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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促就业惠民生
本报讯 许文逸 记者王斌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今年以来，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及省市县关于以工代赈工作部

署，把“以工代赈”作为帮助群众就

业增收的一项重要抓手，因时因势

激活以工代赈的综合作用，充分发

挥“赈”之功用，通过实施以工代赈

民生工程促进乡村振兴。

记者在通渭县襄南镇隔里沟村

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施工现场看到，

挖掘机、推土机来回穿梭，有序运送

石料、砂浆，村民们则坚守各自岗

位，或抬石料，或砌护坡，或修水渠

等，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施

工景象。

正在工地上干活的隔里沟村

村民马芳红满心欢喜，自村上实施

“以工代赈”项目后，她真正获得了

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的好机会，每天

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施工现场。“我

来这里干活已经20多天了，一天能

挣120元，上个月挣了1800元，在

家门口挣钱感觉特别好。”马芳红笑

着说。

马芳红家门前不远处有两个天

然形成的水坝，每逢夏天虽景色优

美，但也给附近村民雨天出行带来

了诸多不便。依托今年全镇的以工

代赈项目，隔里沟村实施了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修建了连环坝，不仅让

村民出行更安全便捷，而且极大地

改善了村容村貌。

通渭县襄南镇隔里沟村村民

李嶺丰说：“自从以工代赈项目实施

后，我们村硬化了巷道，还修建了两

个水坝，水坝修好后村上的人出行

安全了，村民还可以务工挣点钱，不

能外出的人可以就近就业。”

