学员们正在老师
指导下学习制作重庆小吃。(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10月27日，女工在黔江区黄溪镇亲亲制鞋厂缝制
鞋帮。该鞋厂招收的50多名村民全部通过技能培训，加
工的鞋产品均为海外订单。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苏畅

老实说，年近花甲的白巨明内心是想留
在城里再找几年钱的，但现实是，他几个月
前踏上了返乡之路。

白巨明是垫江县白家镇静峰村的脱贫
户，在重庆主城区做木工一个月可以挣到近
4000元。受疫情影响，他的活路越来越少，
有几个月还打了“白板”。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市有700多
万农民工，收入构成中，70%以上为务工收
入。有一份稳定的打工收入，是农民工增收
的重要渠道。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必须守牢的底
线。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我国多地点状发
生，对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影响。

白巨明们返乡之后，如何更好更快找到
工作？

难找合适岗位 收入受到影响
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

白巨明是静峰村有名的木匠，过去乡亲
们的家具，大多都出自他的手艺。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更愿意在
家具店购买成品家具，白巨明的活路越来越
少。几年前他来到重庆主城区，在建筑工地

上做木工。
“做木工收入还算不错，一年下来能挣

近5万元。”白巨明说，上了岁数，工地的劳
动强度大，身体有点吃不消，但只要有活，他
第一时间就去接。

去年，老伴儿在务农时摔断髋关节，手
术后只能做简单的家务活。今年初，30岁的
儿子突发脑梗住院。为给妻儿治病，家中的
大部分积蓄已用光。作为家里惟一的劳动
力，重担全压在他的肩上。

白巨明觉得手中的木工箱沉甸甸的，有
活干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由于疫情反复，白巨明所在的工地今年
已数次停工，他接到的活明显少了。“收入连
原先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停工时打白板、吃
老本。”白巨明叹气。

为了多挣些钱，白巨明也尝试“兼职”，
却屡屡碰壁。他坦言，自己只会木工，加上
岁数大了，找个合适的工作不容易。

开州区高桥镇大坪村的脱贫户李发林
今年9月也回到了家乡。

今年21岁的李发林，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二级伤残。他参加了当地的就业培
训，学习烹饪技术，并考取了厨师资格证。
今年上半年他在深圳当厨师，月工资一度
涨到7000多元，每月能往家里寄1000块
钱。

可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7月份开
始，餐馆生意逐渐冷清，李发林的工作量随
之减少，工资也大幅下滑，难以维持生计，他
只得回到开州老家。

来自市乡村振兴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有
不少农民工因疫情提前返乡，其中4000余
名是脱贫人口。

防止返贫监测 了解用工需求
“两本台账”帮助返乡人员重新上岗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可能
返贫。

白巨明、李发林等人的就业、收入等压
力，通过层层传导，在区县乡村振兴局汇总，
尤其是集中到了就业培训科。

开州区乡村振兴局就业培训科科长许
波一天要接很多电话，有园区的，有乡镇的，
有返乡务工人员的。

10月中下旬的一天，高桥镇经发办负责
人王家富的电话来了：“许科长，我这里有个

叫李发林的年轻人回来了，学过烹饪，当过
厨师，麻烦你帮忙留意一下。”

许波解释，如果是愿意长期留在家乡
的，推荐到园区合适的岗位上岗，愿意在村
里发展产业的，可以提供一定的产业发展资
金，暂时想在家过个渡的，就安排临时性的
公益性岗位。

在得知李发林想留在家乡发展后，许波
马上给长江烹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张玲打
电话，询问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推荐给李发
林。

“有的，我们这儿正缺厨师。”张玲说，学
校位于开州区重庆长江职校农民工返乡创
业园，园区内共有50余家企业入驻，餐厅不
愁客源，厨师比较紧俏。

牵线搭桥之后，李发林一个星期后就上
了岗，每月有5000多元工资。

开州区以村为单位，开展了防止返贫
监测，建立了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务工人
员台账，持续收集他们的就业状况、收入
变化等信息，了解返乡人员的数量以及有
无就业意愿或发展产业的需求等具体情
况。

同时，区乡村振兴局还紧密对接各产业
园区，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以及岗位安排等
具体情况，建立了用工需求台账。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本台账”，李发林才
能很快找到工作，有了收入。

在垫江县白家镇静峰村，白巨明返乡后
不久，帮扶干部郭素兰便来走访了解情况，
之后他被安排到村里的临时性公益性岗位，
同时他还在附近果园打工，算起来一个月能
有2000多元的收入。

事实上，白、李二人之所以这么快就能
得到帮扶安排，仍然得益于严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这条根本性底线。

目前，我市已探索建立“点上重点监测、
线上专题监测、片上四级监测、面上大数据
监测”立体防贫返贫监测体系，对存在返贫
风险以及返乡的脱贫人口等进行精准高效
监测。

同时，今年重庆还出台了《重庆市坚决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具体措施》《促进脱贫人
口稳岗就业十三条政策措施》等措施，帮助
返乡人员尽快找到工作。

动态发现、预警监测、上门核实、按需帮
扶，正是这一系列精准帮扶措施，存在返贫
风险群众的工作有了着落。

缺乏谋生技能 缺少创业资金
还需要多种帮扶措施跟进

“没想到返乡后还能继续干上老本
行。”李发林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虽然工
资比在深圳少了 2000 元，但算上生活成
本，两者之间相差并不大，工作离家近还能
照顾到家人。

他的老乡——开州区麻柳乡兴宋村的
脱贫户徐建平，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徐建平原本在广州的工地上做小工，
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一个月也能挣5000多
元。返乡后，他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一直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安排到就近的公益
性岗位做扶贫资产管理员。收入骤降，
家里有两个孩子，徐建平的生活捉襟见
肘。

早就听说周边的村民靠种植中药材脱
贫致富，徐建平也想发展中药材产业，但一
打听，光是启动资金他都筹措不到，只得作
罢。

白巨明有着同样的感受。虽然目前的
收入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但4个月后，
他的这份临时公益性岗位的工作就到期了，
收入又会减少一部分。

劳动力个体本身有差异，但总体而
言，没有受过专业技能培训、身无长技的
人不容易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像徐建
平这一类想选择发展产业另谋出路的人
员，也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只能望而止
步。

而一系列产业帮扶政策的实施，让徐建
平们看到了希望。

农行重庆市分行与市乡村振兴局发放
“富民贷”小额信贷产品，已在城口、巫溪、
酉阳、彭水、秀山5个区县实施，用于支持
农户特别是脱贫人口发展产业。下一步
步，“富民贷”产品还将推广到全市其它脱
贫区县，帮助更多农户解决产业发展的资
金难题。

市乡村振兴局人力资源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于那些缺乏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
工，我市还将进一步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
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产业园区、帮扶车间
的支持力度以及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力度，
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
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