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能送到家 岗位送上门

忠县人社 助力28618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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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1月底，忠
县已有28618名贫
困劳动力就业，全
县有就业意愿的贫
困劳动力全部实现
就业。

这是忠县人力
社保部门扶贫的最
大成果，也是贫困
户稳定脱贫的基
础。

“就业一人，脱
贫全家。”忠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人说，“在脱贫
攻坚中，我们坚持
把扶助有就业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贫困
人员就业作为重中
之重。”

在 就 业 扶 贫
中，忠县除把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落到
实处外，还做到了
把就业培训送到
家，把就业岗位送
上门，把有就业能
力的贫困人员培训
成技能型人才，让
有就业意愿的贫困
人员人人有就业岗
位。

2017年7月，建卡贫困人员王国伟在参
加为期10天的忠县SYB创业培训后，掌握了
创业的基本能力，在点燃了心中的创业激情
后，通过小额担保贷款10多万元，投资购买
肉牛10头，修建了简易养殖房，开始了创业
之路。2019年3月，他又投资20余万元注册
个人独资企业，并正式命名为忠县永绿肉牛
养殖场。目前，该养殖场共有肉牛23头，年
出栏约15头，年销售收入20余万元。

“通过就业和创业培训，把有就业和创业
意愿的贫困人员培训成技能型人才，这是就

业扶贫的基础。”忠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县里把对贫困人员的就业和创业培训作为人
社扶贫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在对贫困人员的技能培训中，忠县做到
了把技能送到家。忠县就业和人才中心通过
职业技能培训调查问卷，把贫困人员的培训
意愿及技能水平掌握精准，做到了人员底数
清、就业愿望清、培训意向清后，对有技能和
创业培训需求的贫困人员，统一组织开展创
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就业适应性培训等专
班培训。仅今年以来，就累计对5412名贫困

人员进行了专班培训。
在对贫困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中，忠县还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较大、岗位供应不足的职
业工种，以及结合本县柑橘种植及果汁加工
等特色职业（工种）进行培训。同时，打造出

“橘城厨工”厨师培训、“橘子姐”家政培训等
特色培训品牌，实施培训即定向就业、入学即
帮扶创业的措施，帮助贫困人员就业创业。

“几年来，我们已先后对8442名贫困人
员进行了职业技能培训，并使他们顺利实现
就业。”忠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技能送到家——助推贫困人员就业“有能力”

“有就业能力的贫困人员，只要他愿意就
业，我们就能保证把岗位送上门。”忠县就业和
人才中心负责人说，在保证贫困人员就业岗位
中，县里采取了多渠道拓展适宜贫困人员就业
的岗位。

通过开办扶贫车间，让贫困人员在家门口
就能实现就业。

12月8日，忠县三汇镇河西电子厂负责人
方友平开车将几箱待加工的漆包线分别送到
了彭木珍等20多个贫困户家里，顺便回收已加
工好的电感线圈。

河西电子厂是忠县人社部门扶持建立的
就业扶贫示范车间。这个扶贫车间针对多数
贫困人员是残疾人、留守妇女的情况，把岗位送
上门。通过对贫困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后，然后
在其家里安装必要的生产设备，按时配送原材
料、回收产品，并即时支付工资。

彭木珍是三汇镇里仁村的贫困户，丈夫因
车祸造成脑损伤，生活不能自理，她平时无法抽

身外出挣钱养家。自扶贫车间为她提供了在
家就业的岗位后，她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丈夫，每
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三汇镇智华社区建
卡贫困户周成华一边在家照看孩子，一边在家
做工，每月能挣近3000元。

仅今年，忠县就新建起这样的扶贫车间6
家，让不少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开发公益性岗位，让贫困人员实现较为稳
定的就业。

忠县花桥镇石鼓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杨
大忠，妻子瘫痪多年，生活无法自理；老母亲年
长，体弱多病；两个女儿也正在上学。他因要照
顾家人，无法离家外出务工。2017年7月，花
桥镇为杨大忠提供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每天工
作3个小时，每月就有1120元的公益性岗位补
贴。

在拓宽贫困人员就业岗位中，忠县针对一
些贫困人员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易
地搬迁的贫困劳动力，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让