近年来，通渭襄南镇隔里沟村

紧紧围绕“传统古村落小镇”建设目

标，充分发挥农耕文化、田园风光、

古镇古村、民俗风情、生态农业等特

色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和提升旅游

与生态、产业、文化融合，通过发展

乡村旅游为当地群众敲开了增收

致富的“大门”。但村上原有巷道为

土路，严重制约了村上的发展，以工

代赈项目的落地让所有问题都迎刃

而解。

“路上走特别方便，脚上再也不

沾泥了，运送我们村的万寿菊也更

便捷了。”通渭县襄南镇隔里沟村村

民孙禄托激动地告诉记者。

“我们村巷道硬化一共7000平

方米，现在硬化了6000平方米，6月

中旬能完成剩下的1000平方米硬化

任务，6个社的巷道硬化也能完工了，

所有的老百姓积极性特别高。”通渭

县襄南镇隔里沟村副主任董有红

表示。

“襄南镇隔里沟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总投资350万元，建设内容包

括石头砌筑坝体 3 座，巷道硬化

7000平方米，硬化3.5米宽的主干道

700 米。该项目参与的农户有 80

人，以工代赈项目总劳动报酬达到

80余万元。”通渭正泰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孙建仁介绍说。

据了解，通渭县2023年共实施

推广重点工程以工代赈方式项目

7 个、总投资2.25亿元，预计吸纳当

地1403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

劳务报酬达808万元。

本报讯 山东省临沭县发展改

革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重点工程项

目实施以工代赈，促进群众就业的

部署要求，认真学习政策，把握精神

要义，突出工作重点，狠抓措施落

实，强化统筹协调，凝聚部门合力，

激发内生动力、拓宽收入渠道，发挥

好以工代赈拓岗位、稳就业、保民生

的重要作用。

认真学习政策，统一思想认识，

提升“赈的内力”。2023年初，临沂

市召开以工代赈工作培训会议，临

沭县发展改革局及时组织全县以工

代赈工作部门协调部门及各镇街收

听收看，并召开推进培训会，围绕准

确把握新形势下以工代赈的主要方

式、主要目的、管理体制、计划方式、

支持方向、负面清单、优先原则、前

期要求、监督机制、工作责任等重点

内容，对当前以工代赈相关政策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通过学习

新政策，新理念，切实提升了对以工

代赈新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思想观

念有了明显的转变，提升了培训人

员的能力素质，同时为如何抓好新

形势下以工代赈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政策，增强了信心，开拓了思路。

明确目标任务，统筹安排，提升

“赈的能力”。以工代赈的核心是以

“业”促赈，为群众提供就业机会，清

楚发放劳务报酬。临沭县高度重

视，积极部署推动全县重点工程以

工代赈的工作，临沭县发展和改革

局已起草了《临沭县关于在重点工程

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

群众就业增收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正在征求相关部门和各镇街、

经济开发区意见。实施方案建设范

围覆盖交通、水利、能源、农业农村、

城镇建设、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灾后

恢复重建等“七大建设领域”。

强化部门联动，积极协同配合，

提升“赈的合力”。在项目建设管理

上，临沭县发展和改革局联合13个部

门建立了以工代赈工作部门沟通协调

机制，并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及时

研究部署项目工作。下一步，临沭

县将建立健全责任机制，明确临沭

县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施工单位职

责，建立“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

其责”的责任体系。 （孙 焕）

临沭：以工代赈拓岗位激发内生动力

助农增收显担当 以工代赈暖民心
四川广元市充分发挥“赈”的初心，精准谋划项目，创新实干，着力提升“赈”的实效，

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以工代赈高质量发展
□ 高 寒

近日，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歧

坪镇和平村，以工代赈项目工地上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几十名群众有

的挥锄刨土、有的搬石头……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022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800

万元，预计吸纳当地群众362人务工

就业，发放劳务报酬344万元，占中央

财政资金的43%，人均收入近1万元。

这是近年来广元市充分发挥以工

代赈初心、解决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

收的一个生动缩影。

以工代赈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

有效途径。广元市地处四川盆周山

区，是川陕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素有

“川北门户”之称。近年来，在国家、省

发展改革委指导下，广元市全面落实

国家新时期以工代赈政策，始终把“稳

就业、促增收、保民生”作为落脚点，

聚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两个重点，发扬“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的广元以工代赈精神，精准

谋划项目，首创“三级”审查方式；创

新实干，着力提升“赈”的实效，赋能乡

村振兴；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群众

就业增收，不断推动以工代赈高质量

发展。

近期，笔者通过深入走访广元苍

溪、剑阁等地，深刻地感受到了当地干

部群众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

广元以工代赈精神，“脚踏实地、‘撸起

袖子加油干’、一心谋发展”的斗志。

精准谋划项目
首创“三级”审查方式

以工代赈作为国家的一项农村扶

持政策，对于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的欠

发达地区来说，通过该政策改善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解决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增收显得尤为必要。

在广元市，为了争取更多的以工

代赈项目服务农村，当地十分注重项

目前期的准备、指导、宣传等工作，因

地制宜，因村施策，精准谋划项目，逐

级申报筛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和平村以工代赈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为土地整理504亩，及改建灌溉渠、

山坪塘等。未来，这里将建成500余

亩高标准粮油基地。

“苍溪是省级四星粮油园区，歧坪

镇是苍溪规划的优质粮油产业区，和

平村已于去年发展200余亩优质生态

粮油产业园，效益明显，但规模不大，

需进一步壮大。”站在田埂上，和平村

村支书宋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该村

早在一年前便积极谋划项目，希望通

过项目把群众和产业紧密结合起来，

让群众能就业增收还可致富。

在剑阁县木马镇共同村，务工群

众正挥锄挖土平整路基。该工程是

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

任务项目，主要新（改）建道路5.２公

里、整治山坪塘 3口。项目总投资

449.83万元，其中申请中央财政资金

39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9.83万元。

“该项目能吸纳120多名当地群

众就业；可发放劳务报酬130多万元，

占中央财政资金的33.62%；可培训务

工群众360余人次。”剑阁县发展改革

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条道路一旦建成，

可打通村组与高标准农业园之间的通

道，为当地群众带来便利与实惠。

“去年秋天，村里就开始着手项目

的前期准备，比如，在家务工人员的统

计、听取群众意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等。”共同村村支书李清学说，“做到群

众有意愿、表格上有数字、村里能发展。”

