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阳 培训技能人才 力促就业脱贫

把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员培训成技能型人
才，让贫困户通过就业实
现脱贫和稳定脱贫。云
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在脱贫攻坚中，发挥
出人社部门在人才和就
业上的优势，打了一场漂
亮仗。

截至今年11月20日
止，全县9万余名劳动年
龄段的贫困人员，已有
60222 人转移就业或自
主 创 业 ，同 期 增 加 了
3961人。

把贫困人员培训成技能型人才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云阳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脱贫攻坚中，县人社部门把帮扶贫困
人员就业，作为扶贫工作的重心。

把贫困人员培训成技能型人才，是
贫困人员就业的基础。云阳花大力气，
培训贫困人员的技能，做到了对有就业
意愿的贫困人员应培尽培。

云阳县高阳镇贫困人员葛永平，通
过人社部门举办的鲜面制作培训后，实
现了就业，其工资收入成为全家稳定脱
贫的主要收入来源。

云阳面闻名全国，是云阳人就业的
一大产业。2019年，云阳在新时空计算
机培训学校设立鲜面制作培训班，每月
一期，将800多名建卡贫困户人员培训
成了做鲜面的能手，并实现就业，使800
余名贫困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

2015年脱贫攻坚战刚打响，云阳县
就制定实施了“贫困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三年行动计划”，确保到2017年底，每一
名有培训意愿的贫困人员“应训尽训”，
实现有条件的贫困户“一户一人一技
能”全覆盖。

三年培训行动计划实施后，云阳把
贫困人员培训成技能型人才进入常态

化，对有培训意愿的贫困人员，保证其
免费培训。在今年，就已组织建卡贫困
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4998人次，为就
业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多渠道帮扶贫困人员就业创业

“在帮扶贫困人员就业中，我们从
多方面拓宽了就业渠道，确保有就业能
力和就业意愿的都实现就业。”云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2月28日，疫情刚稳定，云阳
人和街道千峰村建卡贫困人员项维进，
与58名建卡贫困户家庭子女一起，乘坐
免费飞机到山东威海市务工。

项维进的父亲残疾，母亲常年抱病，
妹妹还在上学，23岁的他承担起家庭重
担。他说：“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里，感
觉经济压力很大，早就想外出打工了。
现在人社部门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岗位，
还包吃包住包机票，保底工资有3500
元，这保证了我家的稳定脱贫。”

疫情期间，云阳县人社部门通过有
序组织，点对点输送了2670名贫困人员
外出务工就业。

在帮扶贫困人员就业中，云阳人社
部门多方组织，将一大批贫困人员输送
到市外和重庆主城区等就业。通过培
训技能后，一批贫困人员也跟随云阳在
全国各地创业的制面人员，扛起制面
机，外出创业。

开办扶贫车间，为贫困人员就近就
业搭建就业平台，这也是云阳人社扶贫
中的一大亮点。

云阳县江口镇向家坪社区2组的向
家坪益象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是云阳
人社部门扶持建起来的就业扶贫示范
车间。目前，这个扶贫车间不仅直接安
置了10名贫困人员就业，还通过车间带
动发展的豫薯种植基地、油茶种植基
地，让数十名贫困人员在基地里务工。

仅今年以来，云阳就新建就业扶贫
示范车间7个，吸纳了100余人就业。

开发公益性岗位，也为贫困人员就

业拓宽了渠道。近年来，云阳通过统筹
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了5345名市场化
渠道难以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就业。

同时，云阳通过加强东西部劳务协
作，拓宽贫困劳动力就业渠道。目前，
已组织73名贫困劳动力到山东威海就
业，利用山东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就
近就地安置贫困人员就业262人。

