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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保姆也很“高大上”
——“南粤家政”工程促就业保民生

好风景，好产业，好日子
——青海生态扶贫新探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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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

在云州区营坊沟村，“爱心超市”

成为不少村民心向往之的地方，走进

超市，大米、脸盆、香皂等整齐地摆放

着，墙上积分卡兑换标准、管理制度

格外引人注目，超市内所有物品不能

用钱买，只能用积分兑换。

2018 年 11 月，云州区借鉴其他

城市扶贫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在

全区积极建设扶贫“爱心超市”，建立

了对农村困难群众帮扶的新平台、新

机制。为了确保“爱心超市”良好运

行，云州区制定了村级“爱心超市”

4+1+1 评分标准，建立了“爱心积分

卡”领取物品制度。“4”即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遵纪守法、内生动力，对包

括积极主动参加村集体组织的公益

活动，自觉爱护公共卫生和村容村

貌，注重户容户貌，尊老爱幼，夫妻和

睦，邻里团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村

规民约，不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不参

加非法组织与活动，积极保护生态环

境，主动发展脱贫产业，积极参加技

能培训等内容进行评分；此外对最孝

子女、最美家庭、孝老爱亲、诚实守

信、脱贫先锋、最好妯娌、助人为乐、

最好婆媳等十佳模范和生活特别困

难的低保户、特困户、老党员、残疾

人、优抚对象、在校特困生等帮扶特

困对象的两类“1”也有相应评分倾

斜。由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评议小

组，通过随机抽查、民主评议的方式，

按月或按季度，对村民的家庭卫生、

掌握脱贫政策、参加村集体活动、孝

善敬老、邻里和睦等情况进行评议

打分，对故意破坏环境卫生，户容户

貌脏乱差，酗酒滋事、打架斗殴、传

播谣言、不遵纪守法、滋事闹事告恶

状黑状的行为进行扣分。核定结果

经村里公示通过后，村民以积分的

多少兑现积分奖励，兑换相应分值

的生活用品。

“‘爱心超市’的创办和运行，有

效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营造了

人人参与建设文明乡风的浓厚氛围，

实现了贫困村、贫困户的多样需求与

社会力量的无缝对接，成为全区脱贫

攻坚工作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云州

区委书记王凤瑞说。

在建设文明乡风的道路上，云州

区一直在积极创新。2019 年以来，云

州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

设为抓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聚力决战脱贫攻坚,坚持把移风易俗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找准工作载体抓手，大力开展宣传教

育，结合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坚持

以文化人，提倡勤劳节俭美德、孝敬

廉洁美德，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摒弃陈规陋习，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

大地。

位于青藏高原、三江之源的青

海，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里不仅

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生态

扶贫的主要战场。近年来，青海省坚

持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并重，发展

生态旅游，保护生态环境，兴办特色

产业，不断探索开拓生态扶贫的新

路子。

“好风景”带来“好前景”

夏日时节，位于黄河岸边的青

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

团结村“美地花田农场”内，满眼万

紫千红、处处鸟语花香。

2017 年，贵德县统筹团结村等

8 个邻近村的 250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扶贫资金，与企业合作发展乡村

旅游，打造集花田观光、休闲度假、

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农场景区。

昔日平淡无奇的小村庄，摇身

变成了充满田园气息的“世外桃

源”。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的腰

包也鼓了起来。通过吸纳当地村民

务工、收益分红等多种方式，农场带

动一批贫困户顺利脱贫。

村民兰措卓玛是团结村的一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农场的务工

人员，负责除草、修剪花枝等工作，

“在这儿干活离家近，一年下来工资

能有2万元。”

过去3年多来，“美地花田农场”

向周边地区提供的各类就业用工量

累计上万个，发放工资270多万元，

与贫困户分红 43.5 万元，每年向村

民支付土地租赁费32.5万元。

关门是家、开门是店。青海省黄

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从2018

年开始探索乡村民宿经营模式。村

民卓玛太经营一家民宿，一家七口

的年收入，从过去不到 1 万元增加

到了4万多元。

除了德吉村，当地还因地制宜

在当顺乡古什当村、康杨镇城上村

等 4 个区域发展乡村旅游项目，直

接带动贫困户 300 余人就业，贫困

户年人均增收 2500元，让不少贫困

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好政策”恢复“好生态”

