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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脱贫攻坚，是必须
打赢的一场重要战役。
解决就业，是变“输血”型
扶贫为“造血”型扶贫的
重要方式。

近年来，永川区紧紧
围绕着促进就业为工作
重点，做到“绷紧一根弦、
突出两个导向、抓实三项
举措、实施四轮驱动、聚
焦五大任务”，根据永川
的区情将重心放在留守
群众、贫困残疾家庭、贫
困大学生等方面，通过技
能培训、引导就业创业等
方式多措并举助推就业
扶贫，确保所有具备劳动
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至少有1人稳定就业，
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的目标。

数据最有说服力：截
至目前，永川区具有劳动
能力有就业意愿的脱贫
人 口 4299 人 ，实 现 了
100%就业，建成5个扶
贫车间吸纳50人就业，
累计安置公益性岗位
1856 人，兑现各类就业
帮扶资金5073.37万元，
受益贫困群体3645人，
基本实现了“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的目标。

12月 10日，隆冬，天气一片阴沉。这个季
节，村里已进入了闲时，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
或烤火，或闲聊。但在永川区何埂镇丰乐村一
个名叫蒋家坝的小地方，却是人声鼎沸。“减轻
压力的措施，要勤翻身，避免拖、拉扯、拽、推等
动作……”台上，授课老师教得认真；台下，数
十名学生听得入神。

这是何埂镇护理病人培训班的第6天。当
日晨，36岁的村民徐泉铃起了个大早，简单洗
漱后，兴冲冲来到了离家不远的蒋家坝，开始
了一天的课程。

“之前只是懂一点皮毛，通过培训班学到了
不少东西，而且既有理论课又有实操课，非常
有助于我们快速地掌握要领，学完后还要考试
和推荐工作，对我们贫困户来说实在是太友好

了。”她说。
徐泉铃有两个儿子，一个13岁，一个4岁，

家里公公智残、婆婆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徐泉
铃此前一直“被迫”在家照料一家老小，家里的
经济来源完全靠丈夫吴军在工地上打零工。徐
泉铃坦言，正是因为看着两个孩子一天天大
了，自己也想出来做点事，“给他们挣学费和生
活费”。

徐泉铃正想着出来做事，村里就送来了培
训的消息，不仅全免费，还包伙食。徐泉铃一
听还有这等好事，赶紧报了名。

坐在徐泉铃后面的王世莲同样是贫困户，
丈夫得了糖尿病和骨质增生，劳力不够，也只
能在附近打零工。“这个培训班不错，听说培训
的护理内容都是社会上急需的，像保姆、医院

陪护等，工作不是太累，收入都还不错，家里看
到了希望。”她高兴地说。

为了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水平，促进
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永川区加强就业技能培
训力度，抓好组织培训工作，特别是贫困村的
培训。

一是借助部门力量，会同区扶贫办等单位
召开各个层级的业务培训会议，并采取联合督
查、定期通报的方式推进人社扶贫工作，把握
口径标准，做好政策指导，防止单打独斗、事倍
功半。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学习培训 32
次。

二是镇街上下联动，积极争取镇街的大力
支持，促进了各项人社扶贫政策得到落实。今
年以来，每个镇街至少服务5次以上。

三是村社适时更新，充分发挥村社社保员
情况熟悉的作用，第一时间反馈人员动态，及
时收集培训需求、就业创业意愿，建立“一人一
策”帮扶台账，数据每周动态更新，精准掌握劳
动力就业帮扶需求。

四是群众积极参与，按照扶志与扶智相结
合的原则开展培训，强化“有效供给”，精准设
置培训方案，并在培训过程中推出“饮水思源，
勿忘党恩”的课程，邀请党校教师、脱贫典范进
行授课，有效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变“要我
脱贫”为“我要脱贫”

今年以来，永川结合贫困群众就业需求，针
对性开展电工、叉车、养老护理、火锅调味等职
业技能培训 30 余期，累计培训合格补贴 449
人，补贴金额67.3余万元。

“技术+勤劳”是留守群众脱贫的密码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面上贫困已经得到
了极大缓解，“啃硬骨头”成了重中之重。在贫困群
体中，贫困残疾人无疑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没有资金、没有劳力的他们，脱贫之路尤为艰辛。

永川区五间镇景圣村塘坎上村民小组建卡贫
困户孙天英就是如此。

眼下的孙天英，笑容满面，精神头足，浑身充满
了干劲，和两三年前的她比起来，简直是天翻地覆
的转变。“那时候身体残疾，家里的负担很重，自己
都感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每个月就盼着救助和补
贴发下来。”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孙天英十分感慨。

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好些年，五间镇社保所
所长吴娟和村社保员上门了，“你不要有顾虑，残
疾人又不是没得劳动能力，很多残疾人比一般的
更能干，更让老板看重。”

孙天英的生活仿佛被照进了一道阳光。多次

劝导后，孙天英克服了悲观情绪，来到五间镇蕊福
农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上班。“吴所长经常到车间
关心我们的工作情况，要我多看多学。”她说，在吴
娟的鼓励下，自己主动参加了岗位培训，掌握了食
用菌生产技术，并利用工作之余在家办起了家庭
农场，“我现在不仅照顾了家庭，还有了稳定工作，
最重要的是还免费学到了食用菌种植技术，再也
不用愁自己挣不到钱了。”孙天英的生活越来越有
奔头。

