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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
脱贫人口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

“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血压还正常
吗？”近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卫生院家庭医生
万新婷来到该镇林地村脱贫户犹芳尧家中，为
他进行健康体检。作为签约家庭医生，她每月
都会进行一次上门服务。

犹芳尧今年74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行
动不便，儿女在外打工，家中常年只有他和老
伴。关坝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与他家签订了服
务协议，结成健康帮扶对子，为老人定期做体
检。

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万盛组建了104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可服务常住人口9万余人，其中脱贫人口6241
人，实现了脱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万盛融媒体中心 叶露

綦江
农产品“带证上市”

眼下正是柑橘上市旺季。近日，在綦江区
新盛街道四坪村的欣荣兆丰生态农庄，笔者看
到大批柑橘经过采摘、挑选、抽检、打包等工序
后，被贴上标注有重量、采摘日期等信息的“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装箱运输到各
地批发市场或商超。

据了解，从2020年3月起，綦江区推行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目前已累计开
具合格证5万余张，“带证上市”的农产品达万
余吨。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监测站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更有力地保障了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

“这是我们的水果第一年贴标上市。”欣荣
兆丰生态农庄负责人冯玉说，有了合格证，他
们的农产品不仅更受本地消费者欢迎，还打开
了线上销售的新渠道。今年农庄的3万余斤
柑橘、蜜柚已售完，售价比往年均有所提高。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垫江坪山镇
青菜头成增收突破口

临近年关，垫江县坪山镇的田间地头充满
生机，鲜嫩的青菜头沿着连绵的田野铺陈开来，
长势喜人。

“今年一吨青菜头的收购价在1400元左
右，想想都有干劲。”村民余友权笑着说，他是种
青菜头的“老把式”，见证了坪山镇的榨菜产业
从试种到规模化种植，这道家常小菜逐渐成为
覆盖全镇90%农户的增收产业。

坪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利用紧邻
涪陵的区位优势，利用涪陵榨菜品牌效应为
周边乡镇带来的发展机遇，将种植难度较
低、市场需求量大的青菜头作为增收突破
口。目前，全镇青菜头种植面积达 3 万余
亩，年产量 6 万余吨，已成功申报重庆市榨
菜产业强镇。

垫江融媒体中心 周华容

大足
“共富柑”熟了

近日，大足区季家镇梯子村三组谭家湾的
柑橘园迎来丰收，游客陆续入园采摘、购买果
子，帮助村民增收。

据了解，梯子村是市级脱贫村，这个柑橘园
是村里的支柱产业，属于村集体所有，由51户
脱贫户、16户农户和村集体组成的合作社经
营。脱贫“摘帽”后，这里的“扶贫柑”被村民称
为“共富柑”。

“今年是第二次挂果，开始进入丰产期。”梯
子村党支部副书记赵登轩介绍，柑橘园占地4
亩，种植了耙耙柑、爱媛两个品种，果实个大、甘
甜、皮易剥。入园采摘价为10元/公斤。同时，
柑橘园里还养了2000只土鸡，土鸡和土鸡蛋也
受到游客欢迎。

赵登轩表示，柑橘喜获丰收，作为股东的
脱贫户都很高兴，四处吆喝促销。“合作社计
划等柑橘销售完毕后就算账分红，让大家尝
到‘共富柑’的甜头。”她说，有意购买或前往
游玩的朋友可拨打她的电话联系，号码是
13527417895。

大足融媒体中心 邓小强

巴南
新品种草莓甜度高

日前，巴南区丰盛镇的红颊草莓成熟了。
该品种是杂交选育而成的大果型新品种，甜度
能达到14至16度。业主表示，草莓种植采用
的是农家土肥，灌溉用的高山山泉水，绿色健
康。入园采摘68元/斤，直接买采摘好的60元/
斤。

联系人：林先生，联系电话：18679247979。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颜安

深冬的武陵山区，寒风有些刺骨，但回想
起当年“抢滩”的日子，陈清瑜依旧热血沸腾，
讲到兴起时，他甚至敞开了棉服。

陈清瑜是黔江富民技能培训学校的管理
者，但他更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一名“黔
龙海运”工。当年，借黔江在上海港建立扶贫
劳务基地之机，包括陈清瑜在内的一批黔江
青年，闯入上海滩，共同用肩膀扛起了“黔龙
海运”这个响当当的劳务品牌。如今，随着品
牌转型和业务拓展，他又返回家乡，开辟新的
战场。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劳务品牌在
发展劳务经济、促进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
入、提高就业质量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
用。陈清瑜的这半生，就是最好的印证。

