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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长城施工正酣
4月19日，工人在山海关长城北翼城修缮工程工地施工。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山海关长城保护展示工

程——北翼城1号马面至4号马面段保护修缮工程施工稳步
推进。该工程坚持“最小干预”和“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尊重
长城各时期的历史的演变，以考古成果为依据，最大限度保
留各时期历史信息和长城历史风貌。按计划工程将于今年5
月竣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蒋少萱）“您

看保安岗愿意接受吗？这类岗位目前招人比

较多。”“可以的，我去试试！”连续几天，广西

南宁西乡塘区的农民工李大哥，每天都接到

“找不到工”窗口推荐岗位的电话。

此前，该窗口工作人员林小淇向李大哥

推荐了正在招聘的六家企业，本以为能顺利

解决李大哥“找不到工”的难题。然而，不久

后，李大哥又找到林小淇表达苦恼：“他们都

嫌我年纪大了，不愿意要我，我还是想继续做

送货的活。”

在林小淇和同事们不断努力下，李大哥

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多亏小林一直

帮助我。”

2022 年 8 月，南宁市在全市人社系统服

务大厅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广设置“招不到人”“找不到工”“领

不到薪”反映窗口。

“找不到工”反映窗口重点服务于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

就业群体，提供招聘岗位信息推送、职业指

导、职业培训、见习引导等服务，帮助解决就

业问题。

去年 9 月，李大哥曾来到“找不到工”反

映窗口，“可以帮我找份工作吗？最好是帮人

拉货，其他工作也可以。”

“您先填一下登记表，我再和您详聊。”南

宁市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办公室市场服务科工

作人员林小淇，将一份“找不到工”事项登记

表递给李大哥，上面有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

信息，还有人员类别、求职意向、工作简历等

详细信息。

在了解完李大哥的求职意向和工作经验

后，林小淇在广西“数智人社”平台中输入“送

货”等意向岗位关键词，进行检索匹配，但当

时并未搜索到与李大哥意向相关的岗位，便

为他推荐了其他岗位。

记者采访了解到，“找不到工”反映窗口

设置“专单”解决相关就业问题，要求在 5 个

工作日内给出推荐岗位，并安排专人跟踪求

职进度。同时，“找不到工”反映窗口工作人

员还会引导求职者通过人社局网站，或通过

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检索、浏览求职信

息。求职者上岗后，工作人员将定期电话回

访，做好后续保障。

今年 4 月 13 日上午，林小淇给李大哥打

电话进行回访，追踪他的工作现况，于是出现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南宁市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方静介绍，“四不”窗口成立至今，帮助登记

“找不到工”诉求求职者 1964人，帮助企业解

决“招不到人”的急切招工需求 117 件，为企

业和群众办理“疑难杂症”各事项 349 件，接

到涉及劳动或劳务纠纷的问题反映 591 件，

目前顺利协调解决 461 件，帮助劳动者追回

有关报酬 517.8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刘畅

找家政，首选“兴安家政”；好缝纫工，得

从化德县找；电力架线工，要属享誉全国的

“敖汉架线工”……当前，劳务经济发展已进

入品牌经营时代，构建劳务品牌促进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已成为各

地的共识。如何打造劳务品牌，让其成为就业

增收的“金名片”，也引起了各地的思考。

树一个品牌带一片就业

一根安全带，百米高空，重达数吨、需使

劲仰头才能看到顶端的线塔，像在百米高空

走钢丝的架线作业现场……这是内蒙古赤

峰市敖汉旗架线工的日常工作环境。

架线工不仅需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要胆大心细、有技术做支撑，没有经过专业

培训和实践，很难入门。而在敖汉旗，从事架

线的工人多达 5 万人，经纪人 170 余人，工人

月工资平均在 6000元以上，每年为该旗创造

劳务经济收入 17亿元以上。

“现在每月收入过万元，已经在县城买了

房子。”杨继波是土生土长的敖汉旗人，架线

工较高的收入让他早早解决了“买房置业”的

人生大事。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共培育打造“敖

汉架线工”“丰镇工匠”“巴林左旗笤帚工”等

国家级劳务品牌 7个，打造“开鲁建工”“化德

缝纫工”等自治区级劳务输出品牌 19 个，以

及“仁和蒙嫂”“科尔沁育婴师”等家政服务品

牌 34个，累计带动就业近 60万人次。

“劳务品牌成为拉动就业增长、促进群

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这些年

来，劳务品牌的功能正从化解就业总量压

力，向化解就业结构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方面转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院长莫荣说。

多形式培训助脱贫致富

“对于青壮年群体来说，月收入万元以上

的架线工等工种‘含金量’很高。对于需要照

顾老人孩子的妇女来说，月收入几千元的刺

绣工、育婴嫂等工种的‘含金量’也很高。我

们所说的提高劳务品牌的‘含金量’，应该是

广义上的、能够促进不同劳动力群体提高收

入，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工作推进思路。”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市场需求大、吸纳就业多、简单易学……

在“中国笤帚苗之乡”赤峰市巴林左旗，笤帚

苗手编成为很多农牧民家庭妇女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据统计，2018~2022 年，当地共组织培训

