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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俯身、铺平衣服、剪掉线头，60 岁
的脱贫户王楚珍熟练地将一件崭新
的编织毛衣处理完毕。

走进她工作的重庆市开州区大德
镇重庆盈进服装有限公司，两条智能
生产流水线正开足马力生产。“因为身
体不好，我干不了重活，在车间的工作
既轻松又能减轻家庭负担。”她说。

公司负责人王楚元介绍，近两年
公司外接订单和效益不断增加，新增
就业人数达 100 多人，其中多半为当
地脱贫户。

在开州区，这样的就业帮扶车间
（基地）共有19个，今年以来吸纳农村劳
动力就业518人、脱贫人口就业204人。

近年来，开州这个传统劳务输出
大区正通过扩大就业帮扶、拓宽就业
渠道、创新就业服务搭起“就业桥”，
让返乡农民工、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
稳就业、好就业。

颠勺、起锅、浇汁，一盘干烧鱼香
气扑鼻。面前这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
笑了笑，这是他的拿手好菜。他名叫
李发林，家住高桥镇大坪村，他相信，
掌握一门技能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母亲去世，父亲身患残疾，还有
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家里很困难。”李发
林说，原先一家人的生活主要依靠种
植番薯、玉米，一年收入不过2000元。

2020 年，李发林听村委会工作人
员宣传就业技能培训政策，突然眼前
一亮。“政府为我们提供免费培训，还
有生活补贴，我报名参加了为期一个
月的厨师培训并顺利结业。”他告诉记
者，技能培训激发了自己对烹饪的喜
爱，培训结束后，他通过“雨露计划+”
就业促进专项行动，继续在重庆市长
江职业培训学校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专业完成了为期两年的中职学习。

如今，李发林在重庆一家餐馆做
厨师，月收入达 6500 元，他希望今后

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近几年返乡农民工回流趋势明

显，帮助这个群体在家乡找到合适的
工作，是当地稳就业工作的重点。

36 岁的胡向兵是返乡创业大军
中的一员。干净敞亮的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里，胡向兵的公司刚接到一笔
新订单。“真正开始创业后才发现不
容易。”胡向兵说，虽然以前外出务工
学了些技术，但自己不懂经营也不懂
管理，对相关政策更是一头雾水。

“入驻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后，一
切变得简单起来。”胡向兵说，专人辅
导、定期培训、政策宣传……各项服
务都很周到。2021 年，创业园的导师
还帮助公司申请了小微企业信用贷，
缓解了疫情期间的资金压力。

开州区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州为脱贫人口创业优先推荐创业项
目，充分利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简化
贷款程序，让有创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和
贫困高校毕业生应贷尽贷。目前全区
返乡创业者达 8.2万人，创办实体企业
3.45万户，带动25万余人就业创业。

初秋，大巴山被薄雾笼罩，青翠依
旧。开州区竹溪生态乐园里，万亩柑
橘等待成熟。山腰一处 300 亩的标准
化柑橘种植园中，种植户向周国在向
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柑橘养护技术。

“技术服务都是免费的，专业指导让柑
橘质量更好、收益更高。”向周国说，他
返乡后搞起柑橘种植和采摘产业，带
动当地 30 余名农民就地就业，明年柑
橘挂果后年收入起码有近百万元。

“返乡人员回到家乡创业，不仅
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通
过发展产业为乡村振兴带来新活力，
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竹溪镇党委
书记彭昌国说。

新华社记者 李 晓 婷 陶 冶 蒋
彪 王宇轩

九月，祁连山下，细雨微寒。
53 岁 的 邓 发 斌 心 里 却 暖 意 融

融。他告别了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的
老宅，搬进 140 平方米的二层新居，
并很快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邓发斌是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
族自治县祁连镇祁连村村民。他家
土 木 结 构 的 老 房 子 已 经 建 了 20 多
年，屋后便是土崖。“最怕汛期山沟里
的雨水冲下来，有滑坡风险。”

