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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新起点上接续奋斗
——各地稳产业促就业巩固脱贫成果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2022年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
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
战。国家乡村振兴局明确，2022年将
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超过3000万
人。这3000万人的就业岗位中大部分
将由乡村产业支撑和吸纳。

新春伊始，各地积极多措并举发
展乡村产业，以产业促就业，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落实产业就业帮扶

“蜜一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
祜人纵情歌唱……”

虎年春节，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老达保村歌声嘹亮，来自全国约4
万名游客在这里欢度假期。

澜沧县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陲，是
全国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
一。拉祜族为直过民族，以拉祜歌舞
为特色的老达保村靠发展旅游脱贫，
如今正成为网红村寨。

“实践证明，就业是澜沧县增加群
众收入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性举措。”云
南省澜沧县县委书记杨中兴说，2021
年通过健全机制促就业、提升技能保
就业、培养能人带就业、强化服务稳就
业，实现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8.97万
人，占全县脱贫劳动力总数的65.07%，
人均实现劳务收入15920元，做到脱贫
人口就业规模稳定、劳务输出不减，真
正让脱贫劳动力“输得出、留得住、有
收入、寄得回”。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近日
指出，当前还存在部分脱贫人口就业
稳定性不高、脱贫劳动力技能欠缺、部
分帮扶车间经营困难、公益岗位降幅
较大等问题，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的底线。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我
国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等措施。来
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全国脱贫劳动力通过务工
就业3145万人，比 2020年底增长
4.2%。其中，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627.5万人，比
2020年底增长5.7%。

引入企业注入源头活水

春节假期刚过，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南县张店镇马台村还沉浸在节日的
喜庆中。

这个春节村民王以梅过得格外开
心：“住上新房子，正好迎娶新媳妇上
门，真是双喜临门呢！”

“水、电、路样样通，旁边还有健身
广场，买东西几步路就到了。”王以梅
边介绍她家白墙黛瓦的两层小楼，边
发喜糖给乡亲们。

张店镇所在的灌南县是江苏省12
个省内重点帮扶县之一。近年来，当
地不断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示范社区建
设步伐，大力推进农房改善，农村面貌
焕然一新。去年6月底，张店镇在江苏
省委驻灌南帮扶工作队的支持下，新
型社区一期工程全部建成，146户村民
入住。

安居更要乐“业”，发展才是群众
稳定增收的关键。张店镇围绕板材、
食品、机械制造等领域夯实乡村产业，
发展产业园区，在健全产业链的同时，
也为当地留守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
会。

“以前一直都在外地工作，现在年
龄大了，正好到家门口的企业工作，每
个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非常满意。”
今年45岁的丁如霞是马台村村民，已
在当地工业园区内企业务工一年多。

丁如霞务工的这家企业，是入驻
张店镇工业园区的第一批企业，解决

了60多名留守劳动力的务工问题。去
年，张店镇招商引资9个项目，6个投资
超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硬支撑”。张
店镇党委书记周鹏介绍：“今年计划引
入更多高精尖企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
头活水。”

产业连着就业，是群众稳定增收
的重要支撑。据国家乡村振兴局介
绍，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乡
村产业的比例已达到50%，2022年还
将继续提高，发展壮大脱贫地区特色
优势产业，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
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强化龙头带动，
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产业

来自甘肃庆阳的白玮曾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4年来通过在北京做一名外
卖平台骑手实现稳定脱贫，“上班灵
活，收入稳定，平均每月8000多元，可
以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老人的医
药费”。

算法派单，线上接单，线下干活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乡村振
兴，推动城乡之间资源、机会等均等化
发展。美团数据显示，脱贫攻坚期间，
累计近60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成
为平台骑手实现就业增收。

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折射出巩固

脱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截
至目前，国家级电商平台“832平台”累
计销售832个脱贫县农产品超过200亿
元，帮助230万农户巩固脱贫成果。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不久前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年）》，从数字基础
设施升级行动、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
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等8个方面
进行部署。

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带来全新的
发展方式，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经营、
交易的数字化转型。2022年，各大平
台加速布局乡村产业，拓宽脱贫群众
就业渠道，促进稳定增收。

在源头生产端，平台利用大数据
探索推进农产品分级标准，推动农产
品品牌化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在
农村创业者培训方面，实施“幸福乡村
带头人计划”，目前该项目在全国30个
省份培训了超过100名乡村创业者，带
动乡村上百万人增收和就业；在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平台设立县
域互联网就业岗位，引入数字经济产
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农村电商、移动社交、数字娱乐
……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为乡村振兴
带来全新的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21日，
中宣部出版局启动“奋进新征程 建
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并公布
1-2月书单，包括《论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
思想》《双循环论纲》《西海固笔记》
《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等15
种图书。

据介绍，好书荐读活动将持续全
年，每月向社会推荐重点主题图书，包
括权威读本、理论力作、长篇小说、报
告文学、儿童文学、画册、连环画、音乐
集等，并通过线上线下书店进行展示
展销，激励人们意气风发地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浓厚氛围。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付真卿）2月18日，记者从省政府网站
获悉，川渝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近日联合发
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管服”改革
2022年重点任务清单》《川渝通办事项清
单（第三批）》《川渝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
单（第一批）》3个清单。

其中，《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三批）》
和《川渝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单（第一
批）》涉及新闻出版、发展改革、公安、民
政、财政、人社、生态环境、交通、税务等
19个部门，101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纳入
第三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34项高频
电子证照纳入第一批川渝电子证照互认

共享清单。
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川

渝通办”前两批210项事项已于2021年10
月31日全部入驻一体化平台“川渝通办”
专区，实现落地可办。为贯彻落实川渝两
省市政府办公厅“川渝通办”改革成效新
闻发布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放管服”改革，拓展“川渝通办”
合作深度、广度，川渝两省市政府办公厅
在充分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基础上，推动两
地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结合国家任务
清单及部门实际反馈情况，梳理形成了第
三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和第一批川渝
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单。

与前两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主要
按照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实现“跨省
通办”的任务事项相比，第三批“川渝通
办”事项清单更加具有区域特色，主要从
两地实际需要出发，其中车辆购置税申
报、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律师执业许可等
89个事项（占比88%）为川渝两地特色事
项，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等12个事项
是根据国家任务或行业任务清单梳理。

第三批事项中超过80个事项涉及企
业法人办事需求，包括“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跨省市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
案”“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
批”“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等，从企业投

资审批、分支机构开设经营，到税务事项
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资格审核、安保服务
公司异地备案等，于各个环节为企业提供
更多元化的通办服务，逐步打造“企业全
生命周期”跨区域通办服务。

此外，为推动更多事项跨区域全程网
办，提升“川渝通办”便利化水平，川渝两
地梳理了一批可共享互认的高频电子证
照，涉及公安、民政、人社、自然资源、交通
等领域共计34项证照。推动电子证照实
现两地数据共享，进一步减少企业和群众
办事所需纸质材料提交，缩短办事流程，
提高通办效率，让“川渝通办”从“能办”向

“易办”“好办”转变。

川渝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3个清单

101项第三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发布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好书荐读活动启动

●89个事项（占比88%）为川渝两地特色事
项，12个事项是根据国家任务或行业任务
清单梳理

●两地梳理了一批可共享互认的高频电子
证照，涉及公安、民政、人社、自然资源、交
通等领域共计34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