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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员工为企业引进劳动力，每招一人奖补500元！
“两节”期间，完成员工技能培训的企业还可获得补贴

阅 读 提 示

据统计，目前景德镇的“景漂”群

体已突破 3 万人，他们在这里学习陶

瓷技艺，为陶瓷梦想创业，推广陶瓷

产品和文化。日前，江西省委人才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将“景漂”人才品

牌越擦越亮，意味着“景漂”群体已成

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发展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逸萌）“各类人力资源

机构、老员工在春节期间帮助重点企业介

绍招用新员工的，以及新员工个人应聘的，

按每人 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1 月 17 日，记

者从福州市人社局获悉，为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好 2022 年春节期

间稳生产稳用工工作，福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1 月 10 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

期间稳生产稳用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员工为企业引进劳动力，可按人头获

得奖励。

《通知》还提出，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

间，上调用工调剂补贴标准，各类用工调剂

平台（暂时歇业的各类企业、行业协会、能够

组织闲散劳动力的乡镇街道、社区、村基层

服务平台、组织顶岗实习的职业技工院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为春节期间连续生产

的重点企业引进新员工，且稳定就业 1 个月

以上（以入职后工资凭证为准），按每人 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同时，提高引进新员工奖

补标准，各类人力资源机构、老员工在春节

期间帮助重点企业介绍招用新员工的，以及

新员工个人应聘的，参照上述奖补标准，给

予奖励。

《通知》鼓励企业在“两节”期间，自主或

委托机构组织在岗职工（在本单位缴纳失业

保险或养老保险）开展以岗位技能类课程为

主的技能培训，培训总学时为 20~40学时，取

得培训结业证书的，按每学时 25 元、每人

500~1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补贴。

此外，还将组织重点缺工企业在福州市

和赴中西部地区开展“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

动。记者了解到，春节后，福州市将继续开展

“点对点”包车包机包列活动，接送重点企业

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复工返岗。

据悉，1 月 5 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就进一步落实 2022 年稳岗稳工工作

发布通知，提出六条措施，进一步支持企业稳

岗稳工，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该 通 知 也 提 到 ，要 拓 展 招 工 用 工 渠

道。对各类社会机构（含商会）、个人（含

“老带新”员工）为企业引进劳动力，给予一

次性用工服务奖补。对当年输送一定规模

劳动力、毕业生来闽就业的省外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院校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根

据输送人数给予奖励。鼓励各地采取奖补

的办法，引导技工院校加大为企业培养输

送技工的力度。

本报记者 卢翔

从江西景德镇市中心往东南山麓行进

20分钟车程，便到了三宝国际瓷谷。沿山谷

一路行来，一处处工业遗存述说着泥与火的

交融传承。虽已是寒冬腊月，被誉为“瓷都”

的景德镇却处处燃着一把火，它不仅能烧出

享誉世界的瓷器，还吸引着数万名务工者来

到景德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漂”群体。

2021 年 12 月 27 日，在江西省委人才工

作会议上，景德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承

贵表示，要将“景漂”人才品牌越擦越亮。这

意味着活跃在景德镇的超 3万名“景漂”，已

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发展力量。

“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你的任何想法”

