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印发的《宁夏以工代赈“十四五”实施方案》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区探索推行“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
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和“农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等多模式赈
济，拓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渠道。本版聚焦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百万移民致富提
升行动重点县、移民安置重点村的赈济模式，反映我区基层以工代赈的路径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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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赈“因需施培”

近日，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光伏养殖园
区，一排排深蓝色光伏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三五成群的“光伏羊”在悠然地吃着草料。

“现在棚里有 40多只羊，等市价好点就可以
出栏。”村民李义芳说着，将干草料投喂到羊棚
里。不远处，她的一双儿女正在嬉戏玩闹。自搬
迁到原隆村以来，因为孩子还小，李义芳无法外出
务工。光伏养殖园区建成以后，她在家门口找到
了工作，实现了挣钱、照顾家人两不误。

每天一大早，村民王忠理都会去附近割青
草。54岁的他从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搬迁到原隆
村已有10年，以前在老家养过羊，具有丰富的养殖
经验。他向记者介绍，带着清香的青草混合着干草
料，能让羊更好吸收营养。“以前想养羊没条件，现
在村上统一盖棚饲养，今年还给每户补贴 1500元

草料费，让我们感受到了实惠。”王忠理说，去年，听
说村上兴建光伏养殖园区一期项目，他主动租羊棚
当起“羊倌”，目前养了35只“致富羊”。

今年 3月，原隆村争取到中央财政以工代赈
资金 600万元，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 100万元，投
入村集体经济收入资金 257万元，总投资 957万元
建成光伏养羊示范区二期项目。

为推动以工代赈项目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闽宁镇原隆村抓好项目资金管理，狠抓劳务报酬
发放与技能培训，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在村集体的带动下，王忠理积极参与二期项
目建设，边养殖边务工，每天收入 300元。村民马
宝成作为“大工”，每天挣 500元。“今年算是赶上
了好时机。”马宝成激动地说。

“原隆村移民历来就有养殖肉羊的传统，相对发

展其他产业来说，养羊风险低，群众积极性高，可实
现产业到户到人。”原隆村党支部书记妥成福
介绍，近年来，原隆村采用“支部+合作社+
农户”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光伏园区空
间资源，大力发展板上发电、板下养
殖的“光伏+养殖”项目，在光伏
板下建设羊棚94座，拓宽“三
类”人员和弱劳力的收入
渠道，带领村民走上增
收致富的“羊”光大
道。目前，带动当
地务工群众 98
人，务工收入达
到 134.61
万元。

原隆村

光伏养殖走出“羊”光大道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7 月，百瑞源红寺堡枸杞基地平整好一片新
地，一排排篱架齐刷刷伸向远方，直抵京藏高速公
路边缘。明年春天，这里将种上枸杞，创造荒山上
的绿色“杞”迹。

4月至 7月，得益于以工代赈项目支持，百瑞
源红寺堡枸杞基地在周边整饬土地 1563亩，为明
年扩种枸杞做准备。项目总投资中有 420万元的
以工代赈资金，其中 78.4万元用以支付劳务报酬，
惠及206人次，多是周边移民。

对百瑞源红寺堡枸杞基地而言，这不仅是规
模的扩大，更是品质的提升。百瑞源红寺堡枸杞
基地总经理马涛说，新基地明年栽种的是 4 个新
品种枸杞，采用篱架栽植，生长 3 年就能进入盛
果期。届时，单产能比普通品种增加 20%，果粒
又大又匀称。另外，在这片新基地上，还要打造
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科普校园、国家级标准枸
杞示范区。

未来 5 年，这 420 万元以工代赈资金将按照
4%的比例，给百瑞源红寺堡枸杞基地所在的大河
乡大河村村集体分红，每年有16.8万元。

2021年以来，红寺堡区统筹谋划以工代赈项
目 38个，争取自治区发改委以工代赈项目 19个，
项目总投资 1.53亿元。大力推广“农村产业发展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
训+资产折股量化分红”新模式，不断丰富以工代
赈内涵。项目带动 2225人务工，累计发放劳务报

酬2308万元。
今年红寺堡区有 7 个产业类以工

代赈项目，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交付使用后预
计折股量化形成集体资产 4070万
元，每年为所在村村集体分红
160 万元，实现“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伴随着一大批以工代赈
项目的实施，为红寺堡区创
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
提升示范区提供了坚实
的产业支撑。今年实施
的红寺堡区新庄集乡
红川村肉牛养殖基础
设施、柳泉乡柳泉村
滩羊养殖“出户入
场”、新庄集乡红
川村设施温棚等
以工代赈项目
达产达效后，
分别可存栏肉
牛8000头、滩
羊 1.1 万只、
日 光 温 室
36座。

