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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曹普华（右三）在隆回县三阁司镇三阁司居委

会了解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 邵阳日报记者 袁枫 摄

▼新宁县清江桥乡清江村共有
123户贫困群众通过发展脐橙产业实
现稳定脱贫。 袁渊 摄

贫困群众在免费参加电工培训。

罗理力 摄

▲村民在扶贫车间工作。 申兴刚 摄

（上接4版）

就业扶贫大型招聘会就业扶贫大型招聘会。。 申兴刚申兴刚 摄摄

“现在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了钱，还不耽误照顾
老人孩子，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隆回县三阁司镇
中洲村湖南和亚中洲分厂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作台
前，刘小玲和上百名同事熟练地在各自岗位上干着手中
的活，忙碌而有序。

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家门口的“就业扶贫车间”，帮
助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2019年5月27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
家毫在邵调研时，实地考察了湖南和亚中洲扶贫车间，对
我市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
要研究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更多绿色环保、带
动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扶贫车间，有效实
现贫困群众“不离乡土、就地脱贫”的目的。

为推进扶贫车间建设，我市通过园区引领、商会参
与、帮扶单位协同、地企共建等方式，凝聚多方力量，推动
以鞋类、服装、电子、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扶贫
车间建设，并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民族文化产业，建设邵阳
特色扶贫车间。邵东市充分发挥“打火机”“皮具箱包”“五
金工具”等传统工业优势，把就业扶贫车间建设作为助推
产业发展、助力扶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武冈市着力“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尤其注重发挥商会作用，依托商会
建立广泛的人文关系网络，商会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牵
线搭桥，整合资源，发挥了巨大作用。

针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群众就业需求大出现
就业难的现象，我市鼓励企业把车间建到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拉长就业链条，发挥扶贫车间就近吸纳就业
特点，帮助无法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就业，保障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群众就业需求。

如今，全市办起696个扶贫车间，分别从事农产品和
服装、鞋子、箱包、打火机、玩具、电子元件等工业产品的
加工、生产，帮助11072名贫困人口就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让一名贫困群众在就业路上掉
队。当前，我市有农村劳动力380多万人，其中有40多万
名贫困劳动力。近年来，随着九兴鞋业、阳光发品等一批
项目在邵落地，当地用工需求迅速增长，企业普遍反映招
工难，尤其是缺普工。同时，一些农村劳动力年龄大、文化
水平低、技能差，导致外出务工难，就业增收无门路。为
此，我市以村级原有的信息员为主体，建立起农村劳务经
纪人队伍，探索出一条盘活现有资源的突围之路。

2017年9月，我市在绥宁县开始启动农村劳务经纪
人队伍建设工程，探索出“政府+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
劳动力”四位一体的就业扶贫新模式，搭建起贫困劳动
力、企业、人社部门之间劳务协助脱贫攻坚新桥梁。全市
已建立一支3000多人的就业“红娘”队伍，基本上实现村
村都有劳务经纪人，经劳务经纪人推荐或带动就业人数
超过 32000 人，贫困劳动力足不出户就能找工作，就业

“红娘”成为企业和劳动者的粘合剂，探索出了破解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的“邵阳方案”。

与此同时，我市全面落实就业扶贫政策，始终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训一人，转移一人；就业一人，脱贫
一户”为目标，着力从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就业帮扶等方面
入手，打出就业扶贫“组合拳”，努力扩大贫困劳动力就业总
量，突出抓好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工程，发挥创业担保贷款
带动就业优势，努力抓实完成就业扶贫各项硬性指标任务，
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确保全市就业扶贫稳步推进，为全市
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高力度保障高力度保障 筑牢就业扶贫“大底线”

“村里的支书能把老百姓的东
西带进市场很不错，以后更要好好
干，给老百姓创造更多财富……”8
月 10 日，国务院扶贫办在广东举
行消费扶贫会议时，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洪天云等与会领导来到广
州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
现场观摩和指导。在湖南馆里，作
为湖南深度贫困村的优秀产业发
展代表，新宁县安山乡大塘村展示
区吸引了他们。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
一头连着广阔市场。

6月9日，中国消费扶贫生活馆
“邵阳红”专馆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
邮政邵阳分公司举行，这是湖南首
家中国消费扶贫生活馆的正式签
约，这一依托中国社会扶贫网积极
助推贫困地区农特优产品走进市场
的创新试点项目，标志着邵阳优质
农产品消费扶贫搭上“顺风车”、驶
入“快车道”。

9月6日，“湖南省消费扶贫示
范中心”举行了开馆仪式，新邵县、
新宁县等9个县域扶贫生活馆在湖
南省消费扶贫示范中心（长沙市中
博园）集中开馆。开馆仪式现场，各
县市区扶贫产品种类齐全，并贴有

“湖南扶贫”产品专用标识和“邵阳
红”区域公共品牌标识。新邵县小河
村的野生茶、武冈卤制品、隆回龙牙
百合、崀山腊肉、洞口茶叶、邵阳县
茶油、邵东坛子菜、绥宁县东山红提
成为热销产品。

当天，现场销售扶贫产品达

1727 万元。其中湖南省工商大学、
省司法厅、五凌电力、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南大
学、南航湖南航空分公司、省政协办
公厅、湖南师大等10多家省直单位
现场采（订）购扶贫产品1354万元。
后续订单仍在洽谈，如湖南师大年
内将在绥宁县集中采购扶贫产品超
1000万元。

“会员充值、优惠券领取等功能
一应俱全，可实现 24 小时无人零
售，这种专柜好管又省心。”9 月 24
日，出席我市消费扶贫现场推进会
的嘉宾在洞口县雪峰广场体验了消
费扶贫智能专柜带来的便利后，赞
不绝口，纷纷为消费扶贫的“洞口”
模式点赞。

消费扶贫智能专柜通过“政府
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营”的模式，
帮助广大扶贫产品走向市场，目前
在洞口中医院、雪峰广场、洞口移动
公司、洞口消费扶贫馆等地均有分
布，零售额已达 3 亿元。9 月 23 日，
洞口县的消费扶贫专柜正式接入中
国社会扶贫网，成为全国首个接入
的县级专柜。

今年以来，我市把开展消费扶贫
作为努力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成色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多举措创新推
动消费扶贫，成效明显。为利用省会
长沙的区位优势和消费能力，鼓励支
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为社会各界购买扶贫产品、参与消费
扶贫提供有利条件，省扶贫办指导中
部（国际）农博园在长沙高桥大市场
建设湖南（长沙）消费扶贫示范中心，
邀请51个贫困县入驻，在租金等方
面给予优惠政策。早在今年4月21
日，市扶贫办就组织各县市区27家
企业到长沙市高桥市场举办扶贫产
品入驻对接会议。由于我市动作迅
速，8个贫困县（市）和邵东市在全省
率先完成展馆装修和产品上架，在全
省起到了示范作用。

截至目前，全市已认定扶贫产
品905种，总价值113亿元，涵盖所
有县市区涉及202家企业；动员各方
社会力量采购扶贫产品金额达11亿
元，带动31.5万户贫困群众增收。据

“中国社会扶贫网·湖南省消费扶贫
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数据，1到8月，
我市消费扶贫销售金额数据总量连
续8个月排名全省市州第一。

（下转6版）

高标准示范高标准示范 打造消费扶贫“大模式”

驱贫奔富看邵阳
——全市推进脱贫攻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