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A8特别报道 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黄 琼

“想不到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家
乡的风俗，还能和老乡们欢聚一
堂，让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7
月 29 日晚，一场别具一格的火把
节晚会在宁海强蛟镇骆家坑举办，
来自普格县的彝族姑娘俄地么子
喝脸上的笑意被篝火映衬得格外
鲜亮。能歌善舞的彝族小伙、姑娘
手拉手围成圈，带着宁海小伙伴共
同跳起了欢快的“达体舞”。

在 两 地 人 社 部 门 的 组 织 下 ，
50 余名来自彝族“火把节之乡”

普格县的在甬务工人员欢聚在
一 起 ， 高 腔 比 赛 、 摔

跤 、 拔 河 等 活 动 接
连 上 演 ， 让 他 们

感 受 到 了 在 家
乡 过 节 的 氛
围。

熊 熊 火
把 点 燃 了 希
望 ， 也 映 照

着凉山在甬职
工的日子越加

红火。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没在家过火把节，
在异地他乡欢度家乡的传

统节日有种别样的激动与温暖，
让人难忘。”宁波万汇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的职工沙彬兴奋地说。今
年 7 月 23 日，鄞州区人社局联手
该公司为凉山州 65 名彝族员工举
办了一场“火把节”。火把游曳，
篝火闪烁，笑声、歌声、掌声融
在一起。这一晚，来自云贵高原
和东海之滨的两只手，也愈加紧
密地握在了一起。

从 西 到 东 ， 横 跨 2400 多 公
里，这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
部沿海城市的一次心灵沟通和面
对面对话。

工作生活上有困难，稳岗干
部前来纾难解困；语言不通，生
活和生产老师手把手帮助熟悉生
活和工作环境；饮食不习惯，企
业纷纷设立专门民族食堂窗口；
生活没着落，10 个劳务协作站为
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安置、政策落
地、权益保障、生活关心等“娘
家人”服务⋯⋯在这首由多元素
组成的协奏曲中，每一项“拴心
留人”的温暖之举，都构成了其
中悦动的声部。

走进位于镇海的宁波家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和职

工生活区都贴了彝语版规章制度
和警示标语，处处可见的彝族文
字和图案，透露出企业对金阳彝
族同胞的关心。

“看到这些文字和图案，好像
在老家上班一样，倍感亲切。”家
联科技的职工卢比哈兴奋地说。
目前，该企业 2600 余名员工中，
彝族员工有 268 名，约占十分之
一。

“工作一年多，现在不但收入
提高了，还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去年 9 月，吉瓦加加在越
西政府的号召下，跟随大部队来
到宁波江北。在江北技工学校学
习了驾驶技能后，成功入职宁波
港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在政府
和企业的关心下，他很快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每月工资基本在 6000 元以
上，还有各种福利补贴，我觉得
非常满意，家里的条件也改善了
不少。”说起现在的工作，小伙子
脸上漾开了满意的笑容，“公司还
专门安排食堂为我们增加了一些
麻辣的菜品，让我们很感动。”种
种暖心待遇，让他坚定了想在这
里一直干下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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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们，我仿佛看到了 20
年前的自己，从山区走出来，读
技校、当焊工，一步步走到今天
⋯⋯”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
省“首席技师”、宁波市“首席工
人”范丽锋在四川金阳县向洛觉
中学的孩子们娓娓讲述着自己的
经历。

今 年 ， 在 镇 海 区 技 工 学 校
“石化建安金阳班”正式招生前，
他带着一份特殊的任务，向金阳
县的学生进行宣讲动员，为他们

“插上梦想的翅膀”。为了让更多
的金阳学子鼓起走出大山的勇气，
他走访了双龙坝中学、洛觉中学、
灯厂中学和南瓦学校等多所学校，
并以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的身份，为报名
就读的孩子们面试。经前期动员，
全县有近百名初三学生报名，符合
报名条件的有 46 名。

这项行动被命名为“蓝鹰工
程”，由镇海区技工学校、金阳县
教体科局和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
限公司三方联手，在镇海区技工
学 校 组 建 “ 石 化 建 安 金 阳 班 ”。

“我很开心能到镇海学技术，在老
师们的帮助下，我已经慢慢适应
这里的学习生活，我一定要努力
学 好 技 术 ， 找 到 一 份 理 想 的 工
作。”来自双龙坝中学的学生苦曲
布是金阳班的学子，他的父母在
家务农，上头有两个哥哥和一个
姐姐，作为家中老幺，他为了梦
想鼓起勇气走出大山来到镇海。

“学生完成 3 年学业后，经考
评合格即可无缝衔接进入石化建
安 工 作 ， 而 且 在 校 3 年 的 学 费 、
食宿费全免。”镇海驻金阳工作分
队 负 责 人 说 ， 今 年 9 月 ， 首 届