甘肃是全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
之一，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 12.14%，地质灾害高发易
发区域超过全省国土面积的 50%，查
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 2.07万处。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
丁煦介绍，为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和生态安全，今年起，甘肃全面推
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
对生态及地质灾害威胁区、自然保护
地核心保护区等六类区域的群众采
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进行
搬迁。每户搬迁群众有 10 万元财政
补助资金，以及 5万元贴息贷款。

“刚开始也有顾虑，但听了好政
策，我们就积极参与搬迁了。交了
6.6 万元就搬到了新家，5 万元贷款还
能用来装修。”邓发斌说。

省时省力的装配式住宅、三室两
厅的敞亮新居、可以种花种菜的小院
……新房子的条件让邓发斌欣喜。

新房寄托着邓发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他专门请了三家装修公司，

对比选择了最喜欢的装修风格。全
屋定制柜和亮得发光的大理石餐桌，
每一件精心挑选的物件都凝结着他
对高生活品质的追求。

搬得下，更要稳得住、能致富。
当初，邓发斌最担心人搬下来

了，庄稼和羊怎么办。
祁连镇镇长毛渊雄介绍，等村民

们搬到新家、拆旧复垦之后，当地计划
在原址附近集中建造养殖小区，农具也
放在那里。“相隔三四公里路，群众来回
方便。人畜分离，改善了乡村风貌。”

除了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外，
当地还计划依托独特的自然、文化资
源发展旅游业。“安置点离祁连镇的
冰沟河景区不远。我们在基础设施
上投入了 698 万元，进一步提升安置
点的风貌，鼓励村民们开民宿和农家
乐。”毛渊雄说。

安置点上，格桑花开得正旺。花
圃旁是八个大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邓发斌也有开民宿的打算。他
给新房子取了个诗意的名字——清
山小筑。“我不会啥漂亮话，只知道，
搬过来的好简直都说不出。”

丁煦介绍，今年甘肃计划通过生
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 4 万余户
15.8万余人拥有新家园。

新华社记者 王 植 樱 张 玉 洁
张智敏

架架起起““ 就业桥就业桥”” 助力振兴路助力振兴路
——重庆开州多举措保困难群体就业见闻重庆开州多举措保困难群体就业见闻

祁连山下新家园祁连山下新家园

9月 20日，洛川县旧县镇故现村村民王效民在果园内管理果树。
眼下正值“苹果之乡”陕西洛川县 53 万亩苹果收获季节。据当地农业部门介绍，今年

洛川县苹果总产量预测为 101.9 万吨，已经成熟上市的中早熟品种，凭借良好的品质受到市
场青睐，洛川苹果将迎来产量和效益“双丰收”。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苹果之乡”产量效益“ 双丰收”

薄如蝉翼的高精度铜箔、应用于新
型显示产业的高端材料、能检测物料成分
的激光成分分析仪……在 2022世界制造
业大会现场，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带来了自己的“黑科技”、新产品，为制造
业发展增添了新活力与新动能。

走进本届大会展馆合肥滨湖国际
会展中心，数万平方米的空间里科技感
十足。在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台，一卷卷轻薄闪亮、滑若丝绸的铜
箔吸引许多人围观。“没想到厚重的金
属铜也能加工到比头发丝还细、比纸还
薄。”一名参观者竖起大拇指说，真是了
不起！

“铜箔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所需的重要材料。”展台工作人员徐一
帆说，该公司致力于高端材料研发生
产，订单增长稳定，2021 年被认定为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 新 企 业 ，尤 其 是 专 精 特 新
“ 小 巨 人 ”企 业 是 促 进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展的生力军，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稳 定 ，推 动 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安徽禾臣新材料有限公司展台，
几块圆圆的黑色垫子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这是吸附垫和抛光软垫，别看它们
黑乎乎的，却是新型显示产业链上的必
需品。”展台工作人员许成拿起垫子向
记者介绍，这些产品过去主要依赖进
口，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打破了技术垄
断，目前企业生产的吸附垫产品在国内
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公司也于 2021 年
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处的“赛
道”千差万别，成长路径也不尽相同，但
灵魂都在于创新。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罗俊章介绍，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已
经成为衡量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
指标。目前，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共设立国家级研发中心 600 多个，总
计持有发明专利 14 万余项，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良的产业生态既离不开大企业
的龙头带动，也离不开中小企业的配套
支撑。本届大会上，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合肥金星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带来几台激光成分分析仪，圆润流畅的
外形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这些机
器不仅‘颜值’高，‘智商’更高。”该公司
工作人员柳文翔说，激光成分分析仪能
快速检测物料的成分，无需采样、制样，
检验结果也能同步到数据平台。目前，
这些仪器已经广泛应用于有色、钢铁、
电力等领域的大型企业，助力企业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