他们就地就近在家门口就业。截至11月底，全
县开发了3830个公益性岗位，让这些贫困劳动
力实现了就业。

“县内企业+灵活就业”的方式，为贫困人
员开发出就业岗位。

忠县通过工业园区、辖区商贸企业、重点
建设项目、农村专业合作社等途径，精准组织就
近转移就业，做到分散安置家庭至少有一人实
现就业，6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所有劳动力
全部实现就业。同时，鼓励贫困劳动力通过家
政服务、摊贩等方式实现灵活就业。目前，全县
贫困劳动力在县内就业的就已达7211人。

发挥劳务输出大县的优势，输出贫困人员
到县外就业。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安排客运专车86辆，
组织私家车619辆，输送4698名民工外出返岗
复工。目前，忠县通过劳务输出，使21400多
名贫困人员实现就业。

岗位送上门——助推贫困人员就业“有门路”

忠县新立镇的胡辉淑是一位肢体四级残
疾人，丈夫身体也有病。在参加了县人社局
组织的IYB培训后，她申请了8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自己创业养蜂。

目前，胡辉淑通过创办的忠县橘城养蜂
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的贫困户养蜂创业。

目前，她带动的58户残疾人家庭、37户贫困
户和低保户家庭总共养起蜜蜂1275群，每年
每户均实现稳定增收4500元以上。

在扶助贫困人员创业带动就业中，忠县
通过每年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创业沙龙”
等创业活动，在贫困人员中营造创新创业氛

围。同时，实行免费入驻孵化基地等优惠政
策，并在资金、项目等上进行扶持，仅2020年
就向46名贫困人员发放无息创业担保贷款
748万元，为70个贫困户发放重点群体一次
性创业补助56万元，有力地促进了贫困人员
创业。

创业带就业——助推贫困人员就业“有氛围”
全国人社扶贫优秀干部全国人社扶贫优秀干部、、忠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副主忠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副主

任吴德斌在建卡贫困户家中走访任吴德斌在建卡贫困户家中走访

政策落实处——助推贫困人员就业“有保障”

“是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帮助我创
业成功。”忠县汝溪镇团堡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谈勇说，“这一政策让我先后获得25
万多元的资金扶持。”

2018年，在人社部门的扶助下，谈
勇开始创办养殖场，由于缺乏流动资金，
汝溪镇及时为他申请了10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2019年，因受猪瘟影响，养殖
场损失较大，镇里再次为他申请了15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2020年，又为他发
放了8000元的重点群体一次性创业补
助。

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目前，谈勇
的养殖场里已养起了10多头肥猪、10多
头牛，还有500余只鸡鸭，创业成功。

“政策的及时落地，是保证贫困人员
创业和就业的保障。”忠县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说，县里除及时制定一些扶持政策

外，还确保了上级的相关扶持政策不折
不扣地落到贫困户头上。

今年以来，忠县已为98名符合条件
的人员发放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低
保就业补贴23.78万元，为5128名贫困
劳动力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257.63
万元，为22004名贫困劳动力发放跨区
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246.66万
元。

在扶持政策落地中，忠县还做到了
社保扶贫参保、领待、代缴三个100％。
通过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社
保扶贫政策的落实，使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中符合参保条件的47327人全部
参保，符合领待条件的15303人全部领
待，符合代缴条件的2862人全部代缴。

肖亚平
图片由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靠县就业和人才中心送给我的厨师技能，我家现在
每年的纯收入有10余万元，不仅脱了贫，还走上了致富
路。”忠县拔山镇五星村的冉小琼说。

2017年，属于建卡贫困人员的冉小琼参加了“忠县橘
城厨工”培训后，本想到一些餐馆去打小工，这时镇社保
所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凭她学到的这厨师技能，还有她家
有房屋和土地资源，何不在家创业，自己开一家农家乐。

在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后，再加上人社部门的支持，冉
小琼利用自家的房屋开办了一家农家乐，接待从城里来
的游客。由于食材都是自家种的，加上服务又好，价格又
实惠，因而回头客不少，生意越来越好。

