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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智智””者事竟成者事竟成
——随县开展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增收探访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刘军浩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 3327287 记者部 3327645 要闻部（含夜班）3327915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 3319656 随州新闻网、随州论坛 3318927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3335199 印刷厂 3581559 零售每份 1.00元

满目繁荣拥神农，山川尽是丰收景。深秋时节，记者走
进随县, 近距离感受到收获的喜悦与活力，但让随县人民感
受更深的，是通过就业创业培训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近年来, 我们针对新冠疫情冲击、大量农民工返乡对
城乡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调整就业创业培训的重点
和就业方向，把开展就业创业培训作为转移就业保增收的
重要举措。”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孔庆强告诉记者，随
县通过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做好转移就业工作，确
保劳动力培训、输转等工作精准到户到人，达到“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带富一户”的效果，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积极作为、主动创新创
业技能培训模式，变以往培训方的“一厢情愿”为
如今的供需双方“情投意合”，通过微信、电话、邮
箱等渠道，公开征询群众要求，让群众按需“点
菜”。根据群众需求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更接地
气更高效。

今年 51 岁的返乡农民工李连英，年纪大了想
就地务工赚点钱，可就近就业要转岗，自己缺技
术。她“点题”参加了随县劳动就业训练中心举办
的家政服务专业的培训班，一个月后经过推荐成
了一名月嫂，月收入在 5000元以上。

今年 2 月，洪山镇的余茜茜在洪山神路职业
培训学校的“扶困专班”接受了 1 个月的育婴师专
业培训，结业后在学校推荐下，在武汉顺利上
岗。“我以前缺乏技术，在广东一家服装厂辛苦工
作每月才挣 3000 多元。”余茜茜电话告诉记者，现
在有了育婴技术，试用期收入就有 5000多元，转正
后会更高。就业困难人口掌握技术，便有希望改
变命运。目前，随县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培训已经
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很好的用工市场，学员在北
京、武汉、广州、襄阳、随州等大中城市深受用人单
位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孔庆强介绍，该县在开展创业技能培训过
程中，针对培训对象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需
求，培训工作因人而异，对农民工开展实用技能培
训，对困难企业职工开展在岗和转岗培训，对城镇
失业人员开展技能就业培训，对新生劳动力开展
技能储备培训，先后开设了家政服务、电工、叉车

（铲车）、电子商务、美容美发、烹调等 20多个专业。
殷店镇双桥社区居民马方有个愿望：要是能

学点技术，在家门口赚点钱就好了。没想到，该县
创新的技能培训很快就帮她实现了这个心愿。

去年 8月上旬，在殷店镇人社服务中心的组织
下,马方成为神宇职业培训学校西式面点班的学
员。培训班一结束，她就筹资 2 万元，在殷店街闹
市区中心办起了芳香蛋糕房，每月纯收入 3000 元
以上。

从无业到就业，从就业到乐业，近年来，随县
有 4498人收获了像马方一样的惊喜。

近年来，随县劳动就业局紧紧围绕大力开展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积极引导农民转变就业观念。

——随县石材矿业资源丰富，矿产企业多，常
年组织吴山、殷店、万和、小林等乡镇开展叉车、铲
车等市场需求量大工种的培训。说起“技能培
训”，吴山镇的郭军言语间充满了感激之情。“我
以前没什么手艺，出去打工也挣不了钱，得知镇人
社服务中心举办铲车培训信息后，就参加了铲车
驾驶与维修培训班，培训的时候，管吃管住。结业
后我很快在镇上一家石材公司应聘到铲车驾驶员
岗位，月收入有 5000 多元。”参加培训的有农村转
移劳动力、有返乡就业劳动者、有怀揣创业梦想小
老板，像这样适应市场需求的培训深受广大人民
群众的欢迎。

——随着电商的兴起，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
顺势而为，为更好发挥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在促进
农产品稳产保供、扩大消费需求、引领农业农村数
字经济加快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的作用，该局在县域内大力
开展电子商务培训，近年来开设电子商务培训班
55期，累计培训学员 1500人次，有力地推动随县农
村电商创新提速，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社区团购、
农旅直播等新业态新模式在县域掀起热潮。

——为帮助“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等就
业困难人员，该县开发出保安、保洁、保绿、托老、
托幼等公益性岗位。同时，针对就业人员年龄偏
大、业务水平较低等实际情况，采取订单培训的模
式，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

不仅是公益性岗位，其他岗位亦如此。随县
劳动就业局和各镇场人社服务中心,积极联系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和县内企业，建立
稳固的劳务协作关系，力求得到更多用工订单，让
学员“适销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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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组织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现场

▲ 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培训

▲ 尚市镇电子商务培训班

▲▲ 厉山镇叉车培训基厉山镇叉车培训基
地学员正在进行叉车操作地学员正在进行叉车操作

▲ 万福店农场保健按摩师培训▲ 美甲培训

为切实做好农村困难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随县构建了劳动就业部门牵
头，农业、科技等多个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整合“农民工职业技能提
升计划”“雨露计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等政策项目，实行“目标、计
划、资金、师资、信息、评估”六个统筹，全县 6982 人享受到各项就业创业优
惠政策。

为更好促进就业，在摸清底数、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的基础上，针对大
多数困难劳动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就业技能等不同情况，随县组织实施“技
能培训进村入户”活动，按年龄结构分类进行培训。

对 30 岁以下的困难劳动者，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推动
转移就业。对 30岁至 50岁的，针对其特点和企业用工需求，积极搭建公共
就业服务平台，开展针对性岗前培训，帮扶他们实现就业。而对于 50 岁以
上的大龄、有就业愿望的困难劳动者，选择政府开发的生态建设、乡村保
洁等公益性岗位进行托底安置，根据岗位特点建立培训上岗制度，对生态
公益性岗位人员开展上岗培训。

