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推进“把老乡留在老家”

春暖燕归来铜梁

“把老乡留在老家”。新年伊始，
铜梁区响亮喊出这句充满温情的话
语。

2 月 26 日，2021 年“春风行动
把老乡留在老家”专场招聘会在铜梁
人民公园召开。在元宵佳节之际，为
返乡人员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总计 120家当地知名企业，提供了
5271个平均月薪4000元的工作岗
位。当天，1200名铜梁老乡与企业达
成求职意向，打算今年留在老家谋发
展。

引老乡回家乡建故乡。近年来，
铜梁紧紧围绕扎实推动“四大行动”，
加快建设“四个示范区”，实现“六个
重点突破”发展思路，深入开展“把老
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通过亲情感
召、政策扶持、优化服务等举措，让家
乡人正由“孔雀东南飞”转为“春暖燕
归来”，为推动铜梁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铜梁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8年以来该区已累计回引近4万
名老乡返乡。如今，“把老乡留在老
家”，不再是一句口号，“群雁归巢”更
成为了铜梁全力推动工业振兴、乡村
振兴和城市提升过程中一道靓丽风
景。

培育增长点 就业创业激发新活力

“返乡创业绝对是我做得最正确的选
择，不但家乡提供了优质的创业环境让创业
更轻松，也让我真正实现了扎根家乡奉献家
乡的梦想。”铜梁区绿林装饰设计工作室负
责人刘传桥只要提起“把老乡留在老家”专
项行动就赞不绝口。

2018年，刚从重庆工程学院室内装饰
设计专业毕业的刘传桥一度为就业烦恼，直
到了解到家乡铜梁区在开展“老乡留老家”
专项行动，有很多创业就业优惠扶持政策，
他才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但一经创业，刘传桥就遇上了拦路石——
资金周转成为了保障创业的一大难题。好在
有区里政策的帮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这一优

惠政策，他陆续申请了25万元贷款。财政贴息
的政策使刘传桥可放手去推动他的创业理念，
从创业至今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已从刚开始的
5人团队，扩大到现在10余人的设计团队，并
迅速从本地同行中脱颖而出。

近年来，铜梁坚持“把老乡留在老家”，
打出了一系列扶创业、助就业的“组合拳”，
积极吸引人才返流、资源回流，为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注入新活力，刘传桥的案例只是
其中的一个缩影。

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扶持创业的政策
性文件，铜梁加强返乡人员就业技能培训，
及时兑付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贴息、一次性创
业补助、社保补贴等，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

政策保障；通过统筹安排创业导师资源，以
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为有创业意愿的劳
动者提供开业指导、融资服务、政策落实等
线上指导服务，该区为返乡创业者在资金、
用工、场地等方面提供优越的创业服务，让
更多的积累资金、掌握技术、懂得管理、善于
经营的老乡返乡创业。

自开展“把老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以
来，铜梁已累计为1352名返乡创业人员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2.19亿元，直接带动3500
余人。至目前，全区已成功创建铜梁“西郊
现代农业观光园”、“金骏工谷返乡创业园”
2 家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带动就业
2000余人。

破解用工难 经济发展点燃强引擎
创业兴业热情奔涌，工业振兴方兴未

艾。
2018年以来，铜梁大力实施“工业跃升

倍增”计划，随着一大批工业项目持续快速
落地，全区用工需求呈现“井喷”现象。立足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意愿强烈、民营企业

“用工难”的实际，该区持续开展“把老乡留
在老家”专项行动，为返乡务工人员和用工
企业搭建起就业“无缝对接”平台。

今年年初，围龙镇龙苑村3社返乡农民
工杨德群通过“把老乡留在老家”直播带岗
活动，成为铜梁高新区一家电子配件企业工
人。“过去在外打工，一心挂几肠，生怕老人
和孩子出啥事。现在好了，在家乡打工，收
入不比在外地低，老人孩子也照顾了，节假
日还可以回去干些农活。”杨德群笑着说，对
新工作十分满意。

同样满意的还有重庆昆凌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秀普：“今年通过‘把老乡
留在老家’专场招聘会活动，目前已实现招
聘160人，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生产的亟需用
工难题。”

