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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坞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何帮助农村老人增收，提升老人的
幸福指数，是他们一直关注的热点
问题。经过走访他们发现，农村的
老人与城里的老人处境不同，城里
的老人退休以后，如果身体等条件
许可，很容易找到第二职业。但在农
村，老人们如果闲下来，几乎就没有
什么事可干。之前老人们还能带带
小孩子，但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外流，
孩子被带到教育资源更加优质的城
区生活，很多村子只有老年人守在老

屋之中。不少劳动能力并没有完全
丧失的老人，幸福指数并不高，经济
上的不宽裕是主要原因之一。

西坞工业基础丰富，街道班子
经过多方调研，决定推出“来料加
工”工程，给老人们增收，缓解他们
的经济压力。

“来料加工”通过“企业发包业
务、‘经纪人’承揽调度、农户（加工
点）按需生产”的加工模式，充分帮
助农村闲散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增收。

西坞街道提供的数据表明，自
2021年9月以来，该街道贯彻落实
奉化区委高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特色
区决策部署，以“来料加工之乡”建
设为抓手，构建“坞里就业”机制，通
过“来料加工”，促进老年人增收，携
手共同富裕。

截至目前，该街道已安排“坞里
就业”6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老年
人，人均月增收1650元。该措施实
施7个月来，个人最高增收达38000
元，整体增收1100万元以上。

推出“来料加工”工程7个月 个人最高增收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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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老有所

乐、提高生活质量的话题，

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如何

让生活在乡村的老人活得

更有尊严，让他们的钱袋

子也鼓起来？奉化区西坞

街道利用“来料加工”这个

“抓手”，让老人们乐开了

怀。

“我现在一个月能赚

2000多元，加上自己的养

老金有近 4000 元。老伴

也在这儿做些手工活，一

个月有 2000 多元进账。

生活质量提高了，你说开

心不开心？”在西坞街道东

陈村来料加工厂，纪良素

老婆婆一边忙着手里的

活，一边对前来采访的记

者说。

西坞街道党工委书记

徐军告诉记者，“来料加

工”是他们去年9月推出的

一项助老增收工程，自实

施以来，已经带动全街道

数百名老人“再就业”。“老

人们不但生活水平提高，

精神面貌也更好了。”徐军

告诉记者。

西坞街道的“来料加

工”工程，让老人们的晚年

生活更加灿烂，也成为当

地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一

张名片。

老人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了
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
西坞“来料加工”助老增收样本调查

■西坞“来料加工 助老增收”系列报道之一

专家视角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
授游建章博士认为，西坞街道“来
料加工”工程是一项令人惊喜的
探索，让老年人增收的同时，也让
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专家还建议，“来料加工”是
一件好事，但也要从法律上进行
完善，例如这些老人虽然与加工
企业没有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但
是可以参照劳动派遣的模式，以
保障老人们的合法权益。

记者通过连续几天的走访，发
现西坞街道辖区内“来料加工”主要
以服装、针线活、五金、塑料插件、玩
具包装等手工活为主，大多工序简
单，适合老年人，工资在30元-50元
一天。

目前西坞已成立“来料加工超
市”8家，包含加工、培训、信息登记、
就业点单等功能，目前这种“超市模
式”还在探索完善中。相对来说，山
下地村“来料加工超市”比较成熟，
具备了培训及从业点单功能，报名
月嫂培训、烘焙培训、厨师培训的人
员络绎不绝。村民邬幼君在经过培
训之后，月工资达到了1.3万元。“超
市”中设有本村5个点的所有来料加
工样品，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
选择产品加工。

去年12月，孔峙村腾出200多
平方米的房屋，置办起了“来料加工
点”。“像我这样的的老太婆，年纪这
么大了，平时没事只能在家待着，现

在也可以自食其力了。”侯阿宝老婆
婆只要家里没啥大事，都会来上班，

“一天大概赚50元，一个月平均能
赚1000多元。”

在山下地村“来料加工”点，60
多岁的康婆婆告诉记者，之前一个
人在家里闲得慌，虽然有些收入补
贴，但是和老伴平时的花销还是不
够。儿子在外面打工，自己一家人
生活都紧巴巴的，对二老经济上的
照顾也经常有心无力。自从她和老
伴从事“来料加工”后，两个人一个
月能赚四五千元，手头一下子宽裕
了，想想都开心。说得兴起，老人还
向记者展示了她刚买的智能手机。

山下地村妇女主任熊威儿告诉
记者，该村的“来料加工”超市成立
于去年9月，当时设立在村卫生所楼
上，参与加工的仅5人，货源也比较
单一。经过政府牵线搭桥，经纪人
不断开拓，目前参与人数达56人，
还在不断壮大中，原来的场所已经

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所以把超市
搬到了原来的敬老院。

据介绍，山下地村“来料加工”
货源来自8家企业，有经纪人4人、
集中加工点4处，基本上天天有活
做。村里最大的加工点面积约300
平方米，主要用于囤货、集中加工、
培训等，按从业人员时间条件及加
工物品的大小，一般每天在集中加
工点工作的有20人左右，拿回家做
的有40人左右。从业人员平均年
龄64岁，最大的76岁，以赋闲在家
的老人和带孩子的宝妈为主。2021
年全年“来料加工”总收入达80万
元左右，人均年增收1.5万元以上。
2022年争取“来料加工”总收入达到
150万元，人均增收1.7万元以上。

“从事‘来料加工’后，老人们的
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每天劲头十
足，见到我们就说感谢的话。我告
诉他们，谁也不用感谢，只要大家过
得好，大家都开心。”熊威儿说。

工序简单，适合老年人 在家门口就业，老人很开心B

“富裕农民既是解决‘三农’工
作的核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
由之路。让农村的老年人过上体面
的生活，是我们的主要职责之一。”
西坞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各个“来料
加工点”都是一片朝气蓬勃的状态，
有多名老人看到记者拍照，还主动
请记者记录下来他们喜悦的样子。

“来料加工”不但让老人们的腰

包鼓了，也缓解了周边一些企业招
工难的困境。一家玩具企业的老板
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的外包装一直
是弱项，自从包给几个村的老人后，
这个难题一下子解决了。

不久前，西坞街道有了首辆“来
料加工”专用配送车，由辖区企业宁
波九九依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20多万元购置，该企业以加工桌布、
浴帘等日用品为主。“为助力‘来料
加工’产业发展，目前我们采用与孔

峙村合作的方式，把专车开进了村
里，同时对村内来料加工人员给予
每月500元的兜底保障。”企业负责
人毛晓鹏说，目前也在计划将来料
加工业务向周边村辐射。

西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方照告
诉记者，当前，西坞街道“来料加工”
工程深入人心，在23个行政村建立
来料加工点32个，已培育经纪人31
名，对接54家企业。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段凌云 文/摄

多方共赢，共同富裕 让农村老年人过上体面的生活C

看到记者拍照看到记者拍照，，老人老人
高兴地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做了个手势。。

正在进行正在进行““来料来料
加工加工””的老人的老人。。

老人们在工作中老人们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