在帮助贫困人员创业中，云阳也通
过政策、资金、项目等的支持，帮助一批
有创业能力的贫困人员进行创业，仅为
贫困人员发放的扶持创业贷款就已达
1816万元。

大力扶助贫困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从云阳五一
技校毕业的建卡贫困户学生伍秀和付
小琼，在山东威海市万方外国语培训学
校参加国外用工客户的面试选拔培训
后，被外派到日本新泻县伏見蒲鉾株式
会社务工，每月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

杨书奎是云阳建卡贫困户家庭子
女，中职校毕业后，与38名贫困家庭职
校毕业生一起，到山东威海市通过见习
后，实现了就业。云阳和威海市人社部
门合作，不断地安置云阳籍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中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威海的
企业就业。

贫困大学生唐威本科毕业后，通过贫
困大学生就业专项计划公招考试录用到
桑坪小学，当上一名教师。至此，全家都
因此而有了稳定的收入，实现稳定脱贫。

“贫困家庭中的大中专毕业生，是
贫困户稳定脱贫的支撑。”云阳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因
此，县里从政策、岗位等多方面帮助他
们就业。

在政策扶持上，云阳每年从全县的
乡镇事业单位用编公招指标中，拿出不
低于10%的比例，定向招录贫困家庭高
校毕业生。2016年以来，共发布专项贫
困生岗位 226 个，实际招聘到岗 195
个。仅在今年，就招录了18名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就业；全县机关
事业单位聘用非在编人员，除有特殊要
求的技术工种外，优先聘用贫困家庭高
校毕业生；县属国有企业招录人员时，
每年拿出一定比例招录贫困家庭高校
毕业生，并组织各类企业每年提供约
500个岗位招聘未就业贫困家庭高校毕
业生。

为鼓励企业招收贫困家庭的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云阳还对经认定吸纳
登记失业贫困高校毕业生，签订 1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
业，给予一次性岗位补助；为鼓励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将贫困家
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额度提高至10万元，并由县财政全额
贴息。

在保障贫困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云
阳人社部门建立起应届贫困家庭高校
毕业生就业帮扶台账，实行“一人一策”
分类帮扶贫困毕业生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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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荣玩具厂扶贫车间

开展重庆小面特色工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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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辉煌““十三五十三五””渝跃新时代渝跃新时代
——建设体育强市，重庆在行动

回眸“十三五”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近日，随着最后一批健身器
材安装、调试到位，位于渝中区
的棉花街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正
式建设完成。该公园建设了多
功能广场、球类运动空间、器械
运动区等，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
了便捷的体育健身空间。

在主城，像这样重焕新生的
边角地还有很多。截至今年底，
全市将累计建成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92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城
市边角地蝶变成了山城新风景。

这样的焕新只是近年来重
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际，回望
五载，体育赋予了这座城市诸多
变化，全市体育事业也实现了量
的增长、质的提升。全民健身的
便捷多元、竞技赛场凝聚的高光
荣耀、产业发展带来的丰富体验
……都在持续提升着群众的幸
福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我的
生活。

全民健身蓬勃开展
老百姓收获满满幸福感

“我从2015年开始跑步，现在每
周都会坚持跑三四次。这5年最明显
的感受就是，重庆的体育赛事特别是
跑步活动越来越多，锻炼的氛围也越
来越好，健身已经成了许多人的日
常。”跑者卢为是今年重庆马拉松的
340官方领跑员，5年时间，他参与和
见证了重庆马拉松行业从初放到蓬勃
的全过程，自己也从一个跑步小白成
长为资深跑者。

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引领下，
近5年来，市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明
显改变。有了身边便捷的健身设施，
有了活跃城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有了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更多人
加入了健身行列，市民的健身意识也
随着“硬件”“软件”的提升而日益增
强。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全市平均
每年举办县级及以上全民健身赛事和
活动次数达2000余场（次）以上，建成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953个、社区健身
点 1400 个，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23575名，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人口

