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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前沿G

雪场规划师、冰灯雪景工、滑雪教练、电商卖鱼人……

冰雪新职业奏响乡村“致富曲”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时斓娜

春节刚过，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寺

耳镇的阳光美农食药用菌合作社内一派繁忙

景象。晚饭过后，村民们加班加点干起了手

头的活儿，将食用菌分拣、加工、打包，准备运

往全国各地。一包包食用菌产品充实了他们

的钱袋，也承载着他们对新春的期待。

阳光美农食药用菌合作社所处的洛南

县，是中国邮政定点帮扶县。在助力商洛市

商州区、洛南县双双脱贫摘帽后，中国邮政坚

持“四不摘”工作要求，在此实施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帮扶项目。

春节前夕，《工人日报》记者走进商洛市，

看帮扶之下当地如何实现村民就近就业、发

展种植产业，为生活打开更多可能。伴着浓

浓的年味儿，人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家门口工作，生活来源有保障

“日常每天发货两三百单，最近每天都有

近千单。”阳光美农合作社创办人罗婵说，平

时邮政快递一天到合作社一次，取走当天要

发的货，年前订单大增，快递车一天要来取 3
次货。

罗婵介绍，阳光美农合作社通过向当地

邮储银行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在合作社工

作的，都是当地的脱贫户。“村子里没有学

校，一些老人和妇女需要到镇上照顾孩子上

学，有了合作社，他们可以做一些拌料、接

种、管理菌种的工作，即使离开种地也有生

活来源。”