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共同

村集中安置点与农业生产园区的产

业连接道路，助推脆红李、生猪、土鸡

等产业提质增效，盘活安置点周边闲

置的500亩土地资源，可带动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达到10万元，人均增收

1500元以上。

“广元市高度重视项目的精准性，

严格落实‘先有群众，后有项目’要求，

靠前谋划一批符合国家政策、能带动

群众就业增收的好项目，并纳入项目

储备库进行动态管理，同时强化指导

督导，做优做实前期工作。”广元市以

工代赈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以工

代赈项目通过‘乡镇推选’‘县级筛选’

‘市级初选’三级审查方式，择优选取

参加省级遴选。”

据了解，广元市开展的以工代赈

项目“乡镇推选”“县级筛选”“市级初

选”三级审查方式遴选项目在四川省

属于首创。这种工作方法要求项目前

期工作详细精准、因地施策、有的放

矢，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筛选出

更加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更好地满

足当地群众就业增收需求。

今年一季度，广元市通过市级遴

选，向四川省推送24个以工代赈项目

参加省级遴选，全部入围，争取到中

央、省级以工代赈资金1.05亿元，较

2022年增加1181万元，增长12.67%。

着力提“赈”民生
赋能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广元市始

终把以工代赈作为帮助群众就业增

收的一项重要抓手，因时因势激活以

工代赈的综合作用，充分发挥“赈”

的实效，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民生工程

促进乡村振兴。

在苍溪县和平村以工代赈项目

中，预计吸纳的362名务工群众里涉

及脱贫等重点群众240人，预计发放

劳务报酬178万元。

“通过此项目，我们创新组织体系

拓展就地就业群体，健全以脱贫、易地

搬迁等四类重点群众为主的务工组织

体系，培养一支涉农项目采用以工代

赈方式的工程施工队伍。”宋之说，普

工、杂工原则上由重点人群参与，以确

保他们有较为稳定的收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工

代赈，给群众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的

增加，还有技能培训。

据苍溪县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务工群众就业技能培训主要采

取“岗前、岗中、岗后”三个阶段，采取

“课堂+现场”“集中培训+以工代训”

“理论+实践”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

开展包括支模、焊工等多种专业技能

培训，提升群众就业能力。

据了解，苍溪县仅和平村以工代

赈项目，预计超过400人将接受技能

培训，务工群众可学到砖砌、支模、焊

工等技能技术，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广元市不仅充分利用以工代赈专

项发挥“赈”的实效，还通过推广以工

代赈项目着力扩大“赈”的规模。

在市级重点工程剑阁县粮食仓储

物流园区，作为推广以工代赈项目，该

项目重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

群众、城镇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和技

能培训问题。

据介绍，该项目实施以工代赈的

建设任务和用工环节为土建施工、主体

工程等，涉及投资1亿元，预计带动当

地群众300人参与务工，发放劳务报

酬1000余万元，开展技能培训1200余

人次，务工群众可学到木工、水电安装

等技能。

广元市以工代赈事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以工代赈项目可为群众开展

多层次多方面技能培训，激发群众

就业增收内生动力，助力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数据显示，截至５月底，广元市24

个2022年以工代赈项目已吸纳2984

名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逾2258万

元，开展技能培训7000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广元市十分注重

发挥以工代赈综合作用，通过以工代

赈促进乡村振兴。例如，苍溪县和平

村以工代赈项目建成后，乡村环境将

得到美化，产业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

理，将推动优质粮油产业迅猛发展。

依托项目区自然资源，该村将深度融

合农文旅产业，打造集观光、休闲、娱

乐、康养和精深加工有机结合的农旅

新村，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能力将得

到进一步提高。

强化流程监管
保障群众利益

“4月29日，技工5人、普工8人，

60挖机2台、150挖机一台……”在剑

阁县共同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日志

上，详细地记录着一天的务工人员数

量、机械和原材料使用等情况。

“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

记本用来记录每天的‘流水账’。”该项

目理事长郭次春翻着笔记本，上面写

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这些看起来

是平凡琐事，实际上关系着项目的质

量和务工群众的收入。”