从 普 通 的 中 小 企 业 成 长 为“ 小 巨
人”，需要多方共同浇灌、培育。大会
上，安徽省天助纺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展示的涤棉分离技术令人印象深
刻。它能将废旧衣物、边角料中的纤维
素提取出来，重新制成吸音板、湿巾等，
减少了纺织行业污染和浪费。

“在我们一步步成长为‘小巨人’的
过程中，离不开贷款贴息、产学研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等惠企政策的支持。”该
公司销售经理钱永景说，今后公司将继
续加强科研创新，争取成为拥有“独门
绝技”的单项冠军。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胡锐

“ 小巨人”为中国制造注入活力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的专精特新企业观察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明山头镇新村
社区村民夏新华前几天收获了新一季
的中稻，留足一家人的口粮后，他打算
把剩下的 3100 公斤卖掉。夏新华给同
社区的杨四海打了个电话，当天，杨四
海就派车来收走了全部稻谷，付给夏新
华 7102 元。

杨四海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负责人，也是一名新型“粮经纪”——凭
借日处理稻谷数百吨的烘干设备、条件
先进的仓库和更高的收购价格，他和当
地农民实现“双赢”。

夏新华说，以前卖粮，要先在自家
院子或者路边把谷子晒干，但车压、风
吹、鸟食等原因，会让稻谷有至少 2%的

损耗，遇到下雨天，损耗会更大。一些
家中缺少劳力的农户，还得花钱请人帮
忙晒谷，折合下来，每斤的人工成本要 5
分钱左右。

杨四海告诉记者，和农户自己晒谷
动辄需要三五天不同，烘干机只需要 14
个 小 时 就 能 把 同 样 的 工 作 完 成 得 更
好。烘干后的稻谷被存放进安装有通
风地槽、恒温空调和高压风机的仓库，
能大大减少损耗。“有些储粮条件不好
的农户，稻谷放上几个月，发霉变质的
比例能达到 40%。”杨四海说，“在我们
这种仓库里存放一年都不会有问题。”

杨四海 2020 年开始收粮，去年全年
共收粮 6000 吨，辐射半径 30 公里，覆盖

了周边 4 个乡镇。他说，希望今年全年
能收到 1万吨粮食。

近年来，新型“粮经纪”已成为湖南
各地农村常见的一个职业群体。在 100
多公里外的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新
型粮食经纪人李杰刚刚把前几天从农
户手中收来的 33 吨优质稻谷用大卡车
发往广东湛江。“量多质高不愁销，我价
格卖得高，所以给农民的收购价也不
低。”李杰说，每斤稻谷自己的收购价要
比别人高出 2 到 5 分钱。记者注意到，
在卸粮、烘干等环节，总有工人拿着扫
帚将散落的稻谷归拢。

李杰的公司 24 小时营业，农户随
到随收，而且他从不以量定价，同样的

品种不管是几百斤还是上万斤，都是
一个价。粮款支付方式也很灵活，根
据 农 民 需 要 选 择 现 金 、转 账 等 ，不 会

“打白条”。
“ 我 们 只 有 依 靠 农 民 才 能 做 大 做

强，农民的丰收就是我们的丰收。”李杰
说，新型粮食经纪人都需要一批稳定的
粮源，而自己的市场已经拓展到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也需要收到更多粮食。

李杰已经开始尝试保底收购和订
单收购。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新型

“粮经纪”除了能让自己和农民都赚到
钱，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责任，那就是让
农民能增加信心，安心种粮。

新华社记者 周勉 李琳海

从田间到粮仓：湖南多地新型“ 粮经纪”助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