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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4月 29日，迎江区检察院、迎
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会商，凝聚
合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双方共同会商了辖区内建筑等重点行业
拖欠工程款、工资等引发的欠薪问题，现场
查看了欠薪案件材料，并就规范落实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用工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管
理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围绕加强联络、
协作配合办理案件达成共识，将建立农民工
讨薪信息交流共享机制，畅通劳动者维权渠
道，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该院自3月份开展助力根治欠薪专项监督
活动以来，已依法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案件9
件，涉及农民工工资13.9万元。下一步，该院将
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当好农民工护“薪”人。

（通讯员 张芳 沈亮）

迎江区：检察人社协作
助力根治欠薪

本报讯 市建管处积极践行“一改两为
五做到”要求，干部职工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进一步提高对建筑工地质量安全监
管、疫情防控指导、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等
工作的服务质量，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为
企优环境。

今年以来，市建管处持续加大对建筑工
地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日常监管，仅4月份对
64家在建工地进行巡查73项次，下发整改通
知书29份，提出整改问题170条。成立3个小
组对所管的市区在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服务指导，督促企业开展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自查和应急演练工作。该处主动带
着技术和服务上门，对企业进行消防验收事
项面对面交底和现场指导，让企业了解消防
验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和存在的施工漏
洞，今年已开展消防验收前技术指导29次。

该处还为建设市场各方主体提供优质的
建材市场价格信息，通过定期主动下沉施工
现场与建材市场开展调研、聘请业内人士参
加询价工作、查询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举
措，提高《安庆工程造价信息简讯》的发布
质量。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工程造价纠纷中
的专业优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前，已
受理来人、来电或来函计价业务咨询90项，
组织召开工程造价纠纷调解会2次。

（通讯员 程弟 郑瑜）

市建管处：“一改两为”在行动
优质服务促发展

本报讯 为纪念五四运动103周年，弘扬
“五四”精神，丰富青年文化生活，在“五
四”青年节来临之际，4月28日中午，桐城
市大关镇团委组织青年干部观看爱国电影
《我的1919》，并进行宣誓。

观影结束后，在镇组织委员的带领下，青
年干部们进行了宣誓：“我是中国青年，我是祖
国忠诚的儿女，五四火种在心，先辈夙愿在胸，
复兴大任在肩……”激扬的宣誓在空中回响，
大家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我认为青年干部要不断积累新知识、增
强新本领，勇于担负起社会责任和时代责
任，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大关镇农经站干事倪萍说。

（通讯员 涂振林）

大关镇：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青春誓言

参加乡镇牵头举办的用工现
场招聘会，成为家门口工厂里的
员工；参加一次专业培训后，掌握
了一项技能，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今年以来，安庆市突出重点，
统筹推进，扎实做好农村劳动力
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农村劳动力
就近就业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返
乡入乡创业成为热潮。

就近就业 实现增收致富

今年，望江县鸦滩镇麦元村
村民王学彬没有像往年一样到浙
江织里镇务工，而是在家门口的
安徽徽雅服饰有限公司上班。王
学彬在浙江织里镇工厂里做童装
已有十多年，他说，“今年家门口
有这样一个亿元服装企业，不仅
可以照顾家庭、陪伴孩子，收入与
外地比没有太大差距，和家人一
合计，决定今年不出门，就在家门
口服装企业上班。”

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
鸦滩镇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苏
浙地区服装企业纷纷到鸦滩镇投
资发展。安徽徽雅服饰有限公司
就是该镇招商引资企业，以生产
中高档服装为主，2022年计划总
投资2.3亿元，目前，一期已投产，
二期三期项目建设正在推进中。

在该公司上班的村民徐玉娥
说：“我50多岁了，父母年纪大，需
要人照顾。以前到外地务工，既
照顾不了父母也挣不了多少钱。
现在好了，家门口上班，挣钱顾家
两不误。”

今年以来，鸦滩镇举办多场
用工现场招聘会，为企业用工和
村民就业牵线搭桥，让群众享受
就业服务、获得就业岗位信息。
目前，该镇各村新增就业 300 余
人，预计人均年收入6万元。

“通过双招双引，先后有投资
1.03 亿元的望江隆昌纺织年产
5000吨气流纺棉纱项目、投资2.46
亿元的中捷年产 150万只包装桶
生产项目、投资8.05亿元的现代良
种安庆六白猪产业链项目相继签
约开工并投产；科技医疗机械生

产、制冷科技、清洁刷生产、秸秆
板材制造等项目相继落户；年产
40万平方米超高性能混凝土板材
项目、年产 1000万件中高档服装
项目已通过项目预审……”4月22
日，鸦滩镇党委书记吴永生说，这
不仅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
擎”，还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
实现增收。

市就业中心主任王中群说，
今年以来，我市开展了“百名人社
服务专员下基层、千名基层专干访
老乡”活动，组建 118支招工小分
队，深入100多个乡镇，摸排11万名
返乡农民工就业需求信息，帮助数
千名老乡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专业培训 提高就业技能

一大早，申洲针织（安徽）公
司设在车间里的培训班就热闹起
来，100名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制作服装技术。培训班由望

江县人社局主办，为企业新招用
员工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培训班
上，企业的技术能手、业务主干采
取“手把手”传帮带的方式，围绕
服装裁剪、服装制图、实践操作等
相关知识进行讲解，让学员了解
服装制作工艺流程，掌握服装制
作技术。培训结束后，学员可以
参加申洲公司职业等级自主评
价，对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职业
能力等级证书。

