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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稳定脱贫

的根本之策。今年以来，中阳县委、县政府凝

聚专班成员单位力量，打造就业帮扶专班，发

挥就业帮扶职能，重点解决国考、省考反馈问

题，结合全省大比拼“三落实一巩固行动”，动

态更新脱贫户、监测户劳动力务工就业数据

库，确保线上线下一致；通过落实职业技能培

训，落实职业培训技能补贴、一次性交通补

贴、稳岗补助、企业减税等就业帮扶政策，规

范公益性岗位管理，盘活用好帮扶车间，努力

推动“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和脱贫家庭

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为全省打好巩固

衔接翻身仗作出应有贡献。

“政策兜底”保障一批。首先，推动一次

性交通补贴和稳岗补助发放常态化，通过交

通补助“承诺+证明”、稳岗补贴优化流程委

托代办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应发尽

发，共落实 2023 年一次性交通补贴 2165 人

159.79 万元，稳岗补助 5202 人 624.24 万元。

其次，落实就业创业补贴、创业场租补贴政

策，中阳县人社局通过采取政策下沉服务，

宣传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共落实一次性创业

补贴 1 人 1000 元，场租补贴 1 人 3000 元；通

过组织帮扶车间、小微企业召开就业政策落

实推进会，讲解政策，落实 2户帮扶车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 4.35万元，以及 7家企业申