而放大到整个高新区，通过“把老乡留
在老家”专项行动，这里平均每年实际解决
用工缺口2500人—3000人。

用工有保障，发展有速度。截至目前，
经过多年发展，铜梁高新区内投产企业已达
541家，202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812亿元，
已成为该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工业发展的
主战场。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将“把老乡留在老
家”专项行动落到实处，该区还多措并举下
好绣花功夫——

为让“无缝对接”平台更全面，铜梁依托

区、镇（街）、村（社区）三级人力资源平台，通
过入户走访、电话函询、问卷调查等方式建
立外出务工人员11.2万人基本信息台账，
广泛宣传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引导老乡就地
就近就业；

为让“无缝对接”平台更精准，铜梁深入
工厂、社区、村社开展调研，摸底企业用工需
求和工人就业意愿，与重庆传媒职业学院等
9所院校结成职业教育联盟，开展“订单式”
培训；

为让“无缝对接”平台更高效，铜梁常态
化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
招聘周”等专场招聘和网络招聘活动，多载
体、多途径发布权威用工信息、畅通就业渠
道……

带动群燕飞 乡村振兴有了生力军

聚焦亮点

引得回、育得好、留得住
“双引育留”法激发“老乡”新活力

1.构建“1+N”政策体系
着眼增强导向性、吸引力、显示度，

制定“龙乡人才政策10条”及实施细则，
优化升级教育、卫生、“三农”领域和针
对企业一线技能人才激励措施政策，设
立1000万元/年的重点行业人才引培资
金，强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引才思路，
从薪酬、住房、医疗、父母养老、子女入
学等方面予以支持，从创新创业、咨询
服务、科技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予以
资助。

2.建立本土人才管理制度
对回引的本土人才，统一安排任村

党组织书记、主任助理，按照专职干部
给待遇。建立镇街领导干部、驻村干
部、村党组织书记“三帮一”机制，开展
岗前培训、岗前试用，浇好入职“第一桶
水”；常态化开展优秀本土人才评选，对
表现优秀的本土人才大力宣传表扬。
通过结对帮带、专题培训、试岗锻炼、激
励鼓劲等方式进行跟踪培养，实现干部
成长与乡村振兴“双推进”。

3.建好用好“人才三宝”
建立人才直通车、加油站、暖宝宝

“人才三宝”，为人才提供一站式、贵宾
式、保姆式服务。在市民中心、社保大
厅等 6 个公共服务机构设立“绿色通
道”，发布人才服务指南，优化住房、医
疗、子女入学等配套服务，解决来铜留
铜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家住旧县街道白果村的村民李应龙，多
年前就在外从事装修业，是典型的“漂一
代”。虽然10多年的打拼积累起了不少资
金，也在外安了家，但是家乡却是他一直放
在心里的牵挂。

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变化越来越
大，2018年，李应龙积极响应区里“把老乡
留在老家”的号召，在村干部的动员下，毅然
决定回乡创业，流转土地200亩，发展起了
重庆地区少有规模种植的椿芽项目。经过
几年努力打拼，李应龙不仅收入比在外打工
时高出许多，而且还因带动周边不少农户增
收，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

“乡村一村一社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

说就是‘能人经济’，一个能人往往就能带动
一片，用好他们，工作就能事半功倍！”在铜
梁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看来，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返乡人才能够回
得来、留得下、扎住根，铜梁以深入推进全市
乡村组织振兴试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大力
开展“把老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坚持把农
村“带头人”和“年轻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
有力抓手，着力培养一支堪当乡村振兴重任
的“领头雁”队伍。

在引领返乡能人创业就业过程中，该区
注重发挥返乡能人示范带头作用。通过扶
持培育优秀返乡能人做大做强产业，辐射带

动周边农民致富增收。如今，“返乡创业，投
身家乡经济建设”的氛围日渐浓厚，蓬勃发
展、势头强劲，涌现出众多回乡创业的典型，
形成了“人回转、钱回流、厂回迁、业回创”的
生动局面。

在抓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该区从
选拔培养、待遇保障、未来规划等方面着手
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大力回引服水
土、能扎根、本土化的本土人才，全区累计回
引本土人才669名，不仅成功吸引了优秀人
才进入村级力量，也解决了村（社区）“两委”
干部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有盼头、有干头，极
大地调动了工作积极性，为乡村振兴留下了
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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