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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凤还巢”，稳步增加
就业岗位；聚焦“提能力”，提
升就业创业质量；聚焦“优服
务”，精准搭建对接平台；聚焦

“强宣传”，推动模范典型引领
……我市多措并举推动农民工
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越来越多
的 农 民 工 由 “ 雁 南 飞 ” 变 成

“凤还巢”，为乡村振兴注入澎
湃人才动能。而分别列入国家级
返乡创业试点县 （市） 的太湖、
望江、潜山，获得安徽省返乡入
乡创业示范县的岳西、怀宁，就
是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的榜
样和典范。

近年来，我市各地在推进农
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上之所以
取得了显著成绩，无不是在种下
了良好营商环境这棵“梧桐树”
上做足了功课。一方面，加快构
建全覆盖、智能化的创业就业服
务平台，集成政策咨询、信贷、
项目申报等服务功能，为返乡农

民工提供高效、精准、优质的创
业、就业服务；另一方面，进一
步完善乡村教育、医疗、养老、
住房等公共服务功能，为返乡农
民工解除在子女入学、医疗保
障、社保延续、住房等方面后顾
之忧，进一步增强了返乡农民工
的归属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多渠道
促进就业创业，是让更多农民工
由“雁南飞”变成“凤还巢”的
关键。既要稳住存量，通过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出台支持返乡就
业一系列措施等，广开就业渠
道；又要拓展增量，充分挖掘本
地潜力，通过创业来开发就业增
量。一旦乡村的“富矿”通过一
轮又一轮创业开掘出来，在家门
口就能鼓起“钱袋子”，农民兄
弟又何必背井离乡“孔雀东南
飞”四处打工呢？

当然，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
一开始碰到的困难一定不会少，

各级政府的帮扶要“一直在路
上”。既要开展针对性培训，让
他们少走弯路、找准门路；又要
实施精准帮扶，为回乡创业者提
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支持，帮
助他们在乡村扎根，并走向“根
深叶茂”。

昔日“雁南飞”，今日“凤还
巢”。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在大家的努
力下，一个又一个“布局美、民
居美、环境美、生活美、风尚
美”的美丽乡村，正款款走来。

近年来，安庆市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思

路、创设载体、创优服

务，大力推进农民工返

乡入乡创业就业。截至

目前，太湖、望江、潜

山先后列入“国家级”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试点县（市），岳西、怀

宁被评为安徽省返乡入

乡创业示范县。（《安庆

晚报》5月6日）

让更多外出农民工“凤还巢”
艾才国

在 过 去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里 ，
我 们 看 到 的 多 是 “ 鲤 鱼 跳 龙
门”式的离农进城，鲜少见到

“凤还巢”式的返乡创业就业。
近年来，我市把促进返乡农民
工创业就业作为“一号工程”，
使创业就业达 10 万人，其中返
乡创业 4.86 万人，年均超 3 万人
返乡。

这些返乡农民工，离开农村
奔赴城市等地务工创业，开阔了
视野，增长了阅历，磨炼了意
志。很多人更是熟练掌握开车、
销售等专业技能，不少人还有一
定的资金积累，成了相关领域的
能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

在外打拼的人始终对家乡怀有眷
恋之情，其中不乏立志为家乡振
兴做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推进
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不仅事关
他们增加收入、稳定就业，更是
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才增添一份特
殊的力量。

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除了有政策扶持、更好的政务服
务外，关键是搭好舞台。政策从
来都是发挥着定心丸的作用，政
策到位了，想创业就业的返乡农
民工才有信心和决心留下来。故
乡不仅是返乡农民工情感的归
宿，更是他们发展的舞台。我们
要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在就业创业

等方面的难题，切实帮助返乡农
民工找到发展的平台，提供实打实
的帮助和服务，为他们开拓更多的
发展空间，让他们回得来、留得
住、干得好。

同时，还要针对返乡农民
工的特点和要求，围绕我市产
业特色和市场需求，不断完善
返乡农民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机制，组织培训机构和创业指
导 专 家 服 务 团 队 下 基 层 开 展

“订单式”培训。比如我市开展
的皖厨师傅技能培训，引导返
乡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帮他
们实现更好的就业创业，闯出
自己的一片天地。

给返乡农民工搭好创业就业舞台
潘天庆

安庆共有就业年龄段残疾人五万
七千余人，而重度智力残疾人是残疾人
群体中最困难的人群之一。今年，市
委、市政府将贫困重度智力残疾人托养
工作列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为全市
有托养需求的重度智力残疾人提供寄
宿式、日间照料和居家托养照护服务，
对困难家庭托养费用进行补贴。建立
起公办引领、民营公助、邻里互助的多
模式的残疾人托养体系。（《安庆晚报》4
月26日）

就业的年龄因残疾而不能外出就
业，既是个体的不幸，也是家庭的负
担。这部分人的未来生活如何安排？
牵动了家庭与社会的心。而更让人揪
心的是，这部分人从数量上来看，全市
就有五万余人，数目可谓不小。相对
的，它涉及了同等数量的家庭的幸
福。眼下政府针对其中的因重度智力
残疾贫困者开始进行建档立卡工作，
相信随着这项工作的步步推进，政策
的光亮定会温暖这些贫困而又特殊人
员的心房。

由于受种种条件所限，目前开展的
这种贫困建档立卡工作还仅仅只是针
对重度智障残疾者，不能涵盖所有的需
要帮助的残疾人。也就是说政策的阳
光还不能一下子普照到所有需要帮助
的残疾人身上。那么这些人的未来又
怎么办？社会与政府同样有责任与义
务帮他们解难，为他们纾困。

要整体上办好这件事，可不是件轻
易就能完成的事。首先它需要有一定
的资金支撑。钱从哪儿来？这是个关
键问题。面对此种现实问题，仅凭嘴上
说说是不能办成事的。这就需要动用
社会力量，动员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来促成此事的落实。比如社会慈善机
构社会责任的落实，爱心人士的爱心奉
献，以及一切愿意为此出力的社会各界
的付出等。总之，只要有意愿为此事付
出的，我们都给予欢迎，并有责任将一
切爱心奉献付诸现实，让需要帮助的残
疾人从中受惠，并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
怀与温暖。

事实上，要真正办好这件事，最终
还得靠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上
去了，财政富裕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实
力与可靠的底气，将那些需要帮助与照
顾的残疾人托出贫困的水面，让他们的
未来尽可能地明媚起来。

经济发展了，财政支付能力足了，
帮扶的活水就来了。再加上社会各界
的奉献，对所有残疾人的帮困之难就能
在现实中解困，实现能帮的尽帮，能扶
的一个不漏，从而建立起帮困所有残疾
人的制度救助体系，让这个社会里所有
的残疾人尽可能走出家门，实现就业的
就业，不能就业的也能在具体的帮困中
让他们的未来多点欢乐与阳光。

让帮扶的阳光

照亮所有残疾人

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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