报资料并公示，共涉及 258 人、34.82 万元。

同时，中阳县税务局根据吸纳情况核算减免

金额，确保税收减免配套政策落实落地。

“扶贫车间”吸纳一批。按照“升级一

批、扶持一批、新建一批、调整一批”的原则，

深入宣传补贴政策，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式

工作、一企一策工作思路，深研政策、扩大规

模、精准帮扶、倾心服务，帮助就业帮扶车间

正常运行，脱贫劳动力和易地搬迁劳动力就

业增收，同时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帮扶车间，目前共有 10家经营主体提交了认

定申请；对运行不畅或连续 6个月吸纳脱贫

劳动力、监测户、易地搬迁户劳动力不足 5人

的 4个帮扶车间实地核查，与企业负责人、属

地乡镇分管领导就退出达成初步意见。截

至目前，中阳县共有就业帮扶车间 17个，吸

纳带动就业 998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662人。

“特色产业”带动一批。近年来，中阳县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依托

“中阳木耳”这一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腾宇生

物、心言生物两户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中阳

耳农”特色劳务品牌，全力打造木耳专业镇

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截至目前，中阳县共

有 193 户木耳种植户，2100 座大棚，全年种

植木耳 4800多万棒，两户龙头企业和其他种

植户，可吸纳 500余名劳动力常年稳定就业，

种植期、采摘高峰期可带动 6000余个劳动力

务工 6 个月以上，每名“耳农”增收 2.7 万元

左右。“过去农闲没活干，现在家门口有了木

耳种植基地，不仅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

月能挣四五千元。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了！”家住暖泉镇的杜贵荣高兴地说道。

“公益岗位”安置一批。首先，中阳县

通过组织各乡镇对全县光伏公益岗位进行

摸排整改，规范建立岗位数据，通过整改规

范设置，2023 年共设置 9 类 1871 个光伏公

益岗位，其中安置脱贫劳动力 1543人；2023
年固定岗工资由 2022 年 300—1800 元调整

为 500—1800 元 ，确 保 公 益 岗 最 低 工 资 在

500 元以上。其次，建立三项长效机制，通

过建立岗位数据库，对 70 岁以上公益岗位

人员和退出人员的收入和就业增收情况进

行跟踪关注，防止发生因退出公益性岗位

再次返贫；通过规范人员选聘程序，及时清

退不符合条件人员，坚决杜绝人岗不适、一

人多岗、工资拖欠等问题；通过完善考核制

度，做好日常管理考核，确保公益性岗位发

挥实效。

“整合资源”帮扶一批。首先，中阳县采

取专项招聘行动与易地搬迁就业服务站常

态就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为对有就业意愿

的脱贫劳动力、监测户劳动力、易地搬迁群

众提供“131”就业服务；其次，中阳县将持续

巩固“千人就业”成效，探索政府主导、企业

主动、机构主办的促就业、稳就业模式，目

前，6 个乡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吸纳脱贫劳

动 力 566 人 ，2022 年 以 来 累 计 发 放 工 资

614.42 万元；最后，在中阳县在最大的易地

移民搬迁点升辉小区建设公益性零工市场，

依托现有的创业就业孵化基地、电商中心，

引进职业培训学校，打造“一公里”就业服务

圈，加大易地搬迁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扶持

力度。

“培训指导”提升一批。首先，中阳县通

过对雨露计划应届毕业生 161人就业情况进

行回访，建立建就业服务台账，持续关注雨

露计划应届毕业生就业动态；其次，通过对

山西省人社厅推送数据比对、县乡村振兴

局、县教育科技局推送名单，共梳理脱贫家

庭高校应届毕业生 100名，建立脱贫家庭高

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服务卡，实施“一人一档、

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对未就业人群重点关

注并提供“1131”就业服务，了解未就业原

因、就业和培训意向，讲解就业政策、提供职

业指导、推荐就业岗位、提供技能培训和见

习机会，因人施策制定帮扶措施，确保毕业

生返乡后稳得住、有事做。截至目前，中阳

县共建有“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1个、“技能

服务人才培养基地”2 个、“大学生实习实训

基地”6 个，充分利用高校优质资源，促进教

育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因为就业扶贫“组合拳”，中阳县成千上

万的贫困群众走上了就业增收、脱贫致富的

新路。截至目前，中阳县共有脱贫劳动力

13008 人，实现务工就业 8781 人。下一步，

中阳县将继续打好抓稳岗、扩就业、促增收

政策“组合拳”，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生

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与满意度。 （文/霍玉润 图/张旭峰）

金穗飘香满地黄，丰收时节粮满仓。走进枝柯镇，田地里

到处都弥漫着丰收的气息，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2023年的秋

收没有了往年的繁重劳作和疲惫，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机械开进

农田。从耕种到收割，“一条龙”的农业生产托管模式，使枝柯

镇踏出了一条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共赢之路”。

近年来，中阳县枝柯镇党委利用当地种养产业基础，积极

探索“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的管理模式，

依托农业生产服务中心开展耕、种、管、防、收、售等全程服务，

以“土地托管”降本保丰促振兴，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目

前，枝柯镇不少农户选择了全托或半托土地托管服务，当起种

地“甩手掌柜”。据统计，自 2023年来，枝柯镇已有 1.4万亩土

地选择了托管服务，农民增收约 560万元。

“全程托管”解决后顾之忧。中阳县持续推进农业生产托管

新模式，引导农户接受农业生产统一经营“大托管”，实现了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使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

从种植到收获，从技术服务到物资供应，都有专业组织协助完成。

虽然土地托管了，但土地还是农户的，产的粮食也归农户。

“有了土地托管，我们成了‘甩手掌柜’！”中阳县枝柯镇南

大井村民闫海生乐呵呵地说：“我常年外出务工，19.3亩承包

地不仅没有抛荒，每年还能获得不少收入。”土地托管后，通过

全程机械化作业，每亩玉米地节约了 200元左右，不仅解决了

农忙时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民外

出务工没有后顾之忧。

“土地保姆”带动村民致富。“土地托管给合作社，我们就

可以去外面打工了。”“自从将家里的土地入股到村里的合作

社之后，我们老两口就在家养殖，一年下来收入比光种地强多

了。”“这已经是第二个年头分红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今

年，枝柯镇南大井村獐鸣小组的 9户农户共托管 171亩耕地，

纯获红利 13.68万元，村民们手捧一摞摞百元大钞，脸上洋溢

着喜悦，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说土地托管政策好。

按照“保底收入+按股分红”原则，合作社对“全托管”的农

户每亩有 800元的保底分红，返还村级集体每亩 30元的管理

费，带动村集体平均增收 2.4万余元，合作社针对“耕、种、管、

收”的每个环节，组织项目细分、成本定价，让农户省心、省力，

“实惠看得见”，被广大农户亲切地称为“土地保姆”。

土地托管，不仅要“托得住”，还要“管得好”，通过合作社

统一进行土地种植、耕作、灌溉、防虫和收割等农业活动，专业

的技术支持和精细化管理能够确保土地高效利用，在提高土

地生产效率的同时，让群众实现增产增收。在枝柯镇玉米种

植基地里，大型玉米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机声隆隆、人头攒动，

农机手们驾驶着收割机一路高“割”猛进，摘穗、秸秆粉碎、装

车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完成后，铲车将玉米放入上料斗，

通过传送带进入玉米脱粒机，去除玉米芯等杂质，待玉米脱粒

装车后可直接销售。据统计，共为农户收获了 160 吨玉米和

21560吨饲料的“丰收大礼包”。

土地托管服务模式真正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现

代化，让农民“省力省心还赚钱”“种地打工两不误”“增产增收

不丢地”，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有力推动土地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田畴织锦绣，沃野绘新篇。接下来，中阳县枝柯镇将不断

加大产业投入力度，用好土地托管政策，增强“抱团”意识，激

发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力提高农业产业组织

化程度，多渠道、多层次、多维度赋能村集体经济规范化、高效

率运行，让乡村振兴曲在中阳越唱越响，奋力谱写出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发展新篇章。

创新土地托管模式创新土地托管模式 助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赋能乡村振兴
————中阳县枝柯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侧记中阳县枝柯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侧记

□ 文/马林 图/张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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