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1.03 星期三
本版编辑：于 馨 Email：jenny1938@126.com 热 线：（010）568050321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创业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建 言

本报社址：北京市亦庄地盛西路6号中改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100176 值班电话（010）56805051 广告发行部（010）5680511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183号 零售价100元 本报照排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双 创 汇

□ 刘洪超

“过去在铁岭，秋收后天气

转冷，庄户人家只能躲在家里

猫冬，围着热炕头看电视、打麻

将的闲人不少。”在辽宁省铁岭

市银州区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

班上，龙山乡农民张玉峰说，

“可自打2016年参加了这个培

训班，根据所学搞起了特色玉

米种植，2017年每亩地多赚了

近1000元。”

张玉峰的经历，在“辽北粮

仓”的铁岭并不是个案。《人民

日报》记者在铁岭县、调兵山

市、西丰县等地采访时发现，越

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家门、走进

课堂，“冬闲”成了“冬忙”。

免费培训颁证
月嫂月薪过万

“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1年

多，月工资超过了1万元。”铁岭

凡河镇贺家屯村村民郭娜说。

而就在一年前，43岁的她还是

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平时做

做饭，忙时种种地。

“2016年 10月份，我赶集

时看到一份传单，原来是俺们

镇的凡城惠工总社服务中心免

费培训月嫂。”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她来到镇上报了名。

“一共培训了30多天，培训

完了还要考试。合格后，由铁

岭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证

书，全程不收咱一分钱。”郭娜

说，“就算不出去工作，也能长

点见识，照顾孙辈没问题。”作

为经验丰富的月嫂，郭娜的订

单已经排到了今年5月份，“现

在不是客户来挑我，而是我挑

客户。”

“母婴护理，就业需求非常

大。我们中心联系了铁岭市就

业局推荐的国家级育婴师，同

时与沈阳、北京等地的母婴护

理公司签订协议，共有131位

月嫂进京找到了合适的工

作。”惠工总社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成说。

在培训班里，专业护理老

师手把手地为大家传授技巧与

经验。就连过道里，也被坐在

塑料板凳上的学员们挤得满满

当当。“俺想着农闲时能给家里

多挣点钱。月嫂收入高，尤其

是持证上岗的，这免费培训真

是帮了大忙。”学员隋艳杰说。

“除了产妇日常生活照料、

母婴护理、婴幼儿营养管理等

基础知识外，我们还特意安排

了职业道德与礼仪课，让每一

个学员更加专业。”国家级育婴

师朱立杰表示。

“我们还开设了中式面点、

电工电焊、家政及养老护理等

培训班。截至目前，共开设了

25期，累计培训出了1000多个

合格的农民工。”王成说。

教学深入浅出
校企信息共享

“师傅好！”“徒弟们好！”在

调兵山市职业教育中心农民工

实用技能培训班上，参加培训

的农民与培训科长、培训师代

贵山相互问好。

师生变成师徒，学技术也

变成传手艺，这一下子拉近了

代贵山与农民工之间的距离。

5年来，代贵山带出的徒弟有

1300多人，很多人成长为车间、

工地的技术骨干。

代贵山如今46岁。他从师

范学院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

曾在企业从事图纸设计、模具

开发、机床操作等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职教中

心的培训老师以后，他就一心

扑在农民工实用技能培训工作

中，探索出一套让农民易学易

懂的好办法。

“师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了，俺们农民学得快。而且有

了证书，以后也不用出苦力，年

龄大点也能找到工作。”35岁的

农民工刘恒说。3年前，文化程

度不高的刘恒在父亲的陪同

下，慕名来到职教中心学习数

控机床操作技术。面对数控机

床操作面板，刘恒傻眼了，“全

都是英文和符号，俺哪懂啊！”

