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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稳定之基，是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坚持就业优先战

略，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千方百计稳

定和扩大就业，是事关老百姓饭碗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根基工程。

8 月 21 日，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来到

帮扶车间调研就业帮扶、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等工作。

乔云详细了解车间规模、生产经营现状以及吸纳脱

贫劳动力就业、工人工资收入等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

要立足本地优势，用好扶持政策，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

“要牢牢把握产业与就业这两个推进乡村振兴、促

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始终把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摆在

突出位置。相关部门要主动履职，强化服务，加大对企

业的帮扶指导，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千方百计增加帮扶车间数量，提高车间经营水

平，切实发挥好帮扶车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脱贫户

增收的作用，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

富。”乔云语重心长地说。

兴县曾经是山西省 10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全

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兴县 15 个乡镇的 244 个行政

村，先后累计迁出 1481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0572
人。

为此，兴县建立了柳叶沟新城家园、乔家沟城东社

区等四大城郊安置点和瓦塘镇四兴村、圪针龙村等 15个

乡村易地搬迁移民点。

为了让这些人实现住有所居、业有所就，兴县人社

局一方面在移民点设立就业服务工作站，对各村搬迁到

来的贫困户就业情况挨门逐户摸排登记建立台账。因

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开办扶贫工

厂，使弱劳力、半劳力群体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同时根

据本人意愿和需求，通过兴县在东胜、太原、神木等地设

立的就业服务站，向外输出青壮年劳力。

兴县车家庄扶贫车间是兴县乔家沟移民社区的配

套就业基地，2000平方米的车间错落有致、干净整洁，承

载着 200多名易地搬迁脱贫户“业有所就”的梦想，现代

化车间的气息扑面而来。

告别盛夏，迎来初秋，走进隆圣龙制衣车间，100 多

台缝纫机整齐排列，来自移民社区的妇女们，双脚放在

踩踏板上，一手把握机头一手推送布料，伴随着缝纫机

哒哒的响声，碎片化的布料不一会儿就成了一件件成

衣，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妇女们都成了“能工巧匠”。

来自兴县魏家滩镇的张改珍看到记者的到来，停下

了手中的活计。“以前在村里每天就是围着锅台转，不是

做饭就是去地里干点农户，每天是灰头土脸一年下来也

赚不下几个钱，现在是干着体面的活、做着工厂的钱，真

是没想到”张改珍满脸激动。

兴县隆圣龙制衣厂李锡进说，为了帮助这些异地移

民户实现就业，制衣厂因地制宜、因人设岗，千方百计满

足每个人的就业需求。“为了最大限度增加他们的收入，

厂里建立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激励机制，熟练工工

资可以达到 3000 元以上，最多的能赚到 4800 元。仅车

家庄扶贫车间的两家企业就为易地移民户提供了 380个

就业岗位。”

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县城镇新增

就业 2327人，登记失业率 4%以内，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527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0995 人，完成市定任务

90000人的 112.22%，几项指标均排全市第一。

“十三五”以来，兴县坚持把“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作为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举措，持续开展订单式、菜单式、

滚动式培训，累计完成全民技能培训 6.4万人。

为了全面满足市民技能培训需求，兴县整合县公共

实训基地、职教中心、电大、职业中学等多个平台，持续

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就业，重点培育“兴县焊

工”“兴县电工”双名片，着力打造“晋绥风味”“兴县技

工”双品牌。

如今，兴县已形成了“一平台（兴县创业就业服务平

台）、二中心（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和县外就业服务中心）、

三基地（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基地、创

业就业孵化基地）”的就业保障格局，建成省市县乡四级

网络化、网格化就业大网，形成了覆盖全民、贯穿全程、

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和体系。

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兴县正乘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东风，满怀豪情，

扬起干事创业的风帆，正在朝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构建物尽其用、各尽所能的劳动就业新格局”奋力

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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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紧密
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将稳就业、保就业、促创业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来抓，以强有力、突破性、组合式的政策措施力保就业
局势稳定，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教育引导转变就业观
念，提供质量更优和覆盖面更广的就业服务，创造条件更好的就业环境，实现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就业，大力营造“技能筑梦想 建功新时代”的社会氛围，全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就业工作新篇章。

9 月 13 日，由兴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的“技能筑梦想 建功新时

代”第四届兴县职业技能大赛在万众期待中拉开帷幕。市政协副主

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县长梁文壮等领导来到现场，致辞祝贺、鼓

劲加油，用实际行动积极倡导技能筑梦、勤劳致富。

在焊工比武现场，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10位电焊工人手起枪

落，一时间，焊花飞溅，烟雾升腾，不到五分钟几块钢板在能人巧匠

的淬炼下，变成了一个个平整光滑的建筑构件，充分展示出了技能

工匠的能力水平。评委们品头论足，看速度、比质量、记分数、算结

果，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在瓦工比武现场，几位能工巧匠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砖头、水