有了好产品，不愁好销路。在洛南县众

鑫农园豆制品合作社，记者看到，多款洛味儿

新年礼包正整装待发。众鑫农园合作社负责

人王洋告诉记者，合作社的 30余款产品上线

邮乐网、极速鲜等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还

可以享受邮费优惠。数据显示，中国邮政通

过邮乐电商平台助销商州、洛南农产品近

4000万元。

收入增加之外，洛南县脱贫户的生活也

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城关街道陶岭社

区，中国邮政投资建设的安全饮水保障工程，

改善了居民用水季节性短缺的问题，设有诊

断室、治疗室、留观室、药房的社区卫生室宽

敞明亮，让到村医家里看病成为历史。

智慧种植，产业“造血”有新招

1 月 24 日，记者来到商州区陈塬街道上

河村，一下车，清新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上

河驿”农耕体验园的 346 块菜园也随之映入

眼帘。

中国邮政派驻上河村第一书记王海琼告

诉记者，农耕体验园占地 50 余亩，在红仁核

桃示范园的核桃树下划分地块，可供种植多

种蔬菜水果，以租赁形式对社会开放认领，盘

活了土地资源。

“开发农耕体验园后，农民不仅能获得每

亩地 1000元的补贴，还可以通过有偿托管获

取收益。同时，我们还建成了上河核桃科技

主题馆，希望靠农旅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增

收。”王海琼说。

从上河村驱车前往板桥镇下湾村的途

中，“草莓小镇”几个大字在路边十分醒目。

在中国邮政的帮扶下，当地改造提升草莓种

植基地。种植大户郝彦子的 14个大棚中，有

两个智慧大棚。与普通大棚相比，智慧大棚

安装了棚用空调机组，产生的热量通过暖风

带均匀地输送给每一株草莓。

中国邮政派驻商州区副区长吴旭东介

绍，目前，园区年销售收入达到 500 万元，每

年可提供稳定就业岗位约 300 个，实现了邮

政资金使用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教育+就业”，美好日子有奔头

“新的一年，我希望网点余额能再上一个

台阶，同时快件必须投递到户。”说起 2024年

的工作计划，26 岁的中国邮政陕西省蓝田县

分公司灞塬支局长高鸽有着一股超越年龄的

成熟和干练。

毕业于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邮政通

信管理专业的高鸽，在上大学期间享受了中

国邮政的教育帮扶政策，毕业后工作至今不

过 3年出头，凭借出色的表现，已经有一年多

担任网点负责人的经历。

像高鸽这样受到邮政帮扶的大学生，在

灞塬支局的 8 名员工里就有 4 名。他们都是

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国邮政在商洛

多年实施人才振兴帮扶项目，以“教育+就

业”的方式，通过直属高等院校传授本领技

能，让贫困学子毕业后在邮政工作中找到用

武之地。据了解，自 2016 年以来，中国邮政

共招录 267 名贫困学生，资助每人 2 万元进

行订单培养，目前已接收 178 名毕业生入职

陕西邮政。

现在，高鸽不仅实现了留在父母身边工

作，还可以靠工资补贴家用。而网点另一名

受帮扶毕业生徐佳乐表示，“工作两年了，现

在是家里的顶梁柱，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在邮政帮扶之下，陕西商洛区县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帮一把，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杨萌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研学课程体系和团

队建设，迎接全国各地的小土豆、小辣椒、小

汤圆、小豆包们。截止到 2 月末，一直都有

研学团队来这里。”春节前后，来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奶头山村研学和旅游

的客人络绎不绝，吉林省铭睿文旅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丽娜一脸喜悦地告诉记者，靠

着公司团队的精心运营，在冰雪经济的加持

下，这个边境小村还会更好、更热闹。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 月 18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据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春节期

间，吉林省接待国内游客 2051.71 万人次，按

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5.48%；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 200.61 亿 元 ，按 可 比 口 径 同 比 增 长

57.03%。猛增的数据背后，是冰雪经济狂掀

热潮的澎湃动力，乡村游也借势喜迎发展良

机，在伴生了很多冰雪新职业的同时，也为

村民就业致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深挖资源，边境小村穿上冰雪“嫁衣”

奶头山村茫茫林海下，白雪皑皑，美不

胜收。在奶头山精灵王国冰雪乐园里，游客

们正坐着雪地摩托穿梭在原始丛林中，体验

着林海雪原带来的极致浪漫和刺激。

“长白山真是太美太壮观了，这里的雪

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发着光。”来自江苏无锡

的范女士，一口气坐了两遍雪地摩托，从未

有过的冰雪体验让她非常兴奋，“我还在霍

比特雪屋吃了火锅，房子是用雪块搭的，像

是在童话故事里，非常梦幻。”

奶头山村被称为“长白山第一村”，不仅

风景秀丽，还是“水稻之乡”。近几年，这里

的旅游产业被逐步开发，成了网络热门打卡

地，杨丽娜告诉记者，小村火爆的秘诀就是

挖掘资源特长，做好运营服务。

2011 年，杨丽娜返乡创业成为老板，近

年来她还成为“雪场规划师”。在她的设计

下，奶头山村以“旅游+农业+科技+互联网”

模式运营，和全国各地的 500 多家旅行社、

各 OTA 平台合作，大力发展“红色+民俗+

冰雪+林下经济”相融合的乡村全产业链。

2022 年开始，该村重点打造冰雪乐园项目，

包含原始森林穿越、雪地摩托、霍比特雪屋、

雪地火锅、雪地长龙等，广受游客欢迎。

1 月 20 日，奶头山村温泉度假酒店开业

试运营，预售通道刚一打开，春节期间的客

房就被订满了，新项目“开门红”让杨丽娜对

市场更有信心：“今年冰雪乐园扩大规模，投

资了 2000 多万元，增加了研学活动，接待了

好几拨南方的小朋友。未来喜欢东北的游

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乡村游也会有更大

的发展。”

