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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安国之策、民生之本。近年来，天
等县始终坚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重大政治
责任和第一位的工作，通过不断优化就业公共
服务体系，培育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做大
做强就业帮扶车间，搭建农民就业“大舞
台”，促进农民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
村“大振兴”。

聚焦民之所望，锁定“一个目标”

天等县位于桂西南，被列为国家连片开发
“滇桂黔”石漠化综合治理片区。全县总面积
2159.23 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 0.86 亩，劳
务输转是群众增收的主要渠道，每年有 18 万
群众外出务工，是广西有名劳务输出县。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审视村庄空心化、农村

“三留守”等问题，从而选择返乡就业创业，
不少群众期盼不再背井离乡，能够就近就业、
在家门口就业。新时期、新形势对就业工作有
更高的要求。为此，天等县以民之所望为施政
所向，紧盯着如何实现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这
一项民生之本的课题，敲定方向，潜心打造就
业平台，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千方百计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

精心栽桐引凤，优化“两个平台”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天等县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倾力打造创业之城。一是建好返
乡创业园。投入6亿多元建成了占地面积1335
亩，可容纳 100 多家企业的自治区 A 类园区。

将外出务工人员优势转化为返乡创业优势，打
好政策、平台、感情、服务等“四张牌”，引
导能人返乡创业，吸纳 33 家企业入驻园区，
提供 2500 多个就业岗位。2022 年天等县荣获

“自治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示范县”称号。
二是兴建就业帮扶车间。2017年3月建成第一
家就业帮扶车间，在全区率先走出一条以车间
带动就业的新路子。统筹政府引建、乡贤领
建、粤桂共建等“多方联建”，整合涉农资
金、衔接资金、粤桂资金等 4410 万元建设基
础配套设施；出台 《天等县就业帮扶车间提
档升级工作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首
创就业帮扶车间管家系统，创新建立“五
员”车间管家服务机制，通过设立政策宣传
员、补贴代办员、招工勤务员、维权保障
员、帮扶解困员，为车间建设发展提供全方
位、全过程“保姆式”服务。目前，全县车
间转型升级为“乡村就业工厂”有 10 家，列
入规模以上企业 3 家。全县车间数量从 2017
年的 35 家增长至 2023 年的 339 家，累计带动
群众就业 2.23 万人，吸纳脱贫人口就业 8028
人；形成了“一园两区三带九街”的发展格
局，就业帮扶车间在社区街尾、村屯田间地
头遍地开花，“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的

“雁归经济”效应渐入佳境。

托举民生福祉，开启“三大行动”

开启“内招外送”行动。立足于每年初农
村劳动力就业意愿调查，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
聘活动、“点对点”送工入企等，常态化引导

群众就近就业或外出务工，内招外送“双轮驱
动”促就业。两年来，共举办招聘活动 62 场
次，“点对点”输送农民工1572人；共发放跨
省交通补 4830.1 万元，惠及脱贫劳动力 48301
人；累计发放县内稳岗补助 2905 万元，惠及
脱贫劳动力 9988 人。开启“粤桂协作”行
动。用好天等－蓬江区两地劳务协作机制和

“三来三往”措施，强化两地企业招聘信息互
通，联合举办粤桂协作专场招聘会和劳务协作
技能培训班。通过“双向奔赴”，2023年全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410 人。开启“六个一
批”行动，即通过专项招聘活动促进就业一
批、组织重点企业专线输送解决就业一批、扶
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吸纳就近就业一批、统筹
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就业一批、深化
粤桂劳务协作促进转移就业一批、扶持农民工
创业园建设吸纳就业一批等“六个一批”就业
帮扶行动，帮扶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城
乡劳动力实现就业。

强化品牌创建，健全“四大保障”

以深化改革为契机，持续推进就业领域改
革攻坚，迭代升级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聚力除

“痛点”、通“堵点”、解“难点”，创建就业创
业公共服务品牌。2023 年 2 月，《天等县统筹
多方发力破解就业车间建设“三大难”》入选
全国推广典型案例；天等县创新“易地搬迁+
就业帮扶车间”模式被列为 2022 年东西部协
作工作调研广西站案例成果之一获全国推广；
2023 年 7 月，《广西天等：推行“1234”工作

法 化解就业创业难题促农增收》在中国乡村
振兴网刊登，并得到崇左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
签批；2023 年 9 月，《广西乡村振兴简报》第
75 期采用 《天等县“1234”工作法化解就业
创业难题》，整期单独介绍天等县就业创业的
典型做法、先进经验；2023 年 11 月，天等县
就业帮扶车间案例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当
然，要抓好就业工作，相关保障是必不可少
的。一是全力做好劳动保障工作。天等县在崇
左市率先挂牌建立“法院+工会+N”劳动争议
纠纷多元化调解工作室，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和
劳动争议调处机制作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积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截至目前，全
县已认定劳动关系和谐单位6家。二是落实教
育保障，把学校建到“家门”。在返乡创业园
附近建成幼儿园 2 所、小学 1 所、一贯制九年
义务教育学校 2 所，对在创业园就业满 3 个月
的农民工，其子女可就近入读县内公办学校，
实现打开“家门”入“校门”。三是落实住房
保障，把廉租房建到“对门”。在创业园正门
对面建设廉租房公寓 6 栋，可满足 800 人入
住，放宽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在园区就业
的企业职工可申请公租房，实现打开“家门”
入“厂门”。四是落实医疗保障，将天等县中
医医院设为全县“乡村就业工厂”定点就医医
院，开通绿色就医窗口，对企业法人、脱贫户
劳动力实行车辆接送全免、免挂号费、免门诊
诊疗费、免门诊治疗费和检查费优惠50%、治
疗费优惠30%、床位费优惠30%、手术费优惠
20%、药费减免10%的“四免五优惠”政策。

（黄城松）

又是一年丰收季，钟山县花山瑶族乡
一片片茶籽林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喜不胜收。茶籽相继成熟，饱满圆润的果
子挂满枝头，一颗颗茶籽也变成花山瑶族
乡村民的致富果。

为解决缺劳动力家庭采摘茶籽的急难
愁盼问题，花山瑶族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充分发挥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组织
广大青年志愿者加入到采摘茶籽的队伍
中，开展志愿服务助农活动，帮助有需要
的群众采摘茶籽。

采摘现场，志愿者们有的腰绑布袋，
有的背着竹篓，有的手拿提桶或麻袋，在
茶籽树间来回穿梭，干劲十足，动作麻利
地采摘茶籽，不久便将提桶、竹篓、袋子
都装满了。志愿者们分工合作，有的负责
开路，有的负责搬运，有的继续采摘，茶
籽林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

据介绍，茶籽经过晾晒、剥壳、碾
碎、压榨四道工序后加工成茶籽油，50公
斤茶籽能炼制出 10-15 公斤左右的茶籽
油。茶籽油是板冠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之
一。预计今年村里的茶籽油产量可达
15000公斤，群众人均可增收约1500元。

（杨淑佳 刘文辉/文、图）

每年春节前，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群众都
有添置民族服饰迎接新年的习俗。近日，该县各刺绣企业铆足干劲
赶制订单，以满足春节前市场需求，力争实现首季“开门红”。

（龙 涛 摄影报道）

搭建就业“大舞台” 助推乡村“大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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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企业赶制订单满足市场需求

▲一位女工在织布机上作业。

▲志愿者与瑶族群众
一起劳动。

▲瑶族群众采摘茶籽。
▲色彩艳丽的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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