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就业岗位送到农户家门口
的“扶贫工厂”“扶贫车间”，缘何
能在短时间内在朝阳落地推广？

这得益于朝阳市探索推广
的联创共建模式。

充分利用闲置校舍、厂房和
集体用地等镇村集体资源，由政
府投资建设“扶贫工厂”“扶贫车
间”，企业仅投资设备和生产线，
以轻资产进入。

宝联勇久朝阳市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孝久认为，这种模
式有别于以往政府只招不投的
形式，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和投
资风险，让企业可以利用有限的
资金实现快速的轻资产扩张，也
解决了落户在城市的企业招工
难、招工成本高的难题。

宝联勇久在南双庙镇占地
2500 平方米的区域集群厂，就
是由镇政府投资 270 万元建设
的，水电路、采暖、照明一应俱
全，企业带着生产线就能直接

“拎包即住”了。“企业建厂最头
痛的就是土地和厂房，成本高还
拿不走，这两项问题由政府来解
决，地块是镇政府院里的闲置地，
固定投资由政府来完成，政府和
企业共担风险。”王孝久说。

虽然政府一次性投资较大，
但南双庙镇镇长王加林认为这
种合作稳赚不赔，“一是企业使
用‘扶贫车间’需要缴纳租金，4
条生产线每年租金收入就是 20
万元，下面9个分工厂每条生产

线租金1万元，一年仅这方面政
府财政收入就能增加近 30 万
元；二是企业入驻后可以增加乡
镇税收；三是解决了农村闲置劳
动力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的就业问题；四是政府可以用这
些收入给贫困户分红，仅 2018
年就带动85户195口人脱贫。”

联创共建、多方受益，“扶贫
工厂”“扶贫车间”的建设达到了
最初的预期。

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
贫。项目实施前，政府和企业共
同对贫困人口进行了调研分析，
将当地的贫困人口按劳动能力划
分为三类：一类是本人有劳动能
力，但家里有老人、孩子、残疾人，
不能外出打工；一类是本人体弱
多病，仅有部分劳动能力；一类是
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

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
采取不同的措施帮扶脱贫。引
导第一类人群进“扶贫工厂”“扶
贫车间”转型为技术工人；介绍
第二类人群在“扶贫工厂”“扶贫
车间”里做辅助工或半日工；对
第三类人群，以扶贫资金入股

“扶贫工厂”“扶贫车间”，采取分
红形式保证贫困户有稳定收入。

每年出栏万头有机猪的朝
阳广硕牧业有限公司就有 28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股东，每笔扶
贫资金入股后，贫困户可以获得
连续 3 年的分红，就业加分红，
让贫困户有了双重保障。

联创共建模式让企业“拎包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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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一人，脱
贫一户”。作为有效
持久的扶贫手段，
“扶贫工厂”在推动

农村闲散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有效引导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完善技能补贴，对设立
“扶贫车间”的企业给予岗位
补贴和创业扶贫担保贷款，对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给予
不超过 3 年的社会保险补
贴。在各项政策推动下，
2018年，我省各地结合自身
产业特色新建“扶贫车间”110
个，带动2311名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
城”，根植乡村的“扶贫工厂”
“扶贫车间”成为贫困群众就
业脱贫的一个个支点。今年，
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对
“扶贫工厂”的扶持力度，鼓励
扶持建设一批“扶贫车间”“卫
星工厂”等就业扶贫载体，加
大资金奖补力度，促进贫困劳
动力家门口就业。

提要

引子

“阿迪达斯”“卡帕”“ONLY”，
这些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有一
部分就是在我省辽西地区的乡村里
生产出来的。

4 月 19 日，在朝阳县东大道乡
东大道村的贺远服装厂里，最后一
批“ONLY”服 装 正 在 缝 制 、整 理
中。服装厂负责人吴显坤告诉记
者，这批服装总计 1 万多件，5 月上
旬就会全部交货，通过大连的贸易
公司出口到西班牙。

这家服装厂去年 6月 15日建成
投产。此前，吴显坤带着周边村的
400 多名农村妇女从事服装产业的
辅助工作，有手艺的妇女都撺掇吴
显坤干个服装厂，接些大活儿让大
伙儿多挣些钱。

正逢朝阳市以“扶贫车间”为抓
手大力推进就业扶贫工作，靠养猪
致富的吴显坤利用乡里废弃的综合
厂房，投资百万元建起了服装厂，带
领本村的近百名农村妇女就业，其
中就有 2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朝阳市各级政府和人社部门
为媒，充分利用闲置校舍和集体建
设用地等村集体资源，在乡镇建设

“扶贫工厂”，让农村闲置劳动力在
家门口既能照顾家人，又能增加收
入。在 2018 年中国就业十件大事
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评选中，“朝
阳市建设标准化扶贫工厂”入选地
方就业创新事件。

政府主导、村企共建、贫困户
受益，目前，朝阳市共建设“扶贫工
厂”52 个，带动就业 3000 余人，今
年，还计划新建“扶贫工厂”35 家，
再带动就业 1200人。

