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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并举促就业
    

“要让移民群众稳定下来，真正

成为市民，主要还得让他们有工作。”

社区党总支书记吕燕说。为此，社区

干部积极与用人单位联系，对接适合

社区居民的就业岗位，组织专场招聘

会100余场次，创新开办移民手工作坊。

走进栗子园社区彝绣车间，50 多

岁的王阿姨正在熟练地缝制绣品。“我

家也是移民，现在我的孩子都在市里

工作，我在家带孙女。孙女上学时我

就来车间做做针线活，打发时间的同

时也挣点钱。”王阿姨说。

为帮助社区中老年群体找到合适

的工作，2019 年，社区成立移民民间

工艺专业合作社，除开办彝绣车间，

合作社还与当地的辣椒、菌子等食品

生产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开展辣椒、

中药材、野生菌分拣和核桃剥壳等技

术培训，带动社区 170 余名中老年人

就业。

此外，社区广泛摸排群众的需求，

适时举办计算机、烹饪、缝纫、美容

美发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移民群众

5000 多人，帮助移民群众提高就业技

能。与此同时，社区还引导群众开办

旅社、搞餐饮、跑运输、揽工程等，

助力有能力的群众创业。

如今，社区建成就业创业服务信

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群众需求与就业

服务无缝衔接。目前，社区居民就业

率一直保持在 96% 以上，居民人均

年收入由刚搬迁时的 3000 多元提高

到目前的 1.5 万元。

    

 集体增收民受益
    

2013 年，社区争取到移民后期扶

持项目，建设了一个农贸市场。农贸

市场开业后，不仅带动 100 多名移民

群众就近就地创业就业，每年还为社

区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

除了建设农贸市场，社区还通过

出租自有商铺、建幼儿园承租等方式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以前，社区出

租自有商铺，不同地理位置都是一个

价，且管理不到位。为了提高租金收

益，社区党总支根据不同地段和位置，

优化商铺出租方式，大大提高了社区

的租金收益。”吕燕说。

近年来，社区每年的集体经济收

入基本稳定在 500 万元，2022 年突破

600 万元。雄厚的集体经济收入，为

社区开展物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关心和帮扶特殊困难群体、改善

民生需求等提供了保障。

中午，走进社区的幸福食堂，90

多岁的王奶奶正吃着热乎乎的饭菜。

王奶奶说，自从社区开办了幸福食堂，

每天她都会来食堂吃午餐，非常方便。

这里饭菜好吃，且一顿饭不到 5 元。

现在孩子再也不用中午回家给她做饭

了。在社区，像王奶奶一样的老年人

不少，他们每天都会到幸福食堂享用

“幸福餐”。

此外，社区通过建设信息化管理

平台，对移民群众在校学生进行台账

化管理，每个周末和假期，社区都会

依托志愿者力量开设“爱心课堂”和

“雨露课堂”，帮助社区孩子进行课

后复习、开展兴趣活动等。

如今，住在规划有序、环境优美、

安静整洁的社区里，移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现

在家里的大人都有工作，收入有保障，

孩子读书也方便。这样的日子，放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社区居民王大伯

开心地说。

本刊记者  谭宗慧  通讯员  杨  浩/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