一个劳务品牌
就是一部创业史

1993年，21岁的黔江区石家镇关口村
（当时为黔江县石家乡关口村）青年陈清瑜，
高中毕业后在乡里找了份农技员的差事，但
他对此并不满意。

很快，一个机会落到了他头上。一天，乡
政府门口打起了拥堂，是上海港前来招聘一
批转换工，要求是：初中以上毕业，身体好视
力好，人要年轻。

一听说大上海来招工，陈清瑜来了劲，但
一了解“转换工”的工作内容，他又有些瞧不
上：“不就是在码头搬运货物，还不是使蛮力。”

“你确定不干？收入高哦！”对方看到陈
清瑜身高近一米八，又是高中生，人也年轻，
多说了一句。

“有多高？”
“一个月1000多块，干不干随你！”
陈清瑜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要知

道，在当时的城里这也算高工资，更别提偏远
山村了。

他激动起来，“我干！”
不久后，陈清瑜背上行囊，踌躇满志地来

到上海。在他之前，已有两批黔江人抵达了
这座城市。包括陈清瑜在内的53人，成为了

“黔龙海运”最早的主力军。
港口转换工来自天南海北，互相较着

劲。“15个人一个工班，每天工作8个小时。”
陈清瑜说，下到几十米深的船舱中把货搬出
来，这是他们的工作。

陈清瑜所在的工班，平均每天搬运600
吨以上，还创下过最高1200吨的纪录，相当
于每人每小时要扛10吨货物，逐渐在上海的

“码头界”打出了名头，大家都知道，黔江人吃
得苦、不怕苦、打得了硬仗。

从此以后，一批批黔江人抢滩上海，在民
生、新华、宝山、明东、洋山等港口打拼出一片
天地。黔江区人社局则因势利导，成立富民
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黔龙海
运”劳务品牌，进一步为黔江人开辟了入沪通

道——多年来，黔江人在上海转移就业达到
数万人次，截至目前依然有1500余名“黔龙
海运”工人在上海就业，年平均收入达6万元
以上。

“一个劳务品牌就是一部创业史。”市就
业局相关负责人说，“云阳面工”遍布全国，从
业人员20多万人，占该县劳动力近四分之一；

“边城秀娘”累计培训劳动力8万多人；“苗家
巧手”带动居家灵活就业1.2万余人次，“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高质量就业的需求更大，要求
更高，劳务品牌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适时转型
让老品牌得以“保鲜”

“黔龙海运”在上海码头声名鹊起之时，
云阳人也拉开了走南闯北开面坊的序幕。

改革开放之初，以江口、鱼泉、沙市一带
为代表的云阳人带着致富梦想开始走出大山

“看”世界。他们在西安、湖北、河南等地务工
时，发现好些地方都是以面食为主食，但当地
很少有面条加工坊，居民大都食用自己加工
的手工面。

精明、勤劳的云阳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他们尝试着把家乡的面条机和加工技术带到
外地生产面条。这种加工面条食用起来省时
又方便，很快受到当地人喜爱，也给首开面坊
的云阳人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通过父带
子、师带徒、传帮带等方式，云阳人开面馆、开
面坊的“大军”风起云涌，初步形成了“云阳面
工”劳务品牌。

因为爷爷是面匠，云阳县江口镇人陈小
艳从小就与面条结下了不解之缘。“爷爷在家
做面，父亲外出做面，我们也跟着他走南闯
北，湖南、湖北、青海都去过。”在外漂泊了好
些年后，“面三代”冯小艳觉得做面的方式要

“变一变”了。
“做鲜面，始终属于小作坊，产业做不

大。”她说，要把产业做大做强，就不能只依靠
那一台小小的面条机。

于是，冯小艳投入了多年的积蓄，引进了
云阳第一台加工万吨级以上的智能化、自动
化面条生产线，从做鲜面条转型为做干面条，
大大提升了产量，成为了“云阳面工”中的翘
楚。“如果没有转型，（我）肯定没有如今的规
模。”她坦言。

萌芽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务经济，本就
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劳
务品牌，也要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才
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事实上，当年和“黔龙海运”“云阳面工”
同期声名鹊起的劳务品牌还有不少，但时至
今日，一些已销声匿迹。

“大多是转型慢了。”市就业局相关人士
坦言，早期的劳务品牌大部分植根于乡土，对
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如建筑工、砖瓦工等。
随着时代发展，机械化智能化程度提高，这些
行业对工人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也大大下降，
如果品牌负责人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就

容易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该人士认为，劳务品牌行业人员结构总

体上呈现“一高两低”，即“年龄高、学历低、技
能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劳务品牌的提升和
发展。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务品牌
发展由数量粗放型向质量产业型转化、从业
人员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化的关键。