当时就要打退堂鼓。代贵山递

给刘恒一张与操作面板一样大

小的纸，纸上画着与操作面板

一样的键盘，只是英文译成了

中文。刘恒一下子就安心了，

学得也起劲了。

如今，刘恒已是辽宁鑫丰

矿业公司数控机床车间的技术

骨干，对工艺中涉及的外语和

符号也了然于胸。

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实践能

力，代贵山第一堂数控机床课

程，就要求农民工把数控机床

前前后后摸个遍，再开动机床

看个遍，让农民工快速掌握机

床部件和使用规程。为了提高

农民工的实践能力，代贵山用

蜡做加工件，告诉农民工可以

随意“浪费”，因为蜡可以重复

使用，降低了培训成本，也保证

了教学安全。

职教中心还实行校企联

姻，建立技术人才库，与辽宁省

内几十家企业实现用工信息共

享。“市场上啥工种最紧俏，我

们就聘请哪样的老师。我们职

业中专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

业技能教育，建有机床、汽修、

电焊、电工等实训车间，并聘请

高级工程师授课，每年能有

1000多人找到满意的技术工

作。”职教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专家下乡会诊
农民上学取经

在西丰县振兴镇农民学校

的教室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六哥，你家一个蘑菇棚子

一年最少得挣两万多吧？整蘑

菇，你在咱村最牛了。”“要说

牛，还得说县里请的专家牛。

没有他们支招，咱再使劲也白

搭。”振兴镇仁义村农民都业平

笑着说。当辽宁省职业学院的

食用菌种植专家走进教室时，

从十里八村赶来的农民们立即

拿出笔和本子，身子坐得笔直，

像小学生一样等着老师给他们

带来致富“真经”。

正是这些食用菌专家，给

予过致富路上的都业平“救命

之恩”。

话还得从 2016 年春天说

起。当时，头脑活络的都业平

听说整香菇挺挣钱，从亲友处

借了4万元，加上自己的积蓄，

建起了两个大棚，放了2万棒香

菇菌。就在等着采摘的节骨眼

上，都业平发现，自家的蘑菇不

是柄粗盖小，就是菇盖畸形的

“丑八怪”。这样的香菇，咋卖

得出去？这可愁坏了都业平。

就在这时，西丰县劳动就

业局带着省农职院和市、县农

委的食用菌专家下乡进村，搞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都业平找

到“救命稻草”了。他急忙赶到

镇里，扯着专家的袖子就往自

家的大棚里走。经过专家的会

诊，造成都业平家香菇畸形的

原因是大棚通风不畅。去了

“病根”，当年都业平家的香菇

长得又大又壮，一个棚子净赚

2.6万元。打这起，都业平只要

听说有专家来讲食用菌技术，

他就一次不落地撵着学。

整香菇大棚的门道，都业

平越弄越通。2017年，都业平

利用扶贫互助金带动5个贫困

户建起了18个大棚。贫困户不

仅当年还清了贷款，而且收入

过了万。

作为铁岭市唯一的省级贫

困县，西丰县2017年年初以来

有2869位农民享受到了免费

培训、上门指导服务；1723人获

得了市级以上劳动技能等级证

书；在县劳动就业局的帮助下，

1211位农民成功创业，农业专

家培育的致富产业带头人发展

农村致富项目26个，带领3600

多个贫困户实现脱贫。

此时的铁岭，北风呼啸，雪

花纷飞。然而一场场月嫂、电

工、焊工、家政服务、果树园艺

等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却如冬

日暖阳一般，把老百姓的脱贫

致富路照得通亮。

□ 刘伟林

黑龙江省把农民创业作为

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

要力量，全面激发调动全社会

在农业农村创业创新的原动力

和创造力，引导越来越多的创

业者投身创业创新大潮，让黑土

地迸发出势不可挡的市场活力，

释放强大的经济潜能，成为推动

龙江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到

2017年三季度，黑龙江农民创

业人数达141万人，实现农民创

业纯收入298亿元，比2015年

末分别增长86.8%和83.0%。

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黑龙江是全国较早开展农

民创业的省份，从2015年开始

黑龙江连续3年召开全省农民

创业工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

议的形式开到市、县、乡、村，参

会规模近万人。

黑龙江省采取举办创业大

赛、召开新闻发布会、成立宣讲

团等形式，全方位宣传创业项

目成果、人物事迹、成功模式，

示范引领了农民创业向纵深推

进，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创

业氛围。全省树立了3000名

农民创业典型，编印了《黑龙江

省农民创业 100 例》，录制了

《农民创业在路上》专题片。

与此同时，黑龙江连续两年

在全国“双创活动周”期间，举办

全省农民创业创新成果展，以视

频、体验、展板、产品等形式现场

展示了推进农民创业工作成果。

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

黑龙江省政府建立了农民

创业联席会议制度，省直28个

成员部门定期会商，帮助农民

协调解决创业难题。2015年～

2017年，黑龙江省省级财政累

计投入近8500万元，专项用于

农民创业工作。黑龙江省农

委、银监局、金融办联合开展农

民创业融资对接活动，为创业

农民融资7亿多元。

黑龙江省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扶持农民创业的若干意

见》《黑龙江省农民创业三年行

动方案（2016-2018年）》《黑龙

