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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爽 通讯员
戴忠兴

“现在天冷了，果园也没什
么活，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喜欢的
工作，真是太好了……”“有了烹
饪技术，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工
作，还可以开饭店，让更多的人
品尝到我的手艺……”

农闲之余，农民在家门口就
能接受技能培训、找到工作，不仅
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点亮就业路，
更让增收有了保障，这正是我州
持续用情用力做好农村劳动力就
业系列服务保障工作的缩影。

农村劳动力就业是“三农”
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农民增收的
重要渠道，事关民生福祉，事关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我州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紧盯农村劳动力就
业意向，加大就业岗位供给，强
化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公共就业
服务，全力帮扶农村劳动力精准
就业。截至目前，全州实现农村
劳动力就业达9.87万人次，脱贫
劳动力就业为2.29万人，组织农
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9
万人次。

夯实岗位供给“基本盘”

在轮台县阳霞镇组织举办
的一场招聘会上，66家企业提供
了涉及保安、操作工、电工、安全
员、资料员等上千个优质就业岗
位，吸引众多农民前去找工作。

“这些岗位要求低、福利好、
工资高，离家还近，很适合我。”
村民美合热古丽·艾合麦提说，
过去农闲时打零工收入不稳，如
今有了“家门口”的工作，就能实
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今年10月，我州各级人社部
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
式，组织开展了以“助力农业产业
发展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为主题
的 10场次系列招聘活动。活动

中，183家企业提供岗位1801个，
开展用工、职业指导 119 人次，
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50 人，
发放就业政策宣传资料 861 人
次，帮助各类企业招工稳岗，推
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此次系列招聘活动是我州
夯实岗位供给“基本盘”，全力促
进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在农
闲时节务工的最直接举措。

今年以来，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就
业，瞄准“专精特新”，紧盯规上
企业，深入挖掘自治州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重点企业等各类
市场主体和各方面就业岗位资
源6.67万个；有针对性地开展农
村劳动力务工和劳务对接工作，
积极培育发展劳务经济组织、劳
务经纪人和有地域特色、行业特
征、技能特点，带动农村劳动力
就业效果好的劳务品牌，充分发
挥市场化转移就业作用，帮助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9.02万
人次；依托纺织服装、农副产品
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农
村劳动力就业6033人。

我州找准农村劳动力、脱贫
劳动力就业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通过就业服务不下线、充分挖掘
岗位资源、畅通信息发布渠道、扩
大信息传播、促进供需对接等一
系列扎实举措，不断挖掘就业新
资源，开拓就业新领域，释放出更
大的就业空间，让农村劳动力、脱
贫劳动力拥有了更多新选择。

催生就业增收“源动力”

职业技能提升是就业渠道
拓宽的重要途径，我州各级人社
部门将技能培训搬到村民家门
口，在提高群众技能水平和就业
能力的同时，促进辖区居民通过
多种方式实现就业。

库尔勒市英下乡 34岁的早
热古丽·艾力牙孜经营着一家商
贸公司，随着公司经营范围不断
扩大，急需从事保健行业的人才。

今年，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将各类技工培训送
到群众家门口，保健按摩师培训
便是其中一项。

早热古丽与公司10名员工报
名参加了保健按摩师培训班，经
过一个多月的系统学习，有8人拿
到盼望已久的保健按摩师证书。

“通过这一个月的系统学
习，我们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
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早热古丽
说，通过参加培训学习，她既懂
得了规范经营管理，又增强了
技能本领，对今后的生活更加
充满信心。

推动实施自治州今冬明春
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行动，大力开
展订单、定向、定岗以及校企合
作培训；对 972名城乡劳动力实
施项目制培训，进一步提升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施职业技
能等级提质扩面行动，引导、帮
助3所职业院校、29个工种实现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增量备案，新
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或职业资
格证书2.07万人；积极参加自治
区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
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选拔赛，一
人荣获二等奖，一人荣获三等
奖，38人获得优胜奖……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就
业之基。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为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主要途径，
以培训促进就业，以创业带动就
业，以就业助力发展，把技能培
训“触角”不断延伸到田间地头，
提升各类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
进一步拓宽群众就业门路，让群
众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
之长，催生就业增收“源动力”，
致富道路越走越宽。

当好就业创业“助推器”

在“中国创翼”2023年自治
区创业创新大赛巴州选拔赛中，
来自全州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市
场发展前景较好、助力乡村振兴

效果突出，涵盖一、二、三产业及
环保、电商、旅游产业等领域的
58 个创业创新项目同台竞技，
展示产品技能、项目亮点、商业
模式和发展前景。

“我们的项目创新了传统
的食用菌棒生产工艺，智能化
高、收益高、成本低……”若羌
县羌鸿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车斌侃侃而谈，向大家介绍了

“食用菌棒一体化生产示范项
目”。车斌说，后期，该公司将
发挥项目优势，辐射带动周边
农户进行食用菌生产种植，与
农户建立完善的利益机制，帮
助群众就业增收。

经过地州市初赛、自治区决
赛，我州共有 6 个项目获奖，其
中，乡村振兴专项赛两个项目获
得三等奖，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劳
动者提供创新创业有利条件，搭
建广阔舞台，发掘一批优质创业
项目和优秀选手，在全州营造浓
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全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落地。

这正是我州以赛促训，当好
就业创业“助推器”的生动缩
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在积极组织创业创新大赛的同
时，持续推进创业孵化基地等载
体平台建设，积极申报自治区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为有创业意
愿的劳动者提供平台支持。目
前，自治区人社厅将库尔勒市列
入自治区首批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示范市创建单位，已建成3个
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为
创业群体提供场地支持、创业指
导、创业培训等服务。深入实施

“万名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圆梦”
计划，对有创业意愿、实现自主创
业人员，给予就业援助金、一次性
自主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
贴息等扶持政策，切实减轻创业
成本，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

确保帮扶服务“不断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

稳、人心暖。困难群体是就业的
重点，更是难点。

今年以来，州、县（市）、乡
镇（街道）和村（社区）四级联
网，建立完善就业创业综合服
务平台，实现对农村劳动力、脱
贫劳动力务工情况实名制动态
跟踪管理。

聚焦脱贫劳动力、登记失业
人员、低收入群体、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等就业
重点群体，我州持续开展“送岗
位、送服务、送政策、送技能、送
温暖”就业援助暖心活动 336场
次，参与企业 9207家，提供就业
岗位8.46万个，达成意向2.69万
人，优先帮助重点群体尽快实现
就业。

实施稳定就业“双百”示范
引领行动（外出务工百强乡村、
充分就业百佳社区），以点带面，
全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多元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依托巴州公共就业服务网、
“巴州人社有话说”抖音账号等
线上直播招聘、政策宣传平台，
推动线下实体服务与线上互联
网服务深度融合。

今年，我州持续延伸服务触
角，聚焦就业重点环节，开展多
个专项活动，激发全社会热情，
为就业赋能，为创业添力。

饭碗端得牢，不仅满足了农
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对幸福生
活的殷切期待，也成为他们开创
美好未来的强大动力。

“帮扶更多样、服务更细致，
我州稳就业的劲头更足、基础更
实。”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全州各级人
社部门将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
政策为抓手，坚持目标导向、强
化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群体，高
质高效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统筹推进产业、就业、创业、职
业、乐业联动，全面提高农村人
力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为乡村振
兴蓄势赋能。

拓宽岗位 提升技能 优化服务

4月12日，来自库尔勒市各乡镇的青年农牧民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糕点制作（资
料图片）。

5月3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服装企业吸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学习缝纫
技术（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陈剑飞摄

——自治州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