和孙天英情况类似，五间镇和平村沙岚坳村
民小组贫困户李正福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
失能后的他把一家人都“拴”在了床边，无法外出
务工，收入自然上不去。李正福的儿子名叫李刚
伟，今年37岁，虽正值盛年，却因为要照料父亲，又
不懂技术，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今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李刚伟一下子无从务工，全

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五间镇社保所摸排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根据

李刚伟的个人情况，向他推送了岗位信息，并推荐
到凤凰湖工业园重庆隆兆机械有限公司从事机械
加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确保稳定就
业，五间镇社保所多次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协调企
业安排技术骨干帮助李刚伟学习磨床加工技术，
实现从普通劳力向技术工人的转变。考虑李刚伟
家庭的具体情况，吴娟还帮助李刚伟的母亲郭满
元申报了公共环境卫生保洁公益性岗位，就近就
地安置，既务了工，又照顾了家庭，解决了李刚伟
的后顾之忧。就业将生活的阳光洒进了李刚伟家
中，卧病多年的李正福又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为实现全面小康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
标，永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拿出不少举措，千方百
计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精准动态掌握残疾人就业创业情况后，我们
整合现有培训政策，大力开展培训，提升残疾人就
业创业能力，鼓励和引导有就业创业愿望的残疾
人按需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技能提升培
训等，努力实现有培训愿望的残疾人应训尽训。”
永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永川区充分利用每年举办的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周等大型专场招聘活动，
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搭建平台，提供渠道，提供服务。

此外，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运用社
保补贴政策，鼓励单位吸纳就业和个人灵活就业，
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创业，支持开展就业扶贫示范
车间、创业就业示范街、创业就业示范山村创建工
作，吸纳就业。

种种措施，“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变成了“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教育扶贫是斩断代际贫困的一把利剑。作为
中国西部职教名城，永川在校大学生多达15万
人，每年大学毕业生近3万人。在这些大学生中
间，也有相当比例的贫困家庭子女，做好对他们的
帮扶，无疑能极大地助贫带贫。

“我们对贫困大学生的帮扶分为两种。”永川
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是在就业
方面，从2019年至今先后组织大型招聘活动73
场，有效对接产业人才1.1万人，举办高级人才研
修班和特色工种培训班11期，培训产业人才760
人。

二是在创业方面，以政策支持、场地支持、资
源支持、投资支持，构建集创新创业政策帮扶、创
新创业教育培训、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创新创业综
合实践、就业招聘会、就业岗位技能实践、就业岗
位培育等多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永川区临江镇天堂村贫困大学生黄家君就受
益于此。

现年28岁的黄家君2015年毕业于云南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水产养殖专业，家里的情况原本还

过得去，但由于父亲承包鱼塘失败，母亲体弱多
病，一家人被评定为建卡贫困户。

“我大学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
于是便回到家里，利用学到的水产养殖知识帮助
父亲养殖。”黄家君说，同时自己还参加了永川区
就业和人才中心组织的SYB创业培训，学习创业
知识。

在镇村帮扶干部的鼓励下，经过多次试养，黄
家君终于掌握了养殖白甲乌鳢的关键技术。
2016年，黄家君从外地购进白甲乌鳢鱼苗2万
尾，开始留在家里自主创业。经过一年的精心养
殖，黄家君的白甲乌鳢终于养成商品鱼，当年销售
成鱼1万余斤，实现收入20万元，净赚5万元。

2019年，为尽快脱贫致富，黄家君决定扩大
养殖规模。他流转了周边农户土地共计60余亩
发展养殖，申请创业贷款15万元作为流动资金，
用以自己培育四大家鱼鱼苗、白甲乌鳢鱼苗。
2020年2月底，眼看到了鱼苗销售期，因受疫情
影响，数十万尾鱼苗无人问津。镇村干部了解情
况后，立马帮助联系周边的销售渠道。4月初，40

万尾四大家鱼、白甲乌鳢鱼苗销售一空，甚至出现
有订单无鱼苗的窘状，今年销售鱼苗已实现年收
入25万元，纯利润10万元。

吃水不忘挖井人。黄家君养殖成功后，不忘
带动村里其他养殖户。他低价将鱼苗销售给周边
的养殖户，积极帮助其他养殖户养殖白甲乌鳢和
四大家鱼，并给予免费技术指导，引导周边10余
户农民发展水产养殖，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20余
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冲刺之年，永川区有就业
意愿的建卡贫困劳动力已全部实现就业，建卡贫
困户符合参保条件的全部参加养老保险，符合领
取待遇条件的全部享受待遇，脱贫攻坚取得阶段
性成效。下一步，该区将加大产业帮扶力度，为有
意愿从事农业和种植养殖发展的群众提供技术支
持和销售帮扶，同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对自主就
业能力较强的群众积极协调岗位，并继续发挥好
公益性岗位、以工代赈等就业帮扶措施，持续解决
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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