培训对象组织难是多地面临的现实问题。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创新
培训方式，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开展“送培训下乡”活动，深入乡村、田
间地头开办“田间课堂”180多场次。变“长线”为“短线”，利用农闲时节，开
办“农闲课堂”96场次。

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跟进时代特点，将培训变“线下”为“线上”，发挥
网络平台优势，探索“互联网+培训”模式，积极推行网络培训，受众达
3100人次。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也不可或缺。“我们按照相关规定针对‘九类人员’
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严格按照湖北智慧就业系统、监管机构业务管理
系统对培训全过程进行监管，为参训学员、培训机构提供高效便利的服
务。在对困难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的同时，还积极提供职业技能鉴定、岗
位推介和权益维护等服务。”孔庆强介绍，随县对困难家庭子女优先提供学

习专业供选择、优先落实助学政
策、优先安排他们进行岗位实习、
优先推荐就业，确保“招生即招
工、毕业即就业”。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孔庆强表示，随县劳动就业管理
局将坚定贯彻落实中央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继续加大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积极开展公共就业
服务活动，加强城镇新增就业、大
学生就业工作力度，完善零工驿
站建设，科学谋划就业创业培训
工作，确保随县城乡就业更加充
分、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创业
更加活跃，为促进随县经济社会
发展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为推进更高质量就业，随县注重通过培训提
升劳动者就业素质，积极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岗
前培训、专业技能培训。

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和激励作用，用好用活培
训补贴政策，大力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工作。与
随州技师学院联合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
的企业导师，培训以服务企业需求和产业发展需
要为宗旨，突出企业特色，按照一企一模式、一企
一方案原则，负责指导学徒进行岗位技能操作训
练，细化评价管理标准，营造关心尊重技能人才、
重视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近
几年为神农茶叶有限公司、茂盛生物有限公司、正
大（随县）公司培训 300多人次。

湖北大随通物流园有限公司因拓展业务，急
需招一批冷链货物运输、仓储技术的工人。县就
业局得知信息后，上门与大随通物流园签订劳务
订单，立即组织了 151 名城乡劳动力进行技术培
训。培训结业后，参训人员全被公司录用。

为促进养鸡产业发展，随县劳动就业局联合
殷店镇政府，在忠东养鸡专业合作社开办了两期
有 60 多人参加的农民创业培训班，使学员系统接
受了畜禽规模饲养与经营重点技术环节的学习，
并组织学员到养殖基地参观考察。殷店镇钓鱼台
村民王家明感慨地说：“以前养鸡只知道小打小
闹、粗放经营，通过参加这次农民创业培训班，我
不但学到了科学饲养、疫病防治等实用技术，还学
到了如何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管理水平，更加明晰
了今后养鸡的发展思路，真是受益匪浅。”

随县茶叶种植、加工具有优良的传统，从业人
员多，岗位需求量大，相关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缺
乏，生产人员缺乏专业技术培训，随县劳动就业管
理局组织神农茶叶培训学校专项培训茶叶种植
工、品茶师 300 余人次，为茶叶生产企业提供专业
技术人才。

选聘 198 名理论水平较高、专业技术过硬、实
践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建成技能大培训师资
库，依托定点职业培训机构和实训基地，采取“1+
X”的培训模式，重点开展农艺、建筑、养殖、餐饮服
务等培训，将培训方式由“课堂讲授”向“现场实
训”转变，把培训班办到田间地头、大棚圈舍和生
产一线，让困难户劳动力熟练掌握一项实用技能，
找到一个务工岗位，拥有一份稳定收入。近年来，
全县共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23612 人，其中：劳务品
牌培训 2067人，创业培训 21545人。组织职业技能
鉴定相关考试 280 余场，提供 12000 多人次的职业
技能鉴定服务，办理职业资格证书 4500余本、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 5000 余本、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800
余本，培养高技能人才 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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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主动挖掘地域特色，充分发挥区域人力资源优势，扶持了一批大
型资金技术型的龙头企业，并以“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香菇全
产业链条发展，成功培育出“香菇种植工”这一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全县 10
多万户农民从事香菇种植，创造与香菇相关的就业岗位超过 30万个。

随县规范培育打造劳务品牌，鼓励从业人员发挥技能优势、专业所长、
从业经历等开展创新创业。为做强做大“香菇种植工”劳务品牌，随县围绕
种植工们的实际需求，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点就业”新模式，依托
随县劳动创业培训学校开展香菇种植技术培训，提升控温、控湿、控光、烘
干及各种密封专业技能，通过培训逐步促使菇农由“劳力型”向“技能型”和

“智力型”转变。随县劳动就业部门贴心提供专业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按规定落实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

好的劳务品牌就是好的就业名片。随县人社局依托香菇种植工这一
劳务品牌，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随县农村，几乎村
村办菇场，家家种香菇。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直接从事香菇种植的农民有
10 多万户，100 多家加工企业就近转移农民就业近 6000 人，随县香菇创造
的与香菇相关的就业岗位超过 30万个。

劳务品牌，具有吸引功能、高增值功能和凝聚功能等特殊作用。“香菇
种植工”品牌的确立和发展，赋予了随县产业丰富的内涵，根据《随州市食
用菌产业链实施方案》，到 2025年，全县香菇种植规模达 4亿袋，干菇产量 8
万吨，产值 500亿元，人均增收 2500元以上，解决 40万农村和城镇劳动力就
业问题，高效助力群众创业就业，推动地方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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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和镇组织开展
美容美发技能培训

▲ 殷店镇人社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 澴潭镇2022年第三期创业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