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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必去远方，家门口就业
就很“香”。我市多措并举推动农民
工“家门口就业”，有效降低的是农
民工外出务工交通、住房等生活成
本，还可以使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照
顾家庭，避免了与子女、父母长期分
离，并能利用下班时间，兼顾家里的
农业生产等，较好解决了“务工”与

“务农”、“钱袋”与“后代”兼顾问
题。下班回家，家里有热气腾腾的
饭菜可品尝，有牙牙学语的孩子叫
爸妈，有一块长大的邻居约掼蛋
……“家门口”就业让幸福变得触手
可及。

当然，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
能端牢“饭碗”，尚需要足够的就业
岗位供给。只有工厂建到家门口，
才能就地就业稳增收。一方面要创
新投资，健全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
投入联动机制，让“家庭工坊”“社区
工厂”遍地开花；另一方面要产业托
底，大力发展“农业+”，大打“鱼米之

乡”牌，推进村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围绕现代农林渔产业和创意农
业、休闲农业、文旅农业等新业态，
推动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促进农民
工在“家门口”当“产业工人”，让返
乡人员大有用武之地。

春风行动暖民心，用心用力稳
就业。推动更多人在“家门口”就
业，各级政府的服务保障必须持续
跟进。开发求职用工“一网通”、精
准匹配“数据库”，形成政企对接、镇
村对接、社区对接的“大共享平台”，
着力化解企业“招工难”和家门口

“就业难”的矛盾；研究出台拓岗稳
岗保障新政策，紧扣“启动资金、用
地用电、技术辅导、政策扶持、风险
防范、子女就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细节，拿出实打实的帮扶“干货”，
鼓励本地乡土人才、能工巧匠就地
创业，带动更多人“家门口”就业；根
据企业的发展需要，依托职业学院、

农民夜校等量身定制地开展就业培
训，不断提升“家门口”就业水平
……这些帮扶措施必须具体可操、
务实管用。

圆梦不必去远方，家门口就业
奔小康。我们要更加突出就业优
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增强
就业的适配性稳定性，确保让更多
人能够在家门口就业，让幸福触手
可及。

“家门口”就业让幸福触手可及
艾才国

据市人社局初步统
计，今年，全市留在家乡务
工的农民工将超过1万人，
安庆籍在外务工人员选择
“家门口”就业呈现出稳步
增长的良好态势。

（《安庆晚报》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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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万名农民工留在家乡务
工，这释放出了两个方面的基本
信息，一是我市就业环境有了进
一步提升，二是企业发展呈现出
了稳步增长的态势。用一句话来
概括，就是我市的经济增长为农
民工“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根本保
障，让农民工能留得下来。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
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一定程
度上则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一
把尺子。曾几何时，由于地方经济
发展滞后，大量的农民工不得不背
井离乡，去异地务工，成为了春去
冬回的“候鸟”。近些年，由于我们
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双招双引”
带来的成果颇丰，“内搭平台、外联
老乡”所取得的成绩瞩目，一些企
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纷纷落户本
地，不仅带来了地方财政的增收，
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为
农民工“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支
撑。农民工能留在家乡务工，既能
有业可就，又能方便照顾家庭，同
时还能为地方企业发展带来大量
的劳动力。可以说，农民工留在家
乡务工是一举多赢的事。相信随
着我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用背井
离乡，就能实现就业。

有业可就是一件令人幸福的
事。就业是一个人立身安命之
本。没有就业，不单单是没有生
活来源，也相应地失去了个人成
就的舞台。但就业又不是个人单
方面的事，个人充其量提供的只
是劳动力，能否有业可就，从根本
上来说，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取
决于企业经营。眼下就整体来
讲，我市总体上经济发展态势良
好，企业经营也表现不俗。因此
这才有了较多的岗位可供务工人
员选择。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业
可就于劳动者来说只是最基本的
要求，如何能在有业可就的前提
下，实现高质量就业则是问题的
另一面。比如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多寡、劳动环境优劣、以及个人成
长空间及未来发展预期如何等。

而实现高质量就业离不开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事实上也只有
经济发展得又好又快，才能有就业
的稳定与职业的提升。未来我们
必须要千方百计地不断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与效益，聚焦稳增长，走科
技发展之路，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发
展新质生产力，走好发展前进路，才
是我们实现追赶跨越式发展的关
键。进一步来说，有了高质量的发
展，就会有更多的人实现“家门口”
就业，从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幸福
指数。

以高质量发展提升
农民工就业幸福指数

未一平

从以前首选外出打工，到现在
首选“家门口”就业。农民工这种打
工择业观念转变，将会随着安庆社
会经济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就业
潮流。农民工“家门口”就业潮，对
于安庆企业的诸多利好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在家门口就业潮的
背后，对安庆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所谓机遇，企业招人比以前相
对容易了。所谓挑战，企业也不能
高枕无忧，认为农民工越来越多选
择“家门口”就业，企业招工就不愁
了，用工荒也将迎刃而解。须知，虽
然农民工首选“家门口”就业，但并
不意味农民工一定会在一家企业长
期工作下去，如果对企业用工环境
不满意，农民工跳槽就无可避免。
换言之，面对农民工首选“家门口”
就业，企业更应思考，怎样让农民工
在“家门口”长期工作？

企业招人重要，留人显然更重

要。员工流失率高，必然导致用工
紧缺。不论是外地企业，还是安庆
企业，让员工留在企业，关键在留
心。心在企业，人就不会走，就能长
期留在企业。做到此点，企业并无
捷径可走。必须在三个“基本需求”
方面下功夫。

一是提供完善优厚的福利薪资
待遇，最起码要在当地有市场竞争
力。这是留住人的物质基础。

二是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用
工单位往往重视工作环境，却忽视
了员工的生活环境。工作只有8小
时，8 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怎样打
发？让员工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而
非单调乏味。如果业余生活除了打
牌，就是看电视，时间长了，谁也受
不了。人有物质需求，更有精神需
求，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这
是留住人的精神基础。

三是为员工职业成长提供上升

通道，让员工都有出彩的机会。只
有看到希望，才能活得有奔头。按
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
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
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
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让员工有出彩机会，通过努力
能够实现职业希望，就是满足了人
的“自我实现需求”。这是留住人的
需求基础。

总之，要提升家门口就业的吸
引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
共同努力，持续发力。政府应加大
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为在
地就业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企
业应创新招聘理念，加强与求职者
的沟通，提高招聘的质量和效率；
求职者则应增强就业的主动性和
适应能力，积极参与各类招聘活
动，为“家门口”就业增添更多的动
力和活力。

“家门口”就业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孙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