江省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

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

黑龙江省各地普遍建立了

农民创业指导服务专家团队，

积极开展创业培训、项目开发、

风险评估、开业指导、信贷扶

持、全程跟踪的“六位一体”服

务，为农民创业保驾护航，最大

限度降低创业风险。

黑龙江省认定了71个农民

创业培训基地，建立了60个农

民创业园区、621个农民创业示

范基地，建设了1316个“互联

网+农业”绿色有机种植高标准

基地，免费为农民创业提供考

察实习服务。目前，各类基地

已累计接待考察实习农民5.8

万人次。结合各地产业特色和

农民创业需求，以村党支部书

记、农业创业管理者和具有创

业基础的农民为主要对象，广

泛开展农民创业培训，提升农

民创业本领。全省累计培训创

业型农民4.2万人，做到每个村

都有若干农民创业带头人。

2017年，该省农民还自发成

立了黑龙江省农民创业促进会，

目前入会会员已达820名，促进

会先后组织会员开展项目、产

销、融资对接等各类活动12次，

帮助会员解决实际问题102件。

吸引农民返乡创业

创业给农民思想观念、经

营理念、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

带来深刻变革，加快由生产型

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一大批农民通过创业致

富，由普通农民变成老板、企业

家，示范引领更多农民就业创

业，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拉

动力量。2017年前三季度，全

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23.1%，

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导力量。海

伦市农民曹中军种植鲜食玉米，

建设田间物联网，生产全程可

视，拿到了欧盟有机认证，创建

了自己的品牌，搭建电商平台网

上销售，过去一穗卖1块钱、挣4

毛钱，现在一穗卖到5块钱、挣4

块钱，利润增长10倍。木兰县

农民王海燕，发展柳编富了不忘

乡亲，让3000多人因柳编增加

了收入，100多个贫困户从事柳

编脱贫，户均年增收1万元。

农民创业激活了土地、资

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发展规模

经营和绿色生产，促进了产业链

延伸、价值链提升，加快了现代农

业转型升级。全省200亩以上土

地规模经营面积突破1.3亿亩。

农民创业生成了一批支撑

地方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

态，拉动2017年前三季度农业

总产值增长5.2%，为黑龙江省

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撑。

2017年三季度，黑龙江省农民

创业总投资达到3662.0亿元，

实缴税金23.2亿元，带动农民

就业286万人，带动贫困户脱贫

近4.2万户。

□ 黄庆畅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广袤的田野又沸

腾起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美好愿景的背后，给了创新

创业者巨大的发展空间。那些

长年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兄弟，

有的有一技之长，有的积累了

一定资金，他们开了眼界、长了

见识，如果能在建设家乡的过

程中实现创业梦想，想想都让

人高兴。

乡村振兴让人振奋，返乡

创业令人兴奋。如今，虽然各

地为打造返乡创业环境做了大

量努力，也涌现了一批成功的

创业典型，但仍然不时听到抱

怨的声音，诸如基层政府办事

效率低、农村人情关系复杂、乡

村文化生活单调，乡村产业配

套欠缺等。回乡创业难吗？自

己的辛苦钱会不会打水漂？跃

跃欲试，顾虑重重，是不少有意

返乡创业者内心纠结的写照。

于是，有的观望，有的退缩，宁

愿在大城市苦熬，也不愿回乡

创业就业。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也

是主力，农民兄弟的参与程度

对乡村振兴的成效十分关键。

因此，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

打消返乡创业就业者的顾虑，

坚定农民兄弟的创业信心，事

关成败，是乡村振兴中必须加

强的一个环节。

营造拴心留人的创业环

境，当前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

政府迫切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强化工作。

当好服务员。强化政府的

服务理念，既是政府职能转变

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创业环

境的现实需要。当前，有的基

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有的政

府工作人员仍习惯以管理者自

居，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

现象依然存在。这是返乡创业

者顾虑最多的地方。这就要求

基层政府切实转变观念，认认

真真当好服务员。事业兴旺

了，一切才有希望。

办事要依法。政府无论是

对创业者的帮扶，还是对其企

业的监管，一定要在法律规定

之内进行，对那些吃、拿、卡、要

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对

