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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统一收费标准”方式，在农贸

市场和临时文化广场划出约3米×3

米规格的摊位200余个，为有自主创

业意愿的群众搭建平台。

“卖小饰品、炸土豆条、烤土

豆……这200余个摊位，目前发挥出

很好的作用，每日毛收入1000元以

上的摊位有21家、500元至1000元的

有27家。”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一名

负责人表示。

引进企业
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

走进位于靖安安置区的三江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运行的

声音在耳边萦绕，该公司生产部经

理殷发彪正在生产车间指导几名

工人。

2020年3月28日，殷发彪一家6

口从永善县莲峰镇文潭村搬迁到靖

安安置区。殷发彪说，从摇摇欲坠

的木瓦房搬进150平方米的新楼房，

他家的居住条件变化太大了。

殷发彪告诉记者，他家原来居

住的地方交通条件差、信息闭塞，

全家一年的收入全靠种植几亩花

椒。由于父母年迈身体不好，加上

两个孩子正在上学，一家人的生活

过得异常艰难。

前些年，殷发彪也曾和村里

人一起去浙江等地务工，做过协

警、保安等工作。可由于家里老人

和小孩需要照顾，他只好返回家乡

发展。

2020年3月，安置区临时党工委

从深圳引进了三江科技有限公司，

殷发彪第一个报名就业。由于殷发

彪头脑灵活又能吃苦，很快就被任

命为生产部经理，月收入6000多元。

“现在，我一个人的收入就够

一家人吃穿了，媳妇在家照顾老人

和孩子，我每天下班后也可以帮衬

一下。”殷发彪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帮助与殷发彪一

样需要照顾老人和小孩而无法外出

务工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安置区

临时党工委以“政府引导、企业搭

台、贫困户参与”的办法，从广东

等地引进了一批实力强的企业到靖

安安置区落户，实现了企业节约成

本以及群众就业。

在君子兰服饰有限公司，电动

缝纫机运转的声音萦绕在耳畔，车

间里的服装生产线上整齐地摆放着

缝纫机，42名女工坐在机器前忙着

缝制校服。

柔和的灯光下，宋胜巧正埋头

赶制校服。她家于2020年3月从大关

县高桥镇核桃村搬到靖安安置区合

顺社区。“现在搬到新家来，居住

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干净舒适，最重

要的是不用外出务工也能挣钱养家

糊口。”谈到搬迁后的变化，宋胜

巧说。

加强统筹
精心组织群众外出务工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外出务工

的高峰期也到来了。2月18日，靖安

安置区各级党组织开始为224名即

将赴广东、浙江等地务工人员实施

“点对点、一站式”返岗专车服务。

“每辆返岗专车上都有专人护

送，负责‘清点人数、医学观察、

对接当地’等工作，还提前准备了

水、食物、口罩等生活用品。”昭

阳区人社局一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看到有这么严密的防护措施

和贴心周到的服务，我们感到很踏

实，也很温馨。”一名即将赴广东

省东莞市的外出务工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扎实抓好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力转移输出，安置区临时

党工委发挥各级党组织优势，精心

拟订工作方案，与广东、浙江等地

的用工单位精准对接，采取“点对

点”服务，把务工人员从家门口直

接送到厂门口，让广大务工人员能

顺利、安心、健康上岗。

同时，安置区临时党工委还专

门成立工作组，对输出的劳务人员

进行全程跟踪，了解他们工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保障贫困劳动力的合

法权益，不断提升外出务工群体转

移就业的稳定性。

“我和媳妇在东莞一家服装厂

上班，我的月工资有8000元左右，

我媳妇的有五六千元。厂里还专门

给我们分了一间夫妻宿舍，生活也

很方便。”靖安安置区外出务工人

员宋某高兴地说，“厂里除了我们

夫妻俩，还有几位老乡，平日里大

家相互照应，相处也很融洽。”

宋某告诉记者，他家2020年从

大关县搬迁到靖安安置区，两个孩

子都在上大学。为了供孩子上学，

夫妻俩这些年先后到浙江、福建等

地务工，但是收入都不太理想。

2020年3月，在安置区临时党工委的

统一组织安排下，他们到东莞一家

服装厂上班，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工作也相对轻松和稳定。

“通过全市各级党组织未雨

绸缪、精准施策，目前包括靖安安

置区在内的全市青壮年劳动力得到

精准转移，实现了由群众自发、无

序、没有保障的外出务工，到有组

织、有层次、有保障、有体面的转

移就业。”昭通市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