1995 年之前，三宝还是一个普通的小

村。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陶艺爱好者在

这里聚集，三宝国际陶艺村声名鹊起，如今

已成“瓷都”的名片。曹锷山的工作室便坐

落在这里。

2007 年，曹锷山从广东清远的小山村

来这里求学。“在这里三年的学习期间，我被

陶瓷迷住了，也感受到了景德镇的魅力，那

就是包容，这也是陶瓷的魅力，你可以往瓷

器中加入你的任何想法。”曹锷山坦言，自己

在景德镇丝毫感觉不到陌生，还以陶瓷为媒

介认识了很多人，这让他生出开办陶瓷工作

室的想法。

创意，几乎是所有陶瓷创作者面临的难

题。“你去陶瓷市场，每天都会发现不一样的

陶瓷，每时每刻都有创新。如何设计出叫好

又叫座的陶瓷，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且没

有捷径可走。”为此，曹锷山每天早上 7点起

床烧窑，经常忙到深夜 2点才回家休息。

“那个时候白天创作，晚上摆摊，几乎每

天都是 12点之后才能休息。”回想起自己在

景德镇的创业历程，在景德镇已经 12 年的

黄小康也忍不住倒苦水。

“我老家在甘肃庆阳宁县的农村，回去

的话找不到合适的事做，自己学的技能又是

陶瓷，也喜欢陶瓷，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留

在这里。”从陶瓷专业毕业后，黄小康直接选

择了开店创业。大多数时候，他就在自己的

陶瓷店里，默默在瓷杯上画画，没有客人的

时候能够画上一整天。

“喜欢的话就不会觉得枯燥，画画的时

候觉得自己很平静。”扛过了创业的风险与

不稳定，黄小康凭着热爱坚持了下来，积攒

一些积蓄后，建了自己的窑和厂房。黄小康

说，“我只会画画，也只喜欢画画，所以能做

的还是坚持。

“景漂”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就像往陶瓷上描绘自己的想法，黄小康

也在景德镇描绘着自己的新生活。陶瓷店

生意稳定之后，他不仅在景德镇买房结婚，

还把父母也接了过来，一家人在新城市站稳

了脚跟。黄小康说，疫情期间，是当地政府

提供的免息贷款、免租金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帮助自己缓解了压力，度过了最艰难的

时期。

记者了解到，为让“景漂”更好地融入城

市，近年来，景德镇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服

务举措，包括贴息贷款、子女入学、创业补贴

等。2017 年，为策应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吸引聚集更多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景德镇还专门设立了市招才引

智、景漂景归人才服务局。

1998 年就来到景德镇的老“景漂”余昌

顺，对景德镇多年来的变化深有体会。当

年，怀揣着去大城市里当泥匠的梦想，余昌

顺只身从江西九江都昌县的狮山乡来到景

德镇。没想到在工地做了两年，余昌顺却被

陶瓷“勾走了魂”。

“好看，还能以此谋生。”只有初中学历

的余昌顺不了解陶瓷的前世今生，也不太

能用华丽的辞藻来形容陶瓷的美。但彼时

的他却下定决心，要转行做陶瓷。2003 年，

他向亲朋好友借了点钱，跑起了陶瓷的展

销会。

“跑会，就是在景德镇买陶瓷，然后跑到

全国其他地方的展销会上卖出去。”余昌顺

说，上世纪 90 年代，许多老“景漂”就是通

过跑会赚了钱、安了家。余昌顺说：“以前谈

景漂，觉得自己是外来人，现在再说景漂，大

家会觉得已经融入了景德镇，是这座城市的

一部分。”

让“瓷都”变成“梦工厂”

除了像余昌顺这样的老“景漂”，更多的

年轻务工者们也来到景德镇，趁着当地人才

发展的机遇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们赶上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好时

候。”90 后周翔鹏来自山东费县的一个小山

村，在景德镇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拥有一

家属于自己的门店。

大学期间，周翔鹏学的是工艺品设计专

业，最喜爱的就是陶瓷。2014 年毕业后，他

第一次来到景德镇，谁知“来了就不想走

了”。在周翔鹏看来，景德镇最吸引他的是

氛围和环境，“这里有足够的平台和空间，适

合有梦想、有想法的创业人”。

对于陶瓷创作，周翔鹏一开始就有自

己的想法。“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国风的视

频，类似墨在水中散开的那种感觉，很有写

意的美感，当时就有想法，把这个和陶瓷相

结合。”实际操作起来，周翔鹏却吃了不少

苦头。“失败率很高，本身设计是飘逸自然

的，在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变化，还很难

定型。”

前后试验一年，周翔鹏的水墨风陶瓷才

实现量产，一推出便受到了消费者喜爱，后

来还进驻了陶溪川陶瓷文创园。“现在这个

门店，是免租金的，每个月只要交水电费，在

邑山的厂房也是免租。”如今已经在景德镇

安家的周翔鹏，亲身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对

“景漂”的友好和包容。

“我们还在三宝专门成立了景漂工会委

员会，打造了景漂职工活动场所及职工之

家,充分保障‘景漂’群体的权益。”景德镇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孙艳峰表示，工会将持续开展“瓷都工

贷”，为景漂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多年来，景德镇特有的陶瓷文化魅力，

吸引了世界各地怀揣‘陶瓷梦’的人来这里

就业创业，他们为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注入了

活力。”景德镇市委组织部人才科负责人表

示，“欢迎更多‘景漂’来这里圆梦，我们也会

做好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工作，努力让

瓷都变成‘梦工厂’”。

学习技艺、开店创业、推广文化……

3万名“景漂”：我们被陶瓷“勾走了魂”