农牧民 3332人，为笤帚苗产业形成品牌并发

展壮大提供了丰沛的人力资源。

“培训采取驻村初级培训、精品提升培训

两种方式进行，培训后与笤帚加工企业对接，

农牧民到龙头企业，或者采取‘企业＋农户’

的形式，农牧民在家加工笤帚，企业回收产

品。”当地就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目前，巴林左旗共有笤帚加工企业 198
个，带动 2万余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推动劳务品牌创业促就业

内蒙古自治区按照“一县一品牌”的要

求，大力推广市场化运作、规范化培育、技能

化开发、规模化输出、品牌化推广、产业化发

展的“六化”发展模式。各盟市在大力发展劳

务品牌的同时，也格外重视品牌创业带动就

业的社会效益。

家庭十分困难的范玉普参加当地人社部

门举办的电焊培训班，取得资格证书后创办

了自己的公司。经过 3 年打拼，公司规模不

断扩大，范玉普也被扎兰屯市就业局训练中

心聘为培训讲师。几年来，他已累计培训合

格焊工学员 143人。

扎兰屯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扎

兰屯都有 400多名城乡劳动力通过参加焊工

技能培训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目前，9 期

电焊班学员中，参加培训后成功创业的有 12
人，带动就业 102人。

“专业技能是务工人员的立身之本，决

定着品牌的竞争力。”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

务中心负责人表示，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

级，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

各地要大力提高劳务品牌的技能含量，有针

对性地抓好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力，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内蒙古培育打造 7 个国家级劳务品牌、19 个区级劳务品牌、34 个家政服务品牌，带动就业近 60 万人次

这些劳务品牌何以成为就业增收“金名片”？

“找不到工”窗口来了，心仪的工作有了
广西南宁设立该窗口以来，帮助求职者 1964人，协调解决纠纷 461件

4月19日，在宝丰县一家汝瓷企业，汝瓷艺人王占稳（中）与同事一起挑选汝瓷素坯。
河南省宝丰县是汝瓷文化之乡。近年来，宝丰县不断推进汝瓷技艺传承、汝瓷器型创新发

展，通过实施“传帮带”等形式，壮大汝瓷人才队伍，提升研发日用类、工艺摆件等器型的能力，拓
宽消费市场，增加从业人员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宝丰县拥有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百余人，汝瓷烧制企业和研发机构160余家，从业人员数千人。 新华社发（何五昌 摄）

发展汝瓷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新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平台运行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近日，新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电子保险保函平台正式启动。随着该平台上线运行，电

子保险保函可替代现金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可改变

农民工工资现金保证金占用企业资金额度大、周期长的

情况，也是推进农民工安“薪”无忧工程的又一举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住

建、水利、交通等部门联合印发相关规定，明确工资保证

金可以采用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等形式替代。为进

一步推动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等方式替代现金存储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政策的落地实施，切实为企业纾困减

负，优化营商环境，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依托“新薪通”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

平台，开发了新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平

台。该平台与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数据的

实时交互共享，将实现对根治欠薪工作数字化转型和智

慧化治理。

电子保险保函是纸质保险保函的信息化凭证，是代

替保证金的有效方式，与纸质保险保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国家电投集团昌吉分公司投保了人保财险农民工工

资支付履约保证保险，目前在施工项目释放保证金 100
余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平台，只用线

上提供相应的投保资料，极大节省了来回奔波耗费的时

间。”公司总经理柳磊起说。

青海专项行动立案及协调处理2561件欠薪案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人社厅获

悉，自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青海紧盯工程建设、新业态等重点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

突出问题，立案及协调处理欠薪案件 2561件，为 1.4万名

农民工追发工资 1.67亿元。

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根治欠薪工作，多次对专

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和调度，并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三个

督导组，采取宣传政策、排查隐患、联合检查、专项督查、

定期调度和关键节点周调度日报告等务实措施，对重点

项目和欠薪反映较为集中的重案、要案进行督办，进一步

压实属地工作责任。

青海以工程建设领域和新业态等为重点，会同行业

主管部门，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欠薪隐患，

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 2638户，涉及劳动者 11万人。青海

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及时督办和协调解决本领域欠薪案

件，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78件，涉及农民工 2194人，解决

欠薪 2176.46万元。

同时，青海公安部门开展防范化解岁末年初欠薪风

险隐患行动，立案 15起，通过侦查办案共为 142人追回欠

薪 261.4 万元；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司法监督职能，优质高

效办理农民工欠薪案件，诉前促成和解 153件，追回工资

533.92 万元；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解决欠薪案件 42
件，涉及 268 人、532.89 万元；司法行政部门简化法律援

助程序和流程，办理农民工欠薪法律援助案件 95件。

青岛组织开展欠薪线索集中清理“雷霆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嫱 通讯员王佳）近日，山东省青岛市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部署