在创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

发的矛盾纠纷，地方政府要依

法办事、依法息事，公正公平

保护每一个平等主体。政府

不能把企业主“会不会来事

儿”作为企业好不好的标准，

否则创业者就会陷入迎来送

往的泥潭，就很难在发展生产

方面有所作为。总之，权力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返乡创业者

心里才踏实。

说话要算数。吸引返乡创

业，政府大多会开出一些优惠

条件，作出一些口头承诺。然

而有的地方政府招商时热情满

怀，招来后不管不问，优惠政策

打了折扣，更有甚者，“关门打

狗”。这些不讲诚信的做法，让

人寒心、损害巨大。因此，地方

政府一定要强化契约精神，让

创业者放心投资、扩大生产。

当然，返乡创业者也要明

白，但凡创业就没有平坦大道，

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创

业环境固然重要，关键还在自

身。一切都要在法治轨道、市

场规则下去打拼，绝不能搞官

商勾结、打破规则、破坏公平竞

争的那些做法。走邪门歪道，

损害乡亲们的利益，最终只能

害人害己。

那些有意返乡创业的农

民兄弟，应该慎重考虑的是，自

身如何发挥优势？如何对接家

乡特色？怎样带动乡亲致富？

怎样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自己的

价值？想明白了，就大胆往前

走吧！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政

府召开全省推进返乡下乡创业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河南省副

省长戴柏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戴柏华指出，近年来，河南

省各地、各部门顺应农民工回

流趋势，加强统筹谋划，健全工

作机制，完善政策体系，强化示

范带动，优化创业环境，推动农

民工返乡创业工作不断深入开

展。截至目前，河南全省农民

工返乡创业累计达 98.86 万

人，带动就业累计达590.61万

人，其中2017年新增返乡创业

22.65 万人，新增带动就业

251.08万人。

根据此次会议部署，2018

年河南省推进返乡下乡创业工

作的目标是扶持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下乡创业20万人，力争带

动就业200万人，开展创业培

训和创业辅导15万人，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50亿元。

会上还对河南省省级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和返乡下乡

创业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进

行了表彰。

（王冠星）

本报讯 宁夏“打包”创业

优惠政策，优化创业环境，加大

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力推

创业富民。

宁夏日前出台的《关于推

进脱贫富民战略的实施意见》

提出，将加大创新创业用地支

持，对利用现有房屋和土地

兴办文化创意、健康养老、众

创空间等新业态，实行按原

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

地的政策，5年过渡期满后，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划

拨供地。

同时，宁夏将加强创业载

体建设，对达到国家和自治区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建设标准

的，每个孵化园区一次性奖补

100万元。

宁夏将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创业补贴支持力度。对应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创办实体带

动就业，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

给予1万元创业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个人贷款额度最高不超

过10万元，贷款利率上浮不超

过基础利率的30%，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3年，并按规定享

受财政贴息，贴息资金由各级

财政按照规定比例共担。

（邹欣媛）

“走出家门 走进课堂”铁岭农民不猫冬
以前，躲在家里看电视、打麻将，是不少东北农家猫冬的方式。如今在辽宁铁岭，

参加月嫂培训、走进车间实习、追着专家学艺成为更多农民的选择

百万农民创业忙 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拴住心才能留住人

河南拟定扶持20万人返乡创业目标
““千年古县千年古县””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意迭出创意迭出

近日，河南省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的好人好事“功德银行”吸引了很多来访者。“千年古县”

汤阴县，在社会治理方面创意迭出，成果显著。图为该村党支部书记邢锋讲述“功德银行”的

缘起。 王 崭 摄

宁夏“打包”政策力推创业富民

到2017年三季度，黑龙江农民创业人数达141万人，实现纯收入29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