景德镇雕塑瓷厂内，过百“景漂”携原创设计的陶瓷作品前来摆摊。
潇湘子 摄/东方 IC

工地年味渐浓
春节临近，为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压力，广东珠海珠

机城际金海大桥工地的工人们纷纷选择留在工地过年。“根据
目前疫情形势，还是留在工地过年比较安全，今年春节是我在
这个工地过的第四个春节”，项目部员工林建雄说。

今年春节期间正是金海大桥标准节段钢箱梁架设、鹤洲
侧刚构连续梁施工的关键时刻，项目部为在工地过年的员工
每人准备了礼物和过节费，欢迎员工家属到工地过年，通过改
善伙食、丰富文体活动、领导干部驻地值班等安排，为大家提
供充分的节日保障。 （记者张翀 通讯员孟庆虎 邱恒）

留京过年迎新春
1月17日，中建一局二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160项目员

工挂红灯笼、贴春联、挂福字，欢欢喜喜迎春节。春节临近，
该项目通过多种形式慰问留京过年的员工，让他们在北京安
心过年。 （李玉明 孙婉婷）

本报讯（记者周倩）1 月 19 日，记者从公安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1 年，公安部会同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联

合开展的“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行动”中，公安禁毒部

门根据举报破获案件 135 起，奖励快递小哥 125 人，兑现

奖励资金 84.8万元。

为打击“互联网+寄递”等新出现的涉毒犯罪活动，

公安部会同国家邮政局等部门于 2021年 9月 1日至 12月

10 日，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

行动，全力打击整治寄递渠道涉毒活动。这次行动是公

安机关、邮政管理部门、邮政企业首次在全国范围的协同

行动，也是禁毒工作跨部门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行动期间，全国共破获寄递渠道毒品犯罪案件 1709
起，是上年同期的 1.6倍。其中，破获涉寄递渠道部督毒品

目标案件 62 起，打掉团伙网络 60 余个，抓获吸贩毒人员

2946名，公安禁毒部门根据举报破获案件 135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303名，缴获毒品 458.3公斤。

据悉，2022 年，公安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寄

递+物流”禁毒行动，持续深化和巩固百日攻坚行动成果。

125名快递小哥禁毒立功！
公安部兑现奖金 8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产启斗）2021年 12月 26
日，武汉开通 3 条地铁线路，总里程达 75 公里，创下武汉

历年通车里程最长的纪录。其中，5 号线是武汉首条地

铁全自动运行线路，这意味着传统由人工完成的工作，特

别是司机职能，转为由列车自主完成，列车唤醒、发车、运

行、休眠等所有工作全部由系统远程控制。

为此，5 号线调度中心的人员配置在常规的行车调

度员、环控调度员、电力调度员基础上，增设车辆调度员

岗位，石博就是从武汉地铁既有线转岗成为 5 号线首批

车辆调度员之一。

据了解，为保障全自动运行线路的行车安全、乘客安

全，5号线车辆调度员的挑选有着严苛的硬性条件：具备

乘务中级以上资质、5年以上行车工作经验，理论知识和

工作经验丰富……众多报名者需经过理论、实操考试和

心理测试等多个环节的竞选，考核合格后再接受一轮理

论培训和跟岗实习。只有岗位理论和实操考核双项合格

并具备车辆调度员资格后，才能独立上岗工作。

石博原是武汉地铁 4号线的列车司机，有着 7年的驾

驶经验。去年年初，他经过多层选拔脱颖而出，如愿成为

5 号线第一名车辆调度员，加入新线“拓荒先锋队”。“以

前作为地铁列车司机，我的职责是驾驶好每一趟车，保障

行车安全；现在作为车辆调度员，我的职责范围变成了监

控正线所有列车的运行状态，责任更加艰巨。”石博说。

在新线开通前的筹备过程中，石博接受了为期半个

月的封闭式培训，参与厂家的施工调试，深度介入设备操

作、数据分析等一系列工作；与专业技术人员一起，编制

全自动运行线路的车辆调度操作规范、岗位职责、应急处

理流程等规章制度。

“控制中心调度是全自动安全行车的中枢，作为车辆

调度员，除了做好日常车内设备的远程开关、列车监控等

工作，还需要具备很强的应变能力。”5 号线运转车间负

责人葛绍平说，目前，5号线配备车辆调度员 5名，和其他

工作人员一起接受了严格的岗前培训和考核。

“全自动运行线路的列车上虽然没有司机驾驶列车，

但地铁工作人员一直守护在我们乘客身边，保障列车安

全运营、乘客舒适出行。”武汉地铁线网运营指挥调度中

心副总经理严律说。

全自动地铁运行，司机“升级”转岗
监控地铁运行状态，责任更加艰巨

从管道安装工到“站街工”再到挪车工，他说自己——

“挪对”了人生
本报记者 赵黎浩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城，张

有海跟着导航来到一处居民巷子，很快在巷

子深处找到了停放的共享电单车，便利索地

把三辆共享电单车搬上三轮车，转运至路边

画线停车区域，并整整齐齐地摆放好。

把车挪动至合规停放的地方，是张有海每

天的工作，作为一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借

助共享经济的春风，从一名传统工人成功转

型，三次挪动了人生，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家遭变故，去昆明打工

距离武定县城 3 公里处的解家庄，是张

有海一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学习表现优异的张有海渴望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却碰上父亲因常年酗酒突然病倒，不