“石化建安金阳班”正式开班，第
一批“蓝色雏鹰”已经飞出大凉
山走上人生新征程。

去年 6 月以来，宁波选派工
作队驻凉山州进行调研，发现凉
山州劳动力技能缺乏、工作节奏不
适应等问题后，迅速采取转移凉山
籍农村劳动力来甬就业和在当地
投资建设帮扶车间等措施。同时，
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需求，各种个性
化、订单式的技能培训陆续开展，
鱼渔相授的模式，正帮助越来越
多 渴 望 走 出 大 山 的 青 年 学 好 本

领，踏上赴甬奔梦之途。
海曙区狮丹努等用工企业不

仅 对 来 甬 务 工 人 员 提 供 “ 师 带
徒”手把手的技能培训，还出资
运送 50 台机器到凉山州喜德县，
选派 2 名培训技师亲赴喜德县指
导，把在当地培训合格的人员输
送到宁波就业。

鄞州区结合凉山州少数民族
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电商助农
系列培训，选派电商、新媒体等
领域培训讲师，多批次开展实地
技术帮扶。

江北区与越西县开展两地校
企 合 作 ， 打 造 “ 北 越 港 运 ” 品
牌，依托江北当地技工学校开展
装 卸 机 、 挖 掘 机 等 专 业 工 种 培
训，定向输送给企业。

为了让劳动者安心就业，市
人社部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力量，通过包车或飞机接送
凉 山 劳 动 者 “ 点 对 点 ” 送 企 到
岗 ， 包 车 50 辆 ， 发 动 劳 务 经 纪
人、就业带头人驻村驻点服务，
打 通 凉 山 州 劳 动 力 有 组 织 输 送

“最后一公里”，为宁波输送务工
人员 12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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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作不好找，像我们这
样 没 什 么 文 化 又 上 了 年 纪 的 农
民，有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真是太
不容易了！”47 岁的尔古鲁清是金
阳县马依足乡建档立卡脱贫户，
过去一直在家乡务农。今年初，
他在村里的动员下参加了 2022 年
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宁波镇海-
凉 山 金 阳 ” 春 风 行 动 专 场 招 聘
会，与 100 多名老乡一同来到宁
波工作。

由 于 过 去 没 有 外 出 务 工 经
历，尔古鲁清一开始就选择了待
遇好、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上
岗后却发现难以上手。眼瞅着别
的 老 乡 技 艺 熟 练 后 拿 到 了 高 收
入，他顿时压力倍增。人社部门
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这

一情况，建议他换一个容易上手
的岗位，憨厚的他当即表示愿意
去待遇稍低、工作强度和难度较
小的岗位。

“我们会努力根据每个金阳人
员的知识水平和年龄结构，安排适
合他们的工作岗位，尽量让他们适
应工作强度，确保他们能挣钱、有
依靠、留得下。”镇海区就业中心负
责人说，针对这类情况，他们开展
了精准的用工余缺调剂活动，提供
了来自 22 家企业的工作岗位，帮
助包括尔古鲁清在内的 11 名金阳
员工走上新的岗位。

为解决凉山来甬劳动者岗位
不适应的问题，稳岗干部及时倾
听劳动者与企业双方诉求，通过
动态数据监测，调剂岗位余缺，

精准助力脱贫人员安心就业，让
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目前，我市有组织输送凉山州农
村劳动力来甬稳定就业 3 个月以
上已达 4100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1640 人。

“入职大半年了，从装配工到
现 在 的 运 料 员 ， 我 的 收 入 也 从
5000 元涨到 6000 多元。”甘洛籍
务工人员挖尔瓦合子满心欢喜地
说 。 初 到 宁 波 灿 宇 涂 装 有 限 公
司，挖尔瓦合子被安排到企业的
电子装配工岗位上，在随后的工
作中，企业又根据他的工作经验
和特长，有针对性地为他调整了
岗位。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生
活也逐渐适应，异乡就业让他找
到了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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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的彝族小伙吉瓦加加第一次离开家乡越

西县，来到两千公里之外的宁波工作。初来乍

到，一切对他来说都那么陌生，而一年后，他已

经是工作上的小能手、同事眼中的好伙伴，每月

6000 多元的薪水改善了家中困难的经济条件，他

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甜。

在宁波，像吉瓦加加这样来自凉山的务工人

员已超 6000 人。去年 4 月，我市从广东省佛山市

接过“接力棒”，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式开

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

多方合力下，这首就业帮扶进行曲正越奏越响，

每一个翻跃跳动的音符，流淌进凉山的家家户

户，谱写出生机盎然的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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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举
办的“火把节”。

““宁波镇海宁波镇海--凉山金阳凉山金阳””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组织开展宁波-凉山东西部劳务协作系列活动助力乡
村振兴。

在宁波万汇休闲用品公司有百余名来自
四川凉山的员工，人社部门专程为高温中坚
守岗位的这批工作人员送上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