“以前家里照明只能点煤油灯、

蜡烛，每到晚上，屋里黑黢黢。”60

岁的藏族群众杨宗泰过去住在海南

州兴海县子科滩镇青根河村，生活

条件很简陋。

兴海县多数地区山大沟深，各

项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条件艰苦，脱

贫攻坚难度非常大。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搬！

兴海县整合各类资源，投资 2.1

亿元建设海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安多民俗文化村。

2017 年以来，包括杨宗泰在内的全

县 853 户农牧民群众搬进新家。利

用产业发展资金，依托公益岗位保

障，安多民俗文化村累计安排草管

员、护林员 300 名，年人均增收 2.16

万元。

“现在家里不仅通电，还用上了

电磁炉、电热炕等家用电器，自来水

都通到院子里了。”杨宗泰说，以前

家里主要收入靠养四五头牛，现在

不仅有草管员工资，还有禁牧补贴

等收入，“每年收入有 5 万元，穷日

子一去不返了。”

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梁宗

孝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通

过推进“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机制，

引导移居牧民发展多元产业，减少

放牧对天然草场植被的破坏。“如

今，全县草原植被逐步恢复，草场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组建了 65 个以自然村为单元的藏

羊养殖合作社，流转草场 568万亩，

投资 2300 万元建成配套的饲草料

种植基地和芫根加工厂。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并进，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曲麻莱县曾

经过度放牧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生态畜牧业成为牧区主导产业，实

现了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双赢。

“好产业”孕育“好日子”

“我们村有做黑陶的传统，现在

村里成立了制陶企业，做黑陶成为

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玉树州

囊谦县吉曲乡山荣村古陶器传承工

程中心员工才角仁增说。

囊谦黑陶历史悠久，山荣村被

称作“黑陶之乡”。黑陶原材料与制

作工具都从当地取材，许多村民学

手艺“靠山吃山”。然而山荣村地处

偏远，黑陶销售、运输不便，生产难

以形成规模，脱贫困难重重。

“自从搬到县里的扶贫产业园

后，借助政策扶持、平台推介宣传，

黑陶产品的运输、销售问题迎刃而

解。”才角仁增介绍。

产业发展起来，脱贫才有根基。

在澜沧江畔的囊谦县，政府引导支

持 12家特色企业入驻扶贫产业园。

当地农牧民传承藏族传统手工技

艺，生产藏式黑陶、泥塑面具、传统

毡帽等特色产品，销往国内外，带领

大批藏族群众踏上致富路。

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玛多县，平均海拔超过

4500米，自然条件较差。眼下，这片

高原草甸上，玛多4.4兆瓦光伏扶贫

联村电站十分显眼。

绵延铺开的光伏板闪耀着幽蓝

光泽，收获着高原阳光的“馈赠”：这

座电站年发电收入 540 万元，惠及

玛多县 11 个贫困村的 621 户 1774

名贫困人口，实现户均年增收 5200

元以上。

玛多县副县长孙庆生说，光伏

扶贫电站是带给贫困群众“好日子”

的暖心工程，也是扶贫产业健康发

展的“造血”工程。据介绍，截至6月

底，青海 39个县市区建成了总容量

73.36 万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惠及

当地1622个贫困村。

（新华社 李占轶）

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贫

困户郭柳秀原本抱着“学做月嫂挣

钱”的目的来到广东省湛江市，没

想到一路走来却办起了家政公司，

不仅自家脱了贫，还带着家乡的姐

妹们过上了好日子。

郭柳秀的大变化得益于去年 8

月广东启动的“南粤家政”工程。它

使互联网思维、新模式、新技术加

速涌入传统家政业，“新型家政”正

在 成 为 促 就 业 、保 民 生 的 重 要

抓手。

家 政 业 成 吸 纳 就 业
“蓄水池”