既能照顾娃又能赚到钱

“扶贫车间”把就业岗位送到贫困户家门口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文并摄

每天早上，朝阳县东大道乡北炉村
的刘静艳送走上学的孩子、安顿好两位
80多岁的老人，就会走出家门，来到前
院的“扶贫车间”上班。

“扶贫车间”和刘静艳家是前后院，
出院门、进车间，走不了两分钟。村里
姐妹十分羡慕，“这车间就是给你建的
呀，挣钱的机会都送上门了。”

在以前，外出打工是刘静艳不敢想
的事，“家里孩子小，两个老人也需要人
照顾，根本出不去，只能种几亩地、饲养
几头牲口，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2018 年 10 月，听说乡里建起了服
装厂，招聘服装加工工人，刘静艳和村
里的妇女一起报了名。“十多分钟的路
程，中午还能赶回家中给家人做口饭，
每个月能挣 2000 多元，这不是送上门
的好事吗？”刘静艳说。

除去服装厂所在的东大道村，周边

几个村到工厂上班的妇女也比较集中，
中午来回折返，既麻烦也影响工期。看
到这种情况，服装厂的负责人吴显坤又
在人员集中的北炉村和三家子村租用
民房建起了分车间，“既方便了工人，还
能多出活、多挣钱”。

一年来，在朝阳市各级政府的大力
推动下，“扶贫工厂”“扶贫车间”不仅迅
速在乡镇落地，还进一步进村入户。

去年 11 月，南双庙镇榆树沟村就
直接把手套厂引进到村里，利用村部的
党员活动室建起小车间，首批培训的12
名村民已经成为娴熟的技术工人。

4 月 17 日，记者来到榆树沟村时，
村部旁一间占地 600平方米的“扶贫车
间”正在建设中。村干部包国明告诉记
者，这个“扶贫车间”5月中旬就能交付
使用，能解决二三十人的就业问题，而
且这个车间也是培训中心，由首批培训

的 12 名村民再培训其他村民，培训成
手后，村民可以把设备搬到家里，在家
生产，打工顾家两不误。

随着“扶贫车间”落乡、进村、入户，
就业扶贫的垂直架构开始在朝阳搭
建。而“扶贫车间”建设最早、数量最多
的宝联勇久朝阳市科技有限公司已经
形成了“总厂—县分中心厂—区域中心
厂—扶贫工厂—入户”五级模式，并将
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共建成各级
工厂47个。

在宝联勇久位于南双庙镇的区域
中心厂二楼的加工车间里，几十名工人
正忙着缝制，一楼的制版车间内，一批
批版样也在加工、打包。车间负责人张
金红介绍，这个区域中心厂有裁剪、模
版、缝制、检验、熨烫、后整六道工序，制
版车间生产出来的衣服加工原料可以
供应9个分工厂进行加工缝制。

“扶贫工厂”进乡入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

记者调查发现，朝阳市的
“扶贫工厂”“扶贫车间”以服装
加工为主。

朝阳市人才建设和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志宏认为，这
是由企业发展需求和农村劳动力
自身条件共同决定的，“服装加工
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种全，
入门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不
大，特别适合不能外出打工的农
村女性劳动力，而且服装加工灵
活性强，不影响照顾家庭也不耽
误种地，满足了双方需求。”

服装加工都是计件核算工
资，服装企业对此进行了估算，
一名农村妇女第一年进厂，含培
训期在内，年收入在 1.5 万元至
2 万元；第二年成手后，月收入
在 2000 元至 3000 元；第三年熟
手后，年收入都在 3 万元以上。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是重要的
收入来源。

小小的“扶贫工厂”“扶贫车
间”，不仅让政府、企业、农户多
方受益，也为产业发展培育了大
量的技术工人，扩大了体量。

几家服装加工企业负责人
介绍，工人在培训期一般每天只
能缝制1至1.5件，一年后平均每
天就能缝制六七件。

贺远服装厂建厂初期急需
技术工人，朝阳县人社局就把技
能培训班办到了工厂里，从大连
请来老师，为厂里培养出 50 名

制版工，并经朝阳市技能鉴定中
心考试颁发初级证书。这些制
版工如今成为工厂骨干，也为企
业扩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有了大量技术工人的人力
支撑，服装加工产业体系在政
府规划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下，
正在朝阳市、县、乡、村四级拉
线织网。龙城区计划围绕龙头
企业打造服装工业园区，朝阳
县、建平县全力推进区域中心
分厂的建设，以多方合作的服
装加工业为基础的“美妈妈工
程”也将落地实施，朝阳市正向
辽西服装加工产业集群方向稳
步推进。与此同时，产业快速
发展让企业的技术工人培训成
本激增。把一名没有技术的农
民培养成熟练的服装加工工
人，一般需要 3 个月的时间，这
期间的人才培训成本就是 4000
多元，培训人员越多，企业资金
压力越大，仅宝联勇久一家企
业，2018 年人员培训成本就达
700万元。

面对企业提出的技术工人
培训费用占用企业经营现金流
问题，政府多个部门共同研究，
如何利用各方培训项目和师资
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向服
装加工产业倾斜，同时，加大金
融方面的扶持，帮助企业对接普
惠金融、扶贫贷款等多项资金，
助推产业发展。

小车间推动大产业加速发展

朝阳县南双庙镇榆树沟村村民在村里的手套厂缝制手套。

宝联勇久区域中心厂的工人正在加工服装。 朝阳县南双庙镇在建的“扶贫车间”5月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