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促进脱贫人口

就业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促进脱贫劳动

力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精准摸

排、技能培训、岗位对接、政策扶持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就

业帮扶体系。截至6月15日，全市脱贫劳

动力务工就业总人数达9.52万人，已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脱贫

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幸福底色愈发鲜亮。

精准摸排 动态管理暖人心

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泽城片区，

随着络绎不绝的师生前来写生创作，写生

驿站已成为当地脱贫群众家门口的就业

增收“新引擎”。泽城片区各类业态全面

投运后，目前已有 60 名村民在写生驿站

从事前台接待、客房保洁、财务管理、安

保、餐厅后厨等工作，并享受失业、养老、

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

监测户郝改风便是其中一员。她在

写生驿站帮厨，月收入2000元，然而，丈夫

李建书突发胃癌让家庭陷入困境。基层

干部在动态排查中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将

其纳入监测户，并协调村“两委”为康复后

的李建书安排了公益岗位。“多亏了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李建书感慨道，“现在家

里多了份收入，生活压力小多了。”

这一变化背后，是我市建立的“精准

摸排、动态管理”机制。我市在村级层面

建立脱贫劳动力就业台账，联合县、乡镇、

村“两委”开展“一对一”摸底调查，动态掌

握脱贫劳动力就业意愿、技能水平、务工

去向等信息。并依托全国防返贫监测信

息系统，按月更新数据，确保“底数清、去

向明”，为精准帮扶提供科学依据，让每一

份关怀都能直抵人心。

技能培训 拓宽就业新路径

2025年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陆续

返乡，左权县总工会抓住这一时机，举办

农民工家政服务技能提升培训，90多名返

乡农民工参加了首期养老护理员培训。

考试合格后，他们将获得家政服务专业技

能证书，为外出务工增添“硬实力”。

这是我市围绕市场需求和脱贫劳动

力特点，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

的缩影。

今年以来，全市各县（区、市）人社部

门推行“培训+就业”联动模式，联合本地

企业提供培训后上岗机会，让脱贫群众

“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同时，多渠道促

进就业，开发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

位2455个，吸纳弱劳力、半劳力就业，并依

托帮扶车间、农业合作社等载体，带动

1182人就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

创业补贴等政策，扶持465名脱贫群众自

主创业，激发内生动力。同时，实施跨省

就业交通补贴、稳岗补贴等政策，开展“稳

岗回访”行动，对集中务工企业跟踪服务，

协调解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让脱贫群众

“务工无忧、增收有路”。

搬迁后扶 托起稳稳幸福感

在和顺县扶贫产业园，手工刺绣生产

车间内，十几名“绣娘”正低头忙碌，青城

神堂峪村村民王世芳便是其中之一。

2018年，她易地扶贫搬迁至康阜嘉园安置

小区后，在扶贫产业园找到了新工作。

“过去家里只种五六亩玉米地，一年

收入不到 5000 元，现在每月能挣 3000 元

左右。”王世芳笑着说，“家门口就业，既能

照顾老人、孩子，又能挣钱养家，这样的好

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和顺县扶贫车间采用“企业+扶贫厂

房+贫困户”模式，让脱贫群众灵活安排工

作时间，根据身体状况选择岗位，实现了

从“懒散户”到“勤劳户”、从“等靠要”到

“自己造”的转变。为保障帮扶车间规范

运行，我市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定期核查

运营状况、就业吸纳及薪资发放记录，通

过实地走访、数据比对等方式，对 109 家

帮扶车间实行“一对一”跟踪管理。对运

营良好的车间加大宣传推广与资源倾斜，

对存在问题的及时整改，筑牢就业帮扶根

基，让每一份努力都能结出增收硕果。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易地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全方位提升其

生活品质，我市创新推行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四化管理”模式：

生活设施便利化：确保 33 个安置点

“四通”（通水、通电、通路、通网络），配套

建设幼儿园 30 个、小学校 33 个、初中 26

个、卫生室35个、活动场地66个、养老服

务中心31个、农贸市场15个，极大方便了

群众就医、上学、购物、活动。

务工就业多样化：全市 33 个安置点

就业人数达10859人，通过引进帮扶车间、

社区工厂、农业产业园等带动 1816 人就

业，开发公益性岗位 810 个、以工代赈岗

位 13 个，支持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4491

人。同时，组织技能培训匹配外地用工

需求，实现省外就业1718人、省内县外就

业2818人。

社区管理融入化：设立安置点居委会

或物业管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

实现全覆盖，提供纠纷调解、政策咨询等

服务，增强搬迁群众归属感。

帮扶工作责任化：派驻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33个，对214名脱贫不稳定人口落实

“一对一”帮扶措施。目前，安置点实际入

住10120户、就业人数10859人，确保户均

1人就业。

一系列务实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

脱贫群众端稳“饭碗”、增收致富。今后，

我市将继续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稳岗就

业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让幸

福生活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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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好就业“饭碗”兜牢民生底线

记者 李娟

——我市全力推进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多物品

收寄、派送路线设计、智能快件箱、总包接

收处理、快件分拣、快件安检……7 月 15

日，在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晋中市邮

政行业第二届职业技能竞赛操作技能比

赛现场，来自我市 11 家品牌邮政快递企

业的80余名参赛选手严格按照操作流程

进行比赛，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娴熟的职业

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本次竞赛由市总工会、市邮政管理

局、市人社局、共青团晋中市委联合主办，

晋中市快递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理论知

识和操作技能两个部分进行比拼，并结合

我市快递行业及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命

题，涵盖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技能两个竞

赛环节。理论竞赛包括快递员、快件处理

员、邮件快件安检员共 3 个竞赛项目，包

含理论答题、快件安检禁限寄物品识别、

派送路线设计，全面考查参赛选手对行业

知识的系统掌握程度。实操环节中，快递

员们围绕问题件处理、多物品收寄、可疑

件现场处理、无人车等关键项目展开激烈

角逐，这些项目紧密贴合快递工作实际，

充分考验选手们的业务实操能力与应急

处理水平。

职业技能竞赛是工匠精神的“孵化

器”，更是以赛促学、互相交流的“大舞

台”。快递员作为城市运转的“血脉经

络”、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穿

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

举办此次职业技能竞赛，就是要为大家搭

建展示技艺、切磋本领的平台，让奋斗在

快递一线的劳动者绽放光彩、收获成长。

近年来，我市围绕重点产业和民生领域，

持续推进职业技能竞赛常态化开展，从制

造业的精密加工到服务业的优质服务、从

传统行业的技艺传承到新业态的创新比

拼，形成了覆盖全领域、贯穿全链条的竞

赛体系。本次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通

过以赛促训、以赛育人，让更多快递行业

的劳动者提升本领、实现价值，为助推行

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

中篇章贡献行业力量。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3个赛项各评选

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

邮政、顺丰、中通、圆通荣获优秀组织奖。

根据竞赛文件精神，获得各赛项第1名的

选手直接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

级，并可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

技师（二级）评价，前八名符合相应条件的

其他选手将直接晋升中级工（四级）或高

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这些获奖选

手也将代表晋中市邮政行业参加即将召

开的全省邮政行业职业竞赛。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此次竞赛为契机，在全市邮政行业掀起学

业务、练技能、促工作的热潮，提升邮政快

递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推进实施“人才强

邮”战略，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快递“小哥”大比武 同台竞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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