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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业日子有奔头
“社区工厂刚成立，我就

积极报名，经过这几年的磨

砺，我已经从工人升级为管理

人员，一个月能拿 2100 元，日

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千

阳县张家塬镇新文村村民李

勤科笑着说。李勤科口中的社

区工厂，是该村 2021 年成立

的千阳县秦佑红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每到辣椒

种植采收期，最大用工量可达

500 人次。

长期以来，千阳县辣椒都

是零星种植，2019 年初，新文

村党支部书记张利军上任，也

是这一年，辣椒产业在新文村

“红火”了起来。张利军说：“当

时心劲特别大，就想为乡党干

点实实在在的事。”说干就干，

张利军组织村上 50 多户贫困

户，在村集体苹果园套种了 30

亩辣椒。9 月份，一串串红艳

艳的辣椒成熟了，收入的 7.5

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零”

的突破。“辣椒产业用工量大，

每年一到辣椒采摘季节，当地

就有百余名群众务工，村集体

累计向农户发放劳务费 19 万

元。”张利军说，看到辣椒市

场这么好，村委会投资 65 万

元，成立了千阳县秦佑红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并注册了

“秦佑红”商标，购置烘干机，

建起辣椒加工厂。随着辣椒

面、辣椒酱、长辣椒等农产品

陆续投放市场，千阳“秦佑红”

辣椒现已红遍大江南北。“去

年，辣椒产业纯收入 52 万元，

今年预计收入 90 万元。”张利

军说，小辣椒成了新文村群众

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日前，记者来到千阳县创

业实训孵化园，走进金达莱刺

绣专业合作社的生产车间，只

见一台台机器飞针走线，绣娘

们有的在缝制虎头枕，有的在

缝制披风，车间里一派繁忙景

象。“合作社离家只有 10 分钟

的路程，干不完的活还能带回

家继续做，既能照顾家里，每

个月还能拿 2000 元的工资。”

家住千阳县创雅小区的王爱

侠告诉记者，按件计费这种灵

活的工作方式，让她也当上了

“上班族”。

如何增加群众幸福感？

千阳县给出的答案是，把企业

建在家门口，增加周边群众的

收入就是幸福。近年来，千阳

县将千余名残疾人、就业困难

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等重点

群体安置到社区工厂、苏陕协

作工厂、就业帮扶基地，让群

众有事做、能增收。累计认定

社区工厂 10 个、就业帮扶基

地 20 个，吸纳就业 822 人。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

道，是稳就业的主体，稳企业

就是稳就业。千阳县人社局充

分发挥“娘家人”的作用，为企

业做了一系列“贴心事”。10

月份，千阳县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组织业务骨干，走进千阳县

重点企业开展“政策送上门，

人社进园区”活动。工作人员

来到陕西中特陶瓷有限公司

等 6 家企业，实地了解企业

用工规模及用工需求等，并

向企业宣传“秦云就业”招聘

平台，切实解决了企业用工难

题。据了解，为了更加精准助

企发展，千阳县还建立了“领

导包联专员服务企业机制”和

“缺工快速响应机制”，在为企

业宣传人社政策的同时，及时

掌握企业需求，帮助其招工引

才、纾困解难。据统计，今年以

来，全县共帮助 43 家企业招

聘工人 128 人。

“引雁还乡”发挥乘法效应
在外打拼中，许多创业者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千阳县人

社局千方百计把他们引回家

乡，不仅为乡亲们提供了就业

机会，也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千阳好育佳家政服务公

司总经理刘永利是千阳县“引

雁还乡”的其中一只“大雁”。

“当时回家乡创业资金短缺，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县人社局

伸出了‘橄榄枝’，很快 8 万元

的小额担保贷款就到账了，这

笔钱真是‘雪中送炭’。”说起

当时回乡创业的情景，刘永利

感触很深。6 年前，刘永利创

办了千阳好育佳家政服务公

司。随着业务的增多，刘永利

发现保洁、保姆、月嫂需求量

很大，市场发展前景非常好，

就与县人社局联合开展了家

政服务人员培训，短短几年时

间，已有 5000 余人参加了家

政服务培训班，除了在本地

就业外，还有不少到北京、上

海、西安等地工作，就业率达

80% 以上。“每次要离开主家

的时候总是那么不舍，感谢宝

爸宝妈对我工作的认可和信

任……”赵晓侠就是受益人之

一，这是她在北京干满 52 天

月嫂后晒出的“朋友圈”，作为

“金牌月嫂”的她，现在月工资

能拿 8000 元至 1.2 万元。

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的

张超也是返乡创业、带动群

众就业的典型人物之一。在

千阳县人社部门的号召下，

2016 年张超全身心投入家乡

的创业中，凭借一股闯劲和

干劲，成立了千阳秦韵蔬菜

专业合作社，并解决了当地

的就业问题。“目前合作社种

了 200 亩黄花菜，年产量 20

吨，销售额为 200 余万元，可

以带动 100 多人就业。”张超

说，他还带领全村和周边群

众发展黄花菜产业，积极分

享种植经验，提供种植技术

培训，使黄花菜的产量和质

量得到双提升。

从当初的“雁南飞”，到现

在的“凤还巢”，近年来，千阳

县坚持打好“亲情牌”“服务

牌”，不仅印发了《千阳县支持

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若

干措施》，还持续优化返乡创

业环境，鼓励千阳在外“能人”