比例达47.65%，市民体质抽样合格率
达92.7%。

“我们持续加大全民健身公共设
施投入，就是为了让市民能就地就近
享受便捷的公共体育服务。”市体育局
局长丁洪表示，目前我市已超额完成

“十三五”末期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7平方米的目标任务，达到1.75平方
米。

竞技水平不断提升
重庆健儿交出亮眼成绩单

今年 11月，世界顶级花样滑冰
赛事——2020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
大奖赛再次在重庆华熙文体中心举
行，重庆花滑小将黄一航、陈昱东首
次亮相便夺得一银一铜，实现了重庆
冬季运动项目在国际大赛上零的突
破。

“中国杯连续两年落地山城，不
仅进一步点燃了市民参与冰雪运动
的激情，也提振了重庆发展冬季项目
的信心。”丁洪表示，为推动我市冬季
运动项目的普及与提高，今年我市成
立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多次组织

冰雪项目跨界跨项跨季选材，并首次
组队参加了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

“十三五”时期，永川国际女足锦
标赛、亚洲田径大奖赛、“一带一路”田
径邀请赛等众多高水平竞技赛事也纷
纷落地重庆，周期内累计举办世界级
赛事17场、洲际性赛事4场、国家性
大型赛事67场。此外，我市健儿参加
国际性赛事获得奖牌126枚（含金牌
87枚）、全国性赛事获得奖牌694枚
（含金牌221枚）。

多措并举
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9月10日下午6时，重庆八中渝
北校区足球场见证了一段历史：随着
2008年龄段梯队成员正式入读该校
初中部，中国足协青训中心（重庆）精
英梯队正式成立。由葡萄牙本菲卡俱
乐部的专职外教费尔南多带领专业教
练团队入驻该校，负责精英梯队的训
练和管理。明年，10余名男子2008
年龄段的梯队队员也将在小学毕业后
入读重庆八中。

与市内名校长期合作共建足球青

训梯队，是2018年初重庆成为全国首
批（15个）中国足协青训中心后，我市
在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和培养
模式上的有益探索。目前，全市已经
组建了从U7-U13的各年龄段梯队，
常年在训人数达500余人。

丁洪表示，近年来，我市通过广泛
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加强全市
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持续完善后备
人才培养体系等举措，不断强化后备
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8个、市级体校6所、区
县业余体校40所，全市体育后备人才
数量超过2.7万人。一批优秀青年后
备军在大赛的磨砺下脱颖而出，在全
国第二届青少年运会上，重庆代表团
斩获了15枚金牌、23枚银牌、37枚铜
牌。

政策资金扶持
体育产业跑出“加速度”

“十三五”时期，重庆研究出台
了一系列体育产业扶持政策，设立
了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强化金

融支撑，发挥融合功能，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了“加速
度”。

据初步统计，2019年全市体育产
业总规模达到504.72亿元，增加值为
213.55亿元。截至目前，市体育局共
对36个体育产业项目给予590万元
资金扶持，并与重庆银行等8家银行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向全市体育产
业提供总额不低于650亿元的意向性
融资支持。

与此同时，我市一直在积极创建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目前拥有市级体
育产业基地12个。此外，万盛经开
区、江津四面山管委会被命名为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链接》》
展望“十四五”
重庆体育谋求新突破

“十三五”时期的硕果累累，为重
庆建设体育强市、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过去，展望
未来，面对新的发展时期与发展机遇，
重庆体育将全力做好“十四五”规划和
实施工作，脚踏实地，奋发有为，实现
新的更大的突破。

市体育局局长丁洪表示，展望
“十四五”，我市将继续大力实施全民
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进一步落
实市委、市政府对体育工作的指示精
神，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化体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体谋划体育发
展全局，以建设体育强市为目标，着
力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
规范有序、市场充满活力、人民积极
参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公共服务
完善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不断改善城
市体育功能，推动各项体育工作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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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街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于近期免费对外开放

重庆花滑小将黄一航(左)与搭档王瑀晨首次亮相中国杯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