见生意好起来后，冉小琼的创业热情也更高了，决定
把农家乐办大，增加经营项目。她把在外务工的丈夫也
叫回来，一起经营农家乐的生意。

在扩大经营中，冉小琼和丈夫一起扩种了蔬菜瓜果，
在门前的池塘里养鱼，还养起了鸡鸭。一方面保证食材
新鲜，一方面供游客来采摘和垂钓。这些经营项目增加
后，农家乐的生意也跟着做大，效益也越来越好，每月都
有1万元以上的纯收益。

冉小琼自家脱贫致富后，还带动周边的村民就近就
业。生意好后，夫妻俩忙不过来，雇请了周边的农民来帮
工。这些帮工的村民每月也有2000余元的收入。

一位人社干部
与一个村的脱贫
吴德斌是忠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副主任，在脱贫攻坚中，被派

驻到忠县人社局对口帮扶的任家镇天星村任驻村工作队队长。
如今，天星村已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吴德斌也被国家

人社部评为全国人社扶贫优秀干部。

发展优势产业

2018年，吴德斌来到天星村后，就同村里的干部一起，
一头扎进了村民中，对村里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后，与村支
两委共同研究制定了加快脱贫攻坚的方案。

天星村经济基础薄弱，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吴德斌
带领驻村工作队员和村社干部，通过对天星村的地形地貌、
自然环境、海拔气候、土壤植物、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等进
行了充分的考察论证后，找到了这个村适宜栽种楠竹、花椒、
杉树、榨菜、高淀粉红薯和养殖高山生态鸡等产业的优势。
于是他带领村社干部和村民把撂荒土地和荒山坡利用起来，
发展这些产业。

发展产业需要资金，但村里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吴德
斌与市级部门派驻第一书记到县里相关部门、市人社局、市
医保局以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等去争取，同时积极招
商引资，引进项目落地天星村。经过努力，为村里争取到了
150多万元的产业及配套设施发展资金。

在带领村民发展这些产业中，吴德斌到外地去组织种
苗、鸡苗，并送到农民的地里和手里。他既当运输员，又当指
导员，还当调解员。有一次，他为了及时把楠竹苗送到农民
手中，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连夜绕道丰都县把楠竹苗送
到了农民的地头。

经过两年的发展，目前全村已栽种起楠竹1000余亩、
花椒200余亩、杉树200余亩、榨菜100余亩、“忠薯1号”红
薯150余亩，养殖高山生态鸡4000余只，使村里有了稳定脱
贫的优势产业。

完善基础设施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吴德斌还积极争取县相关部门、县人

社帮扶集团和任家镇党委政府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帮助村
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天星村2组和3组有一条土公路一
直没有硬化，村民反映了多年都未解决。他通过多方协调和
筹资，帮助这两个组把这条公路进行了扩建和硬化。同时，还
新修建硬化产业便道2公里，新建和扩建饮水池、灌溉水池6
口，安装灌溉管网3公里，修建人行便道和入户道路3.5公里。

“扶贫需要用真情”。吴德斌说，村里的贫困农民只要有
需要解决的困难，他都会想尽办法解决。

天星村1组的建卡贫困户黄子力在易地搬迁中因特殊
情况房屋补助没有及时落实好，吴德斌通过多方努力，为他
解决了这一问题；1组村民任思桂40年都没有户籍，没有身
份证，也买不了社保，吴德斌通过多方协调，为他办好了户
籍、社保等……两年多来，吴德斌为村里的村民解决了数十
个就业、创业、就医、上学等实际困难和矛盾纠纷。

如今，天星村虽然脱贫摘帽了，但吴德斌这个驻村工作
队长并没有松口气，而是仍在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和特色
产业，他组织村里围绕特色产业，注册了村集体所有的“天星
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村企合作的“重庆向幺妹竹产业有
限公司”，发展楠竹、花椒等特色产业，以壮大集体经济。

一项技能
让一个贫困户脱贫致富

聚焦》》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忠县三汇镇河西电子厂就业扶贫示范车间，吸纳建卡贫困人员3名，残疾人家庭人员4名，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近就业

忠县拔山镇建卡贫困人员参加厨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