去年 9 月，受益于对口帮扶政

策，郭柳秀来到湛江市参加“南粤

家政”月嫂培训，其间她发现家政

市场大有可为：“政府建了平台，可

以零成本创业，老家的姐妹们也愿

意跟着我干。”

目前，郭柳秀的“江秀家政服务

中心”已吸纳了20多名广西老乡成

为正式员工，生意渐渐走上轨道。

月嫂难请、请保姆不放心、养老

护理不到位……“找保姆难”是当

下不少城市居民的一大难题。针对

家政业从业人员供给不足，人员素

质、技能与消费者需求差距大等问

题，“南粤家政”工程推出22项具体

举措，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

针对市场紧缺的母婴、居家、养

老、医护四个服务类型，“南粤家

政”工程重点实施四大培训项目，

并围绕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

面向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扩大技工

院校招生规模，建立家政扶贫输出

基地和接收安置基地，加大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的培训支持力度。

近一年来，广东省已组织各类

家政服务培训约 30万人次。目前，

全省从事家政服务的各类企业约

有 1.72 万家，从业人员超过 100 万

人，家政业成为吸纳城乡劳动者就

业的重要“蓄水池”。

新 模 式 新 技 术 催 生
“新型家政”

家政服务曾被认为是“只要有

力气就会干的活儿”。在政策鼓励

下，家政行业新模式、新技术不断

涌 现 ，推 动 这 一 传 统 行 业 加 快

转型。

针对社会对家政服务的多元化

需求，部分企业将家政业务拆分解

构，对服务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

催乳师、睡眠指导师、收纳师、营养

师等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通过任

务模块拆解，一些企业还将家政服

务细化分工，如厨卫保洁、新居开

伙、全屋大扫除等，可以满足客户

的不同需求。

互联网的运用也使家政业更精

准、透明、便捷。“51家庭管家”隶属

于广州为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笔者在其广州总部的后台看到，消

费者在APP或微信下单后，客服会

与客户沟通具体诉求，个性化定制

方案，每个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及

每一次的服务完成情况都有相应

的反馈，使服务作业有标准、有记

录、透明化。

在“广东省公共养老护理实训

基地”，笔者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适

老辅具：会拐弯的勺子、有弹簧的

筷子以及各种康复训练的器具等。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副院长黄丹

凤认为，新工具的使用正在减轻家

政人员的工作强度，改进工作方

式 ，推 动 传 统 家 政 向 智 慧 服 务

转变。

“小切口”解决民生
“大需求”

一边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

业需求，一边是城市家庭育儿养老

的现实需求，“南粤家政”工程牵起

了促就业和保民生的两头，以“小

切口”推动服务变化，满足民生

需求。

立足解决“一老一小”家庭养老

育儿的操心事、烦心事，“南粤家

政”提出到 2021 年实现培训就业

“十百千万”目标任务：建设扶持50

家省级家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建

设扶持 100 家家政服务龙头企业；

动员引导 1000 个以上有资质有能

力的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每年开展

家政服务类培训20万人次以上，带

动就业创业40万人次以上。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厅长陈奕威介绍，在行业规范方

面，广东正加快建立家政服务业的

标准体系、诚信体系和服务体系，

以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引领

行业发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

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

对标国内外先进经验，广东在

家政行业推行员工制，对员工制家

政服务企业，按不超过其为所招用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实际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

在政策杠杆和行业规范建设带

动下，家政业正在成为创业的“新

热土”。去年 8月，张怀磊等四位年

轻人带着技术回家乡江门市创业，

成立了江门市朗颐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以“互联网+家政”对居家养

老服务进行系统集成，用户通过手

机就能进行预约服务、智能监控

等。公司成立短短四个月就获得了

首轮投资，目前正在启动第二轮

融资。

（新华社 车晓蕙 黄浩苑）

近年来，湖南省新宁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扶持村民发展特色水果种植，并对村民进行免费的种植技术培训，让他们真正地掌握种植技术，走上产