作为村民自建项目，这个细节客

观上反映出了基层干部群众对于以工

代赈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还会对务工群众报酬及‘租

购聘’即机械租用、原材料采购、技术

人员聘用等在村委会进行7天公示。”

李清学说，“要把以工代赈项目账本

‘晒’在阳光下，让老百姓看得明明白

白，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全县项目认真落实以工代赈项

目县级负责人制度，充分履行县级以

工代赈项目负责人职责，指导村党支

部召开支部会议，研究‘定人定岗定

酬’和‘租购聘’方案，由村民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并公开公示。”剑阁县发展

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实行全

生命周期监管。”

加强以工代赈项目事前、事中、事

后监管，实则是打通以工代赈政策落实

“最后一米”，从根本上保障群众利益。

据了解，为确保把以工代赈项目

建成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保障群众

利益，广元市强力推进以工代赈项目

规范管理，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督，全面

落实以工代赈项目务工劳务报酬、岗

前技能培训、务工以岗代训、特殊岗位

设置、产业技能培训、折股量化分红、

公益岗位安置、产业带动就业等8项

赈济事项。

“我们严把劳务组织、报酬发放、

竣工验收、绩效评估等重点环节，坚决

维护群众利益，特别是涉及务工群众

报酬，必须建立明晰的台账制度，必须

通过‘一卡通’平台按月足额发放。”广

元市以工代赈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针对项目村民自建“定人定

岗定酬”“租购聘”“一卡通”劳务报酬

发放工作进行全覆盖督导，进一步抓

实以工代赈政策落地。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广元市实

施以工代赈项目80个，总投资2.68亿

元，组织5793名群众参与务工，已发

放劳务报酬3877.91万元。在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项

目 984 个，总投资 9.33 亿元，组织

20913名群众参与务工，已发放劳务

报酬12098.65万元；重点工程实施以

工代赈项目48个，组织4344名群众

参与务工，已发放劳务报酬8886.96

万元。

以工代赈，从古有之，用以工代

赈的方式来扶助贫困是一种比较好

的方式。优点一：“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以工代赈工程建设，优先

吸纳脱贫人口和因灾需救助的人

口，他们可能年龄偏大，劳动技能比

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具有很

强的竞争力，如果只是发他一点钱，

那么钱用完了他还会继续面临同样

的困难。优点二：通过以工代赈的

方式，可以让他进入就业市场，特别

是很多项目建设，还兼有培训的职

能，不仅使他能够获得当期的劳动

收益，在工作中学习，还可以在劳动

中得到培训，提高他的劳动技能，增

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学到

本事以后，也可以运用到其他项目

中，使他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进入劳

动力市场，为他长期获得收入提供

有力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吴萨：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汕汕铁路汕汕铁路
全线开始铺轨全线开始铺轨

6月 6日，中铁十一

局铺轨机组在汕（尾）汕

（头）铁路汕尾螺河特大

桥上铺设一对500米长钢

轨，汕汕铁路进入全线铺

轨阶段。由广东铁投集团

投资建设的汕汕铁路设计

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

纵八横”高铁网中“沿海

通道”甬广铁路的组成部

分。图为施工人员在汕

汕铁路汕尾螺河特大桥

上进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湖南娄底湖南娄底：：电建产业加速发展电建产业加速发展
湖南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输变电相关企业100余家，输变电产品远

销海外，带动就业5万余人。近年来，依托产业基础，娄底经开区建设中阳生

态电力科技谷，促进电建产业快速发展。图为在位于娄底经开区的湖南乐立

保电气有限公司，工人在吊装变压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