就后父亲就离世了。“当时医治父亲的钱都是

找亲戚借的，办完后事家里欠账 2000 多元，

这是笔不小的债务。”张有海毅然决然地对母

亲说：“不上学了。”

1987年出生的张有海那年 20岁，由于武

定当地就业机会少，他随同村伙伴前往 100
公里外的昆明。这是他第一次来昆明，也是

他人生的第一次挪动。

起初，张有海找了份保安的工作，每月收

入一两千元。干了两年后，见识到了一些就

业机会，他开始思考“如何挣得更多”。

此后，他转行成了一名消防管道安装工

人，每天在工地上忙个不停，“管道非常重，而

且安装位置在屋顶，安装时非常危险，作业过

程重要格外注意安全”。张有海告诉记者，尽

管吃住简陋，月入三四千元却让他尝到了奋

斗带来的甜头，这一干便是 7年。

本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张有海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身体健康每

况愈下，2016年，他选择回到老家，一边照顾母

亲，一边种地、打零工，开始了人生第二次挪动。

为了让母亲住得更舒心，张有海拿着自

己的积蓄，加上政府补贴和无息贷款，开始重

建老房子。本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母亲

却突发脑出血。建房欠下了 9万元，再加上医

治母亲欠的 7万元，他身负了 16万元债务。

因为母亲血糖高，张有海每天都回家和

母亲一起吃晚饭，饭后再按照医嘱帮母亲打

胰岛素。虽然家里还种庄稼、种菜、养鸡鹅

等，张有海从不让母亲操劳。

母亲医好后，也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陪

伴照顾母亲的担子压到了张有海的肩上，他

无法离开武定出门打工，只能在农闲之余到

不远的县城街上当一名“站街工”。

“县城产业薄弱、工厂少，就业机会十分有

限，对我来说，除了‘站街工’也没其他更好的

选择。”张有海介绍，“站街工”只能零零散散帮

别人干点体力活，搬搬东西，收入十分不稳定。

“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开心”

“不甘心”每天都在作祟，张有海想主动

“挪动”命运。伴随着共享电单车在县城布

局，让他这样的“留守青年”看到就业新机会。

2018 年 6 月，松果共享电单车进驻武

定，张有海觉得这是个“就近就业”的好机

会。“在昆明我骑过共享单车，我觉得这个行

业在县城来说比较新。”看到招聘信息后，他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最后成了一名挪

车工人。

由于不会在智能手机上使用工作的软

件，也不会骑三轮车，再加上道路不熟，刚

开始工作时，张有海每天只能挪三四十辆

车。“同事都能挪那么多，为什么自己不能

呢？”工作之余，他会带着手机专门到大街

小巷，根据导航认路，熟悉工作场景。经过

不断摸索和改进，半年之后，他每天能挪

190 辆车。

每天挪 190辆车是松果出行在武定对挪

车员工的上限要求，因为这项工作强度本身

就大，如果量再多可能会给员工带来过度疲

劳的隐患。“别人可能要 8 小时才能挪完，但

我通常 6小时就能挪完。”如今张有海工作游

刃有余，工作闲暇之余还去摸索共享电单车

修理工作，“几乎所有一线业务都会了”。

“把车‘挪对’地方。”张有海介绍自己目

前的工作，“为了市民便捷出行，我们会及时

将一些低车效的车挪到需求更大的地方。”

伴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以及共享电单

车在武定深受市民青睐，张有海的工资也实

现了增长，从刚开始的 3000多元涨到现在的

五六千元。“比在昆明挣得都多，而且开支比

昆明少了很多。”

3 年多来，随着日复一日地将共享电单

车“挪对”地方，张有海也把生活挪到了更好、

更对的地方。

在县城买房，是张有海一直的心愿。2020
年初，经过他和妻子的共同努力，如愿在县城

买了一套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工作之外，照

顾母亲、陪伴妻子成了张有海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