业致富的康庄大道。图为新宁县金石镇马江村的火龙果大棚里，村民正在采摘成熟的红心火龙果。 郑国华 陈小苗 摄

泥金纸织画传

习所内，54岁的魏

巍坐在手工织画架

前，身体微微前倾。

巧手之下，金色的

“纬线”交织于“经

线”之间，经纬交

错，乾坤自成。

“这叫泥金纸

织画，是甘肃省平

凉市庄浪县的特色

工艺品。”魏巍介

绍 说 ，该 技 艺 于

2019 年被列入平

凉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编织工艺

和绘画艺术的集大

成者，始于唐朝的

纸织画历史悠久，

作品有一种“雾里

看花，水中望月”

的朦胧之美。传统

的纸织画要将宣纸

上的画纵向裁剪为

1.1毫米宽的细条，

头 尾 不 断 ，作 为

“经线”；再将白色

宣纸裁剪成同样宽

度，作为“纬线”；

最后将二者如织布

一般交叉编织，一

幅精美的纸织画就

此完成。

魏巍自创的泥

金 纸 织 画 独 到 之

处，便是选用泥金

纸作为“纬线”，使

画作在光线照射下泛着金光，灵

动非常。

魏 巍 小 时 候 便 喜 欢 美 术 ，

1983 年进修美术期间接触到纸

织画，从此便迷上了这一传统技

艺。为了深入学习这门技艺，他从

《红楼梦》中找历史线索，从美术

书籍中学专业技术。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积累中，

魏巍有了灵感：“既然白色的宣纸

可以作‘纬线’，其它材质、颜色

的纸张是否也可以？”魏巍开始不

断尝试。最终，泥金纸进入了魏巍

的视野。经过不断苦练，魏巍熟练

掌握了泥金纸织画技艺。

2006 年，魏巍在庄浪县开设

了泥金纸织画传习所。为了让这

门技艺传承下去，也为了满足市

场需求，他招聘了多名待业在家

的女同胞，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帮

助她们就近就业。

“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学习

美术，现在在家门口既挣钱，也学

画。”杨小霞是魏巍的第三个学

生，在传习所已经工作了 12 年。

截至目前，魏巍先后教授了50多

名学生。

刚开始，魏巍的作品鲜有人

问津，但随着当地文旅产业的快

速发展，他的泥金纸织画逐渐为

人所知，慢慢地变成了当地文旅

产业的一张“名片”，他的作品不

仅有传统山水字画，还有庄浪梯

田的春夏秋冬。

这些年魏巍带着作品参加过

许多展会，他说，“我还要带着作

品走出国门，让世界看一看我们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美。”

（新华社 崔翰超 马希平）

新华社上海 7 月
14日电（记者 李荣）为
掌握上海海域及邻近

海区的海洋水文环境

状况及相应的变化规

律，形成海洋调查数据

集，上海目前已连续 3

年开展覆盖上海市全

海域范围的常态化、多

要素、产学研相结合的

海洋水文水环境综合

调查。

长江口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局长周丰年说，

从 2018 年开始的上海

近海海域海洋水文水

环境综合调查，范围涵

盖杭州湾北岸、洋山港

港区内及岛屿附近、长

江口外海域，观测覆盖

面积约5500平方公里，

最远观测点距上海最

东侧岸线浦东南汇嘴

约130公里。调查共布设12个固定观

测点、52 个大面走航观测点、2 条走

航式 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

仪）潮流通量数据采集断面。此项调

查规模大，每次需出动测船20艘，测

员 50余人，现场可采集到约 6000 点

泥沙样本、7000 点盐度样本和 1300

点海水水质样品。

研究人员认为，海洋水文调查是

保障上海城市安全和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为决策部门掌

握上海海域及邻近海区的海洋水文

环境状况及变化规律服务。同时，能

逐步建立起上海海域常态化调查机

制，形成海洋调查数据集，为上海港

口航道水沙动力演变趋势、重点区域

海洋环境变化状况等，提供必要的数

据支撑；为开展河口滩涂资源现状分

析、演变趋势预测，提供重要的水沙

观测资料，有利于上海市滩涂资源的

科学研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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