全市欠薪线索集中清理“雷霆行动”有关工作，决定自

2023 年 4月中旬至 9月底在全市开展欠薪线索集中清理

“雷霆行动”。

行动将聚焦三个目标。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加工制造

业、新就业形态等欠薪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全面梳

理排查欠薪风险隐患，推动欠薪案件快立快处快结，坚决

实现“欠薪线索数量有效遏制、信息监管水平持续提升、

欠薪治理形势总体稳定”三个目标。

行动将抓好四项工作。一是抓排查，全面摸清欠薪

风险隐患。市、区两级将对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全面梳理

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和欠薪线索，将以项目

（企业）为单位建立台账、责任到人、限期办结。二是抓处

置，高效化解欠薪案件线索。对未按期办结或涉及人数

多、金额大的重大欠薪项目（企业）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挂牌督办。实行“一案多查”，带着案件查项目，既查整体

工资支付情况，又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

对检查出的违法行为一跟到底督促整改，彻底消除欠薪风

险隐患。三是抓惩戒，严惩重处欠薪违法行为。对查实的

拖欠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不落实等违法行为，将采取

“五个一批”措施，即通报约谈警示一批、官网媒体曝光一

批、行政执法处罚一批、列入“黑名单”惩戒一批、依法移送

公安一批。四是抓长效，完善欠薪治理体系建设。以案件

治标促源头治本，治标治本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大山里的腌菜企业

40万元重奖优秀职工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向继武 冉

宋吉）4 月 18 日，湖北建始食达好公司召开

表彰大会，对过去一年综合考核超目标任务

的 13 个先进团队，45 名优秀管理人员、优秀

员工奖励 40万元。

成立于 1992 年的建始食达好公司，是一

家专注恩施富硒酱腌菜研发，技术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的多元化发展企业。

公司围绕绿色发展找商机，推进企业

诚信建设，完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

标准化体系建设；通过“以商带农促工”发

展，2022 年企业实现产值 7900 万元。公司

通过富硒食材深度开发，目前已经拥有国家

专利 16件，腊肉系列产品入选湖北荆楚优品

目录。

为了更好调动 253 名职工干事创业热

情，公司采取激励措施向一线职工倾斜的办

法，在一线岗位和中层管理人员中开展选树

先进予以表彰。

表彰设置忠诚奉献奖、敬业奉献奖、诚

信务实奖、出类拔萃奖、最佳进步奖等，体现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特点，获奖者代表

企业职工最高技能水平、最强创新精神和最

好奉献品质。

职工纷纷表示，受表彰者是公司发展的

引擎，企业在经济大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取

得良好的业绩，是员工和业主齐心协力的结

果，重奖优秀员工将促进企业进入良性循

环，赢得更好发展。

近期，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不断加

强精准化培训和开展定期观摩，创新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上讲堂”模式，通过上

台、亮单、晒绩，推动比思路、比干劲、比

实效，不断提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

能力。

建立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每月谈”

制度。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谈党建、谈

发展、谈服务、谈治理作为“主题党日”活

动的“固定议题”，围绕“干什么”“怎么

干”，每月选择一个主题，向乡（街道）党

（工）委联村（社区）领导、联村（社区）干部

和本村（社区）党员、群众讲思路、讲做法、

讲成效。

健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上乡级讲

台”制度。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到乡（街

道）谈党建、谈发展、谈服务、谈治理作为乡

（街道）党（工）委会议的“常设议题”，建立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上讲台”评价机制，对情

况不清、思路不明、应知不知、应会不会、措施

不实的，由乡（街道）党（工）委督促“回炉”，在

下次党（工）委会议上重讲，直至通过后方可

进行“轮换”。

建立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上“组工讲台”

制度。在经济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一周一小

时”专题学习会增设“村（社区）党组织书记‘20
分钟党建’”议题，每月邀请 1至 2名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到部机关讲党建，接受组织人事部

部务会成员、各处室负责人现场点评。

（洪荣培）

破解“表达”难题 提升履职能力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坚持把推动工作

高质量发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推动党员干部在理念、知识、能力

等方面切实跟上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是突出专业训练。围绕省委、市委、

经济区党工委重大决策部署及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难点工作，分领域、分专题开展经

济发展、项目规划、招商引资、乡村振兴、基

层 治 理 等 专 题 培 训 22 期 ，培 训 党 员 干 部

1980 余人次。

二是深化实践锻炼。坚持把基层一线、

急难险重前线作为干部成长的主阵地，选派

干部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

工作一线，推动广大干部到基层磨砺、在一线

成长。2022年，推荐 5名干部参加省产业大招

商工作、黔粤互派干部挂职，到市“强省会”

办公室、政府驻外联络处（办事处）跟岗锻

炼；选派 22名党员干部驻村或到村任第一

书记、21名党员干部到村担任民情助理。

三是加强实战历练。把围绕服务中

心大局提升实战能力作为干部教育培训

的重要内容，紧盯经济区“1+N+1”服务企

业包保责任制落实，选派 150 余名党员干

部组成 22 支“包保队”，定期深入企业、项

目帮助解决政策咨询、要素保障等问题，

推动干部在实战实训中不断锤炼个人作

风与能力。特别是在 2022 年“8·31”疫情

防控工作中，1900 余名干部职工投身一

线，下沉核酸检测各点位，在大考中锤炼

了党性、增强了本领。 （郑兴艳）

突出实践导向 锤炼干部成长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