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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有门 创业有路 乘得东风好致富

能力提升：土办法逼出新路子

泽曲镇迎宾路街边的二层小楼里，

两间不大的屋子就是就业局的办公地

点，记者进门说明来意，便与局长仁青才

郎交谈起来。仁青才郎说：近年来，泽库

县就业局想方设法引导各类无业人员进

行能力提升及技能培训工作，摸索出了

一些服务社会的基本经验和做法。

“前两年泽库的大学生毕业，没有竞

争意识、缺少上进心，参加考试竞争本地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能力普遍比较

弱。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办公务员考试培

训班，计划 50 个名额，没想到才来了不

到20人。学生们学习提升的意识很低，

但都想着到我们这办理小额贷款……你

看，这门口的楼梯，就是办小额贷款的人

太多踩坏的。”仁青才郎一脸无奈地笑。

“但是公务员考试培训班不像给你

们家里拉个水、电、暖，虽然看不见这其

中的好处，但确实是一项党的好政策。

后来，我们想了个土办法，规定来办小额

贷款的青年必须首先参加我们举办的培

训班。结果不到一天，能力提升班就报

了 100 多人。我们跟着抓培训班的质

量，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公考竞争能

力。”

“公考确实能够提供一部分岗位，但

考不上的学生怎么办？”我问。

“考不上！那就只有让他们学技术

了……”仁青才郎说。

在泽库这样一个汉语普及率低、家

庭观念保守、竞争意识薄弱的牧业县城，

要想解决学生就业这一关乎社会稳定和

地方长远发展的现实问题，利用政策“引

导”之法，虽属无奈之举，但也未必不可。

就业培训：握一技之长找工作

泽库县福利慈善康复医院是一所在

当地需要“包治百病”的藏、西医结合的

民营医院，现已接纳了10多名泽库本地

的医学专业生来此工作，他们中很多学

生都是从黄南州卫校以及海北、西宁的

卫校毕业的，尽管还达不到较高的医学

水平，但有一定医学基础，可以看一些简

单的病。

据仁青才郎局长介绍，像这样的民

营医疗机构，能够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学

习就业的机会，就业局也将重点打造这

样的单位，将他们设置为泽库县再就业

培训基地。政企合作，既可以拓展地方

企业的发展之路、又能为学生们打开就

业的门路。记者获悉，还在继续规划扩

建规模的这家医院，因为业务需求，后期

还将在当地招收一部分化验、理疗、药浴

等专业的医技人才。

驱车近半小时，我们到达此次采访

的第三站。随行人员问到：“你有没有

来过泽库的黑帐房”。看到记者一脸茫

然，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里夏天有一个

很大的黑帐篷，设在和日、宁秀、巴滩牧

场三乡的结合处，是泽库旅游开发接待

的一个特色景点。这几年我们把培训

班开到了乡里，方便了群众们接受培

训，东格日村基层培训点就设在‘黑账

房’的旁边。”

下车，我们看到在白色蓝顶的活动

板房里，群众围站在烹饪培训教学案板

四周，聚精会神地看着。黑板上写着各

种调料的学名，操作台上，两名牧民妇女

正在学习抻面。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以前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群众不得不

改变旧有的饮食习惯，这是一种巨大的

突破。板房外几米处停放着牧民群众的

汽车、摩托车，车轮上沾满了泥土，告诉

我们他们从远道而来。

培训点烹饪授课教师党老师说：“我

们最近的教学以刀工、抻面、食材选择等

基础烹饪知识为主，每天前来学习的群

众都在 40 人左右。群众们在接受就业

培训后就可以直接上岗，这是对泽库三

乡群众精准脱贫工作闯出来的一条实实

在在的新路子。”

淡蓝的天空下，透过相机的镜头，记

者看到一张张淳朴清澈的眼凝视着，他

们也许听不懂汉语，甚至根本写不出一

个简单的汉字，但在那一刻，从他们的眼

眸中流露出对新生活的无限渴望！

创业扶植：以政策搭建圆梦平台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的泽库县金宗

有机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泽库县就

业局重点扶植的小微企业之一。老板是

泽库青年扎西东智，他大学毕业后和很

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一起在省城创业，

后来在泽库县就业局申请到小额贷款，

就开设了这家公司。

扎西东智经营的店面里，整齐地摆

放着鲜奶、酸奶、酥油、冬虫夏草、黄蘑

菇、人参果等土特产品。他告诉记者，产

品的商标都是自己设计的，而且也已经

正式注册。下一步他还打算扩大规模，

在省城西宁开一家门店，把泽库的这些

宝贝全都卖到西宁去。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倡导创业的同

时，出台了很多创业的优惠政策，各地方

政府也积极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

挥资金扶持、项目发布、创业培训、信息

服务、就业见习等各类平台功能，以政策

之名为创业搭建了一个圆梦的舞台 。

如今，要致富、学技术的思想观念

已渐渐普及到牧民群众的心中。2014

年至今，泽库县就业局累计培训 3575

人，其中创业培训 100 人。开展了一系

列以中式烹饪、石刻刺绣、挖掘机操作、

电焊缝纫、泥瓦工、汽车修理、摩托车修

理等培训，仅今年就安排开设52个技能

培训班。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就

业扶持工作思路，不仅更好地促进了泽

库近些年就业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

将泽库打赢脱贫攻坚工作推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 泽库县推进就业培训工作
文图 / 张海麟

隆务镇冬季的清晨雾气弥漫，从麦秀到泽库县城的公路沿线已披上

了皑皑白雪，不大功夫，泽曲镇便伫立在眼前。随着国家三江源保护区域

的划定，泽库城镇化的脚步日渐加快。然而对于一个二、三产业缺乏、牧

民人口占到95%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要想真正确保生态搬迁的群众自

力更生、走上致富发展的路谈何容易？在城镇化的今天，世代逐水草而居

的牧民群众依然面临缺乏劳动技能的难题，政府究竟要如何“授人以渔”，

引领他们走上安居乐业、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关乎地区和谐、稳定、发

展的关键问题。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泽库县就业局。
◁◁藏族妇女藏族妇女

巧手比拼展新姿巧手比拼展新姿。。

创业青年扎西东智创业青年扎西东智

展示商标认证授权书展示商标认证授权书。。

▽▽村委会递交的开设汽修培训班的手村委会递交的开设汽修培训班的手

写申请写申请。。

▷▷独具特色的唐卡技艺独具特色的唐卡技艺

培训培训。。

风尘仆仆骑着摩托车到培训风尘仆仆骑着摩托车到培训

点点，，只为学艺而来只为学艺而来。。

▽▽以学带用以学带用，，学用结合学用结合，，

就业培训基地为当地大学生就业培训基地为当地大学生

开辟就业新路开辟就业新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