在该公司上班的望江县华阳镇
陶寓村村民陆冬琴说：“这两年在家
带孩子，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经过培训后，
我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缝纫工，每
月工资5000多元。在家门口就业，
还可以照顾孩子，很满意。”

同样，桐城市青草镇永庭村
村民叶六一通过参加青草镇组织
的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
训，在当地一家生产防护用品的
公司找到工作。他说：“以前，由

于没有专业技能，到处打零工。
通过参加专业技能培训，我在这
家公司上班，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一倍多。”

为了让当地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青草镇还邀请桐城市青桐
学院在铜锣村举办“电商技能培
训班”，吸引了百余人参加。培训
班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紧
密围绕如何利用电商盈利进行
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对我的帮
助很大，许多知识都是我不知道
的，也都是我想了解的。”陶冲村
村民汪疆参加培训后说，“回去
之后，我将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
自己开设的抖音小店中，建立直
播间，扩大销路。”

今年以来，青草镇在技能培
训上发力，以“需求为导向，精准
为目标”，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截至4月底，技能培
训共培训289人，合格率100%，涉
及车间技工、家政和电商等。

建设园区 推动返乡创业

岳西县白帽镇向阳畈返乡农
民工创业园里厂房林立，机声隆
隆。为促进返乡创业，白帽镇在白
帽村中心组建设向阳畈返乡农民
工创业园，园区规划总面积81.75
亩，一期规划 21.5 亩，二期规划
60.25 亩 。 目 前 创 业 园 内 拥 有
1058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水电、道
路、消防、通讯、绿化等配套设施完
善，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回乡创
业，已有10余家企业入驻。

旗翔鞋业总经理徐启文说，
“我们回乡办企业，看重的就是营
商环境。这里有标准化的厂房，
各项扶持政策也全部落实到位，
我们就能腾出更多资金和精力投
入生产。我今年计划再上一条生
产线，准备大干一番！”

“目前，我们正在规划设计创
业园二期工程，增加建设5300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配套建设道路、
仓储、停车场等附属设施。”白帽
镇镇长吴愧说。

近年来，安庆市着力实施“凤
还巢”返乡创业工程，返乡创业呈
现蓬勃生机。目前，全市创建省级
青年创业园3个、市级青年创业基
地13个，建设返乡农民工创业园35
家，其中20家被认定为省级返乡农
民工创业园。望江、潜山、太湖等
三县（市）纳入返乡创业工作国家
试点。岳西县、怀宁县被认定为省
级返乡入乡创业示范县。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促
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推进返
乡入乡创业园建设，落实各项扶持
政策。大力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
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安
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突出重点，统筹推进，扎实做好服
务工作，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农村劳动
力在本市县域内就业达到41万，同
比增长4.2%；全市新增农民工返乡
就业创业1.13万人，同比增长5.8%。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侯吉康 黄健生

挣钱顾家两不误

“小确幸”：家门口就业创业

本报讯 4月下旬，桐城市孔
城镇王店村的稻田里，郁郁葱葱的
蚕豆苗在微风中摇摆 ， 长 势 良
好，鲜蚕豆荚即将上市。作为冬
闲田稻茬蚕豆试验示范基地，臻
嘉合作社承载着包括稻茬蚕豆新
品种展示、机械化精量播种、水
稻——鲜食蚕豆轮作种植等技术
在内的示范内容。

稻茬蚕豆是指在水稻收获后种
植蚕豆的种植模式，蚕豆与水稻轮
作进行大面积生产，在土壤氮素营

养和病虫控制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作
用，对水稻增产、生态农业培育等
有促进作用。

桐城市作为国家食用豆产业技
术体系/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
究 所 的 稻 茬 蚕 豆 试 验 示 范 市
（县），2020年开始建设稻茬蚕豆试
验示范基地，进行蚕豆新品种和配
套栽培技术试验。今年，当地两个
稻茬蚕豆试验示范基地总种植面积
100多亩，均实现了机械播种，不
仅省时省力又能增产，还能实现农

业生产种植规模化、效益化。桐
城市通过示范基地的带动，积极
提升稻茬蚕豆生产水平，扩大稻
茬蚕豆种植面积，加快稻茬蚕豆
推广应用步伐。

“今年开展机械化种植，目前
根据试验效果看，整体效果很好。
我们种了有6个品种共60多亩，基
本上都是鲜食豆。因为蚕豆有固
氮作用，而且利用的是冬闲田，
根据目前情况看，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都比较好。”臻嘉合作社负

责人姚学六说，合作社以前每年只
种一季水稻，现在引进稻茬蚕豆项
目，每年种植一季水稻加一季蚕
豆，带动了务工就业，每亩纯收入
增加1000元以上。

桐城市种植业管理中心植保站
副站长章守富介绍，近年来，桐城
市每年都进行稻茬蚕豆品种的筛选
试验，通过试验，现已经筛选出适
合该市稻田种植的优良品种。同
时，通过对点播、撒播、移栽三种
种植方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能够

因地制宜采用适合的方式种植，并
掌握了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等对蚕
豆产量的影响，掌握了较为系统完
整的稻茬蚕豆种植技术。

姚学六说，合作社下一步将利
用“合作社+农户”这种模式，让
农户充分参与进来，合作社提供
种子、技术等，全面推广种植，
进行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带动农
户增加收入。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吴磐）

稻茬蚕豆让冬闲田增值富民

岳西县一家返乡农民工创办的鞋业公司里，工人们正在制作皮鞋。通讯员 王云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