雪花富万家，乡村就业迎来新机遇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东沟村的叶贵财，

家里有 15 亩蓝莓果园，夫妻俩一同经营，但

到了冬天，他就要为找工作而犯愁。“年轻时

上山摘松子把腿摔坏了，干不了重活，而且

岁数大了还不能走太远出去打工。”今年 62

岁的叶贵财说，趁着体力还可以，他总琢磨

着想再挣几年钱。

2023 年冬天，靖宇县着重发展冰雪旅

游，东沟村作为吉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开

始打造冰灯雪景，修建冰雪娱乐设施。村里

的年轻人多数在外打工，叶贵财作为留守的

劳动力，招工时被第一批选走。

“我负责人造雾凇景观，就是在树上喷

水，结冰之后非常漂亮，同时也帮着做一些挂

冰灯、切雪块等基础性的工作。一天 100元，

就在家门口上班，这工作多好啊！”叶贵财告

诉记者，这些不算重体力活，他应对自如。

冰雪经济的发展，为叶贵财这样的村民

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同样在冰雪项目里

“淘金”的，还有 37 岁的农民工王成。

王成老家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亚布力镇，

2009 年来到长春打工，通过朋友介绍，成为

了一名滑雪教练。“我学历低，读书少，没什

么一技之长，以前就是在老家种地，没想到

来长春学会了滑雪，还用这门手艺吃上了

饭。”王成性格开朗，很爱笑，是雪场的明星

教练，很多小朋友专门找他练习滑雪。

2023 年 11 月，长春市各大滑雪场陆续

开板营业，王成所在的天定山滑雪场第一天

就迎来了 3000 多名滑雪爱好者。他一天接

待了四五个学员，忙得吃不上饭，晚上 11 点

多才下班回家。

据悉，“十四五”时期，吉林省将旅游业确

定为三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计划用 5 年

时间将冰雪旅游收入提升至 5000 亿元。在

冰雪经济的发展下，像叶贵财、王成这样的农

民工也依靠冰雪项目，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冬捕引流，小鱼馆做上大生意

从进入腊月开始，曲丽杰每天都要忙到

很晚。客户订鱼的电话，从早上一直响到夜

里 11 点多。

“我家客户遍布全国各地，近的有黑龙

江的，远的有海南、新疆的，都是来我家吃过

鱼后被圈粉加微信订的货。”春节前后，曲丽

杰店里的订单量大增，鲜鱼礼盒每天要通过

快递发走 200 个左右。

曲丽杰是一名 90 后渔家姑娘，从小生

活在查干湖畔。大学毕业后，她回乡创业，

和姐姐曲丽敏在查干湖北湖区域开了一家

鱼馆。

查干湖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内，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渔

业资源非常丰富，每年一度的“查干湖冰雪

渔猎文化旅游节”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

验游玩。“今年来了很多南方客人，体验冬捕

文化，也必然会尝尝本地特色的大锅炖鱼。”

曲丽杰告诉记者，今年渔猎文化节期间，客

人比以往增加了三四倍。她家鱼馆最多一

天炖了 60 锅鱼，接待了 200 多桌客人。

现在，姐姐曲丽敏主要负责鱼馆生意，

她则把更多精力放在电商平台上。“今年我

们把店面扩大了一倍，门店的接待量上去

了，电商客户也会更多。”提到未来发展，曲

丽杰充满期待，家乡旅游文化的发展，让她

可以守着家人做喜欢的事，过上自己“向往

的生活”。

吉林各地冰雪经济发展火热，由此产生了雪场规划师、冰灯雪景工、滑雪教练、电商卖

鱼人等冰雪新职业，让当地村民也搭上了冰雪经济的快车，奏响了乡村“致富曲”。

本报讯（记者黄仕强）近日，记者从重庆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重庆城

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 60万

人以上，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15 万人以上，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8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

率控制在 5.5%左右。

同时，重庆还将引进人才 7万人以上，新

增取得高级工以上证书 6.8万人次，新增技师

高级技师证书 8000人次，技工院校招生 3.9万

人，开展补贴性培训 15万人次；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结案率 95%以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

率 70%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

率 97%以上，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

案率 98%以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654万人、

失业保险 635 万人、工伤保险 705 万人，新开

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 90%。

据介绍，为确保预期目标实现，重庆市人

力社保局将开展社会保险扩面提质、中等收

入群体倍增等“四大行动”，推动超龄人员等

特定群体参加工伤保险，逐步扩大农民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并完善

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加强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权

益保障。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

量，重庆农民工人数约为 791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 25%以上。”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让广大农民工的“幸福路”越走越宽