回乡办企业、兴产业、创事业，

真正发挥了“一人创业致富一

方”的乘法效应。另外，千阳县

还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用“真

金白银”支持创业者返乡，让

千阳这片热土“摇身一变”，成

了创业沃土，为县域经济注入

了新活力。截至目前，千阳县

已累计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262 人次 122.6 万元，发放返

乡入乡创业人员贷款 3800 人

次 4.65 亿元。

劳务品牌成就业“金名片”
“给婴儿喂奶、脐带消毒、

更换尿布……每一项工作我

都能胜任，多亏了县上组织的

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一门技

能，现在月工资也有 4500 元

呢。”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千阳

县南寨镇小寨村村民刘秀云

感触颇多。

以前，刘秀云家 6 口人

的开支，主要靠其丈夫一人

打工维持。2017 年，刘秀云

看到千阳县人社局免费举办

为期 10 天家政服务技能培

训班的消息，便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参加了培训，没想到

这次培训成了她人生的重要

拐点。经过专业培训，刘秀云

如愿捧回了技能证书。经过 6

年的奋斗，刘秀云从没有一

技之长的“门外汉”，成了小

有名气的“金牌月嫂”，不仅

在宝鸡市巾帼家政服务技能

大赛中取得母婴护理组一等

奖的好成绩，还获得了“全国

优秀农民工”“陕西省劳动模

范”等殊荣。从这位朴实又普

通的农村妇女身上，记者看

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刘秀云的完美嬗变得益

于千阳县打造“六大技能”劳

务品牌，让她有了一技之长，

端稳了饭碗。好的劳务品牌是

就业的“金名片”。近年来，千

阳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培育

出千阳苹果师傅、千阳奶山羊

专家、千阳绣娘、千阳保姆、千

阳蜂农、千阳技工等六大劳务

品牌；成立了千阳苹果“田间

大学”，257 名“千阳苹果师

傅”持证上岗；先后认定“千阳

奶山羊专家”80 人、“千阳保

姆”150 人、“千阳蜂农”60 人、

“千阳技工”1200 人；“千阳

绣娘”被评为市级优秀劳务品

牌，申报省级劳务品牌，蹚出

了一条极具地方特色的劳务

就业“新路子”。

为了不断提升千阳县就

业人员的从业技能水平，提高

劳务品牌价值，该县投资建设

了千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并且

把“六大技能”作为职业技能

培训中的“拳头项目”，不少就

业人员通过技能培训，吃上了

“技术饭”，拿上了高工资。“大

家在照顾老人时，要将‘脑身

心十巧手法’熟记于心，第一

是虎口平击，第二是拍头，第

三是手腕平击……”日前，记

者来到千阳县公共实训基地

看到，授课老师正在对参训人

员分类指导，有的在学老人护

理，有的在学电商销售，有的

在学婴儿护理。 

记者了解到，千阳县公共

实训基地于 2020 年 7 月投入

使用，设置有一厂（苏陕协作

社区实训工厂），两厅（培训政

策服务大厅、实训动态监测大

厅），三园（电商产业园、技能

品牌展示园、人力资源产业

园），六基地（苹果实训基地、

奶山羊实训基地、刺绣实训基

地、家政实训基地、烹饪实训

基地、技工实训基地），现已发

展为拥有 2 名省级非遗传承

人、16 名高级讲师，共计 46

名讲师的市级标准化创业实

训中心和创业孵化基地。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

培训什么；什么有市场，我们

就发展什么。”千阳县人社局

有关负责人说。为了充分掌握

群众的培训需求，千阳县建立

村级平台动态监测、镇级平台

精准摸底、县级平台实训赋能

的“三级服务平台”，打通了公

共实训服务“最后一公里”。与

此同时，该县还加强与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培训

机构、用工单位“五个协同”，

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模

式。参训人员培训完如何就

业？千阳县通过工业园区吸

纳、特色产业培育、农业园区

辐射、社区工厂兜底、劳务站

点输出这“五种渠道”拓展就

业岗位。据统计，截至目前，公

共实训基地已累计举办母婴

护理、家政服务、苹果种植等

各类技能培训 1070 班次，培

训劳动力 5.2 万人次，培训后

就业率达 85.5% 以上。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是

人民群众的“幸福底色”。站在

新起点上，千阳县人社局将打

好就业“组合拳”，力争将千阳

县公共实训中心打造成西部

一流的综合性、公益性、示范

性“千阳样板”，将“千阳苹果

师傅”“千阳绣娘”打造成地域

鲜明、行业领先、技能突出的

陕西特色劳务品牌，为全县百

姓开创更广阔的就业新天地，

让群众拥有满满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稳”
——千阳县推进稳岗就业创业工作探析

本报记者 温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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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翻看

近几年千阳县人社部门交出的“就业

答卷”，最直观的感受是浓墨重彩、年

年出彩——

2021年，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工作现场会在千阳县观摩，千阳县工

作经验被央视 《朝闻天下》 栏目深度

报道；2022年，千阳县人社局荣获“全

国人社系统优质服务窗口”称号；2023

年，千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经

验在全国交流，全省现场交流会在千

阳县召开。

千阳县地处八百里秦川西陲，总

人口 13.4 万，其中劳动力 8.3 万人。

近年来，千阳县始终把“稳就业、保居

民就业”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以推

进就业形势稳定、就业体系健全、公共

服务创优为突破口，千方百计稳经营

主体，想方设法拓展就业岗位，用心用

情做好就业服务。在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的主基调下，千阳县百姓“饭碗”越

端越稳，发展的活力越来越足。

就业之            从何而来？

新文村辣椒喜获丰收

千阳绣娘带着刺绣产品参加宝鸡市劳务品牌发展大会

千阳保姆参加育儿培训 学生参加工业机器人培训（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