新行业新业态
催生新劳务品牌

陈清瑜的经历，正是如此。他早早依托
劳务品牌靠搬运打工赚钱，并很快从体力工
向技术工转型。2015年，陈清瑜离开上海回
到黔江，成为了公司开办不久的黔江富民技
能培训学校的管理者。

“我们不仅继续为上海港口培养和输送
人才，也做其他方面的培训。”陈清瑜介绍，学
校除成为“黔龙海运”的坚强人才后盾之外，
也开辟了新的领域。

和三四十年前劳务品牌草创时相比，重庆
的经济结构、种类、运行方式早已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也催动着劳务品牌的更新迭代。

在市人社局最新在区县收集的77个劳务
品牌中，农业、手工业的占比显著下降，现代服
务业、信息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占比明显提高。

去年12月23日，位于永川的重庆云谷数
字人才产能融合实训基地里，“00后”吴奕正
在学习视频剪辑和2D、3D标注。

吴奕的老家在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土星
乡，今年刚考上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念的
是电子商务专业。刚上学没几天，辅导员就
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根据学校与永川大
数据产业园的协议，他们全班都将到永川实
训培养一个学期。

怀着期待，吴奕与同学登上了大巴。吴
奕的实训内容，与产业园内一家无人驾驶科
技企业有关。他要做的，就是将轮胎外侧与
地面连接点，用2D、3D的方式进行标注，以便
车辆传感器和摄像头的识别。

“刚开始完全不知道干什么。”吴奕笑着
说，但在实训老师的指导下，自己逐渐上手，
如今每天都要处理一批数据，收获很大，且每
月还有4000多元的底薪+提成收入。

吴奕或许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大数据产
业园作为重庆数据工程员的预备人员进行培
养。

“这是我们正在兴起和全力打造的劳务
品牌。”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副主任蒋兆勇表
示，成立13年来，园区经历了从“西部声谷”到

“重庆云谷”的产业升级，如今已聚集了一大
批数字领域的头部企业。

企业需要人才，而永川的十几所大学和
高职院校也要为学生就业找到出路，大数据
产业园就充当了转换器的角色，将两者的需
求结合起来，通过实训培养、推荐就业、学历
提升等，打造“重庆数据工程员”这一品牌。

“毕业后，我想留在这。”尝到了甜头的吴
奕说。稚嫩的脸庞上，写满希望。

■核心提示

去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乡

村振兴局长会议明确了2022年的

重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组织开

展乡村工匠培育工程，打造农民工

劳务输出品牌；此前，人社部等印

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

见》，对这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而

在重庆，市人社局刚刚公布第一批

重点培育打造的劳务品牌，黔龙海

运、云阳面工、重庆数据工程员等

77个劳务品牌入选。

乡村振兴背景下，劳务品牌建

设有何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怎样

的劳务品牌？如何培育一批叫得

响的劳务品牌？

劳务品牌劳务品牌 如何成乡村就业如何成乡村就业““金名片金名片””

业内人士认为，劳务品牌有过一段时间
的“高光”，中途也有过回落，现在又面临加快
发展的契机，处于二次腾飞的起点。

但他同时也指出，劳务品牌建设，还面临
不少问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

首先是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当前，劳
务品牌缺少相应标准，比如，要带动多少人
就业，赚回多少收入，才能算劳务品牌。这
无疑给劳务品牌的建设带来了一定困难。
由于劳务品牌多具有自发形成、地域性强等
特点，要制定大范围的统一标准有一定难

度。但每个区县完全可以根据当地劳务产
业的特点，出台地方标准，从而更好地指导
劳务品牌发展。

其次是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引导。目前
劳务品牌的建设主体基本为企业或者行业协
会，在推进上参差不齐，大多欠缺力度。这就
需要管理部门的介入，有组织、有意识推动其
发展，如实施劳务品牌发掘培育计划、发展提
升计划、壮大升级计划，做好劳务品牌宣传推
广。同时，管理部门也要防止越俎代庖。

第三是培训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管理部

门应通过提高技能含量，来加快劳务品牌发
展提升，如在培训方面，鼓励各类培训机构、
职业院校开展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在评价方面，完善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等多元化评价方式，发放相应职业资
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

最后，要围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劳
务品牌。从2019年至今，人社部已发布四批
共56个新职业，如健康照顾师、网约配送员、
互联网营销师、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相关
部门可将其作为重点，加大培育力度。

劳务品牌需要实现“二次腾飞”

近日，云阳县人和工业园区的一家面
业生产车间内，面工师傅正在加料和巡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来自彭水的“苗家巧手”张晓容（左）和
邱芳正在绣楼做苗绣。

通讯员 赵勇 摄/视觉重庆

上世纪上世纪 9090 年年
代代，，““黔龙海运黔龙海运””工工
人在上海港口一线人在上海港口一线
工作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