泥、瓦刀一应俱全，比赛口令刚刚下达，身手敏捷的工匠们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开启了比赛模式，随着秒表的跳动，不一会儿，一堵规

整美观的砖墙就地形成。速度、质量、规格让人惊叹，赢得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

比赛中，工人师傅们专注用心、现场观众的心弦紧绷，热切关

注。随着比赛进程，现场气氛时而紧张、时而轻松，现场掌声欢呼声

彼此起伏。

此次比赛涵盖了瓦匠、贴砖、电焊、电器维修、家政服务、保洁、

保姆、剪纸、刺绣、美容、美发等 27个专业，吸引了 360名选手同台比

拼、现场过招。

近年来，兴县坚持把技能人才培养、技能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持续开展订单式、菜单式、滚动式培训，有效促进了群众就业增

收。今年，围绕打好“民生改善”牌的决策部署，接续推进“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建设，目前已完成各类培训 2625人，为全县乡村振兴

和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技能保障。

“此次技能大赛共设置 7大项目 26个工种，既有体现兴县工业

特点的焊接、电工等项目，也有体现特色劳务品牌影响力的养老陪

护、‘晋绥风味’特色小吃等项目，还有当前新兴产业信息与通信技

术、创意艺术等项目，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旨在夯实民生事业的基

础，激励更多的人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勤劳致富，实现技能强、就业

好、百姓富的发展目标，全面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的基石。”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技能大赛组委会主任梁文壮

说。

“举办本次职业技能大赛，既是对全县‘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发

展成果的检阅，也是对广大技能人才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精神风貌

的展示，目的就是，要在比学赶超中，交流切磋，提升技能、促进就

业，营造技能筑梦、技能致富的氛围为全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贡献。”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文壮说。

就业，一头连着企业运营、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

冷暖。

在兴县成千上万就业人员组成的大市场里，就业的故事丰富多

彩，扣人心弦。

奥家湾乡曲家沟村的奥美琴，6年前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在驻村

工作队的引导扶持下，参加了兴县人社局组织的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培

训，刚结业还未离培训班就被太原红马甲家政服务公司“抢走”。经过

几年的勤学苦练，她又获得了养老陪护、家政服务职业资格证书。如

今，已成为享誉省城的“名星”保姆和照护行业的金牌讲师。

2022年 7月 28日，在兴县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奥美琴斩获

了养老陪护项目的桂冠，后又代表山西队参加全国健康照护行业大

赛并闯入决赛。为了培育典型，引导激励更多的人向榜样看齐、向

典型学习，县里多次邀请奥美琴参加兴县技能比武、劳务输出活动，

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激励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引导更多的青壮年

劳力通过参加技能比赛，增长技能、提升本领，实现技能筑梦、增收

致富。

90后小伙张凯，经过三个月的技能培训和严格的职业技能鉴定

后，小张和他的伙伴们纷纷拿到了兴县人社部门颁发的电工职业资

格证书，成为他们走向就业的“敲门砖”，如今实现了稳定就业持续

增收。

“欲想居家不染尘，请找‘状元康小玲’，旮里旮旯都理清，窗明几净

倍温馨。”“三转婆姨”康小玲，通过参加家政培训班成为享誉全县的擦

玻璃冠军。在兴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再次获得了“兴县技术状元”

光荣称号，凭着这块金字招牌，上门找她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多，让她应

接不暇，她周边的妇女姐妹们也跟着她一起吃起“技能饭”。走上领

奖台时她感慨道“做梦也想不到，擦玻璃还能擦出个冠军来”。

据统计，2023年兴县共开展技能培训 68次，输出技能人才 2215
人，全县“人人持证技能社会”目的基本实现。

同时，兴县结合“村改居”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

兴县建立起脱贫劳动了就业帮扶台账和非脱贫劳动力就业台账，动

态管理、精准施策，举全县之力，全方位高质量做好就业帮扶工作。

“一技在手、生活无忧”。9月 13日，“匠心筑梦技赢未来”第四

届兴县职业技能大赛隆重举行，54名顶尖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分别

被授予“兴县技术状元”“兴县技工”等荣誉称号，在全县“学技术、比

技能、创一流”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兴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去年，兴县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2327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527人，两项工作目前位列全市前茅；

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2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50%；城镇登记

失业率稳定控制在 4%以下。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今年，兴县被省人社厅评为“促就业先进

县”，荣获倾斜分配就业激励资金 150万元，系吕梁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县。

激励带动典型引路B

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宣布兴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文壮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热闹非凡的兴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现场。

电焊比武火花四溅。

裁缝比武现场打分。 电工比武专心致志。

茶艺比拼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