广，该局正通过“如鸟归林”的就业帮扶、“如

鱼得水”的创业支撑、“如沐春风”的权益保

障、“如舟靠岸”的服务体验，让农民工群体

“家乡回得去、城也留得下”。

重庆将新增城镇就业超60万人

物资转运备耕忙

湖北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屈静）近日，湖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等十部门联合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着

力做好春节前后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全力送岗促就业，开

展各类专项就业服务，结合“促就业”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等，加大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力度，确保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基

本稳定。开展“春风送技能”专项行动，强化职业指导服务，引

导农民工提升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聚力保护维权益，深入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强化

日常监管，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休息休

假等劳动保障权益。加强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宣传，做

好农民工法律服务，将进城务工人员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做好

农民工法律援助，开辟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依法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

合力帮扶送关爱，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将符

合条件的困难农民工纳入救助范围，足额发放救助金，及时解

决农民工遭遇的突发性、紧迫性基本生活困难。加强传染病

防控指导和健康宣教，引导农民工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组织

开展农民工慰问演出活动，积极创作展现新时代农民工精神

风貌的文艺作品。

2月27日，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码头，工人将卸下的化肥装车。
早春时节，各地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好基础。

新华社发（王春 摄）

邓崎凡

高手在民间，河南郑州博物馆又出了个“扫地僧”。

春节期间，几名游客在博物馆参观，看着展柜中的展

品，他们随口一问：“什么字儿啊？”一旁正擦拭着展柜玻璃

的保洁阿姨吴留萍开始热情讲解：“弦纹铜盉，就是个调酒

器，往里面装三样（酒），就像现在咱们调鸡尾酒一样……”

这不是郑州博物馆出现的第一个“扫地僧”。

2023 年国庆期间，在“锦绣云霞”展厅，只有初中文

化的保洁阿姨孙宝菊为游客即兴讲解“云肩之美”的视频

在互联网走红，她头头是道的讲解让网友们折服。

刚到郑州博物馆做保洁员时，吴留萍对文物的了解

并不多。博物馆鼓励员工多了解熟悉博物馆的文物。于

是，在工作时，吴留萍开始有意识地留意每一件青铜器的

介绍，她还从讲解员的专业讲解中记忆一些感兴趣的知

识。记得不牢的部分、不认识的字，吴留萍就回家后在互

联网上再搜索学习。耳濡目染深入了解后，她愈发感受

到文物散发出五彩斑斓的魅力。

视 频 传 开 后 ，网 友 们 纷 纷 感 叹 ：“ 万 事 难 抵 心 头

热爱。”

这几年，有很多像吴留萍、孙宝菊这样让人们惊叹的

“扫地僧”：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保安杨贵宝的讲解得到

了南京大学教授的夸赞，颐和园保洁班长张旭能把颐和

园的 19 座建筑一一报上名来，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得《中

国诗词大会》的冠军……

无一例外，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掌握了很多人不具

备的知识。

一切源自热爱。

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但在日复一日

奔忙的平凡生活中，爱好被深埋直至枯萎。工作占据了

生活里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去照顾那些脱离了烟火气

的爱好，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也许我们没有像吴留萍、孙宝菊这样近水楼台般的

机会，但是再忙再累的生活，也需要有不同的营养和调

剂。更何况，拼命地工作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

还有远方和诗，那些我们内心的热爱，和工作一样，是生

活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生命更

加充盈。

当然，我们不用追求成为别人眼中的“扫地僧”，只要

能从中得到乐趣，让人生更加多彩，那些爱好就值得我们

一点一滴去付出和积累。那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加

分”，多少并不重要。

我们刚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希望大家心里深埋的

热爱也随着春天发芽，一路生花。

万事难抵心头热爱

2月 27日，南宁供电段的两名接触网工在检查南宁动车
所的接触网线路。

春运接近尾声。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供电
段的接触网工们积极开展巡查，检修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站好春运末班岗。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动车接触网工站好春运末班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