红寺堡区

以工代赈发挥“乘法”效应
本报记者 杜晓星

近日，记者走进中宁县太阳梁乡隆原村新建的日光
温室时，工人们正在采摘豆角和辣椒。

“隆原村日光温室产业项目已经建成，目前试种的 7
棚豆角和 8棚辣椒已进入采摘期，不仅解决了移民群众
的务工问题，经济效益也初步显现。”自治区税务局驻隆
原村第一书记范银良说。

隆原村日光温室产业属于 2022年国家“以工代赈”
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日光温室 15座及蓄水池、保鲜
室、分拣车间、管理房、泵房、滴灌等附属设施。为高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隆原村决定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农业经纪
人+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日光温室产业。

项目先期发展采取“村干部+村民”入股投资的形
式，村干部带头入股，带动广大村民主动参与产业发展
和致富提升行动；引进农业经纪人，技术入股，确保产业
项目顺利实施、长久发展。目前，村“两委”5名村干部联
合贷款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现在是土壤改良期，20天来，试种的豆角和辣椒总
产量有 7500公斤。试种过程中，专门聘请了永宁县望远
镇通桥村恒生种苗公司技术人员作技术指导。引进的
种苗新品种，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深受客户青睐。”
范银良告诉记者，一期种植计划于8月中旬结束，二期种
植于 9月 10日前完成，换茬种植豆角、番茄、黄瓜、辣椒
等，可利用空档时间种植生菜，预计净利润26万元。

“村干部带头创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通过试种，
1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 25万元的收入，而且为当地移民
群众增加务工收入30余万元。”范银良说。

隆原村村民张达明，夫妻俩常年打零工，无稳定收入
来源。考虑到张达明有种植方面的经验，今年3月中旬，
村干部让他在日光温室从事管理工作，月工资 3600元。

“有了这份工作，今年家里增收了2万多元。”张达明说。
记者了解到，隆原村采取的“党支部+村集体合作

社+农业经纪人+农户”的经营模式，预计可产生综合效
益56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26.4万元，村干部、村
民入股总收益4.4万元。

“这个项目让村民增加了收入，学到了技术，我们有
信心把产业做好做大，带动更多的困难群众增收。”范银
良说。

隆原村

移民村育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杨志挺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官厅村人居环境整治施工现场，村民
马小雷驾驶三轮车运送砖块、沙土，一天收入 400多元。在工地，
像马小雷这样来自当地的务工者有30多人。

“按照‘务工是手段、赈济是目的’和‘就业带着项目走、资金
跟着项目走’的原则，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吸纳当地有劳动能
力的低收入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带动他们就业增收。”官厅镇党委
书记于金红介绍。

官厅村为原官厅乡所在地。2010年，随着劳务移民工程的实
施和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原官厅乡部分群众搬出大山，搬到河
谷川道区和城镇周边地区安家落户。

2011年，经自治区批准，撤销清河镇、官厅乡，以原清河镇、官
厅乡行政区域合并设立新的官厅镇。官厅乡撤并后，旧址划归官
厅村管辖，因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已无法满足当地上千居民生产
生活需求。

今年，原州区投资 568万元，对官厅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并
作为公益性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铺设人行道、开挖沟渠、敷
设排污管网。“施工技术标准低、人工作业量大、用工要求不高，

当地群众通过项目设施，解决官厅村街道环境问题同时，又
能增加当地群众收入。”于金红说。

“十四五”期间，原州区计划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工代赈项目6个，总投资6427万元，其
中以工代赈资金3160万元；劳务用工617人，其中易地扶贫搬

迁脱贫群众32人。截至目前，已发放劳务报酬331万余元。
原州区在公益性项目施工过程中，探索推行“农村

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
设置”和“农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
技能培训+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的赈济模式，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拓宽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渠道。

7 月 14 日，石嘴山市惠农区银河苑社区就业车间内机声隆
隆，工人们或拉货或操作机器，忙着手头上的工作。

39岁的马思梅俯身拿起地上的袋子铺在机器上，走了两圈针
后又拿起一根细条放在袋子中间，给机器穿两根粗线再走一圈
针，把多余的线头扯掉，工序就完成了。

马思梅家里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之前她一直在餐厅打零
工，有时要工作到凌晨两点多，无法照顾孩子。今年，看到社区的
招聘信息后，她立刻报了名。“车间离家近，上班时间也固定，终于
能让两个孩子按时吃上热饭了。”马思梅笑着说。

“银河苑社区是惠农区最大的就业移民社区，之前大部分居
民都在外面打工，收入不稳定。今年通过招商在社区建成 3个就
业车间，引导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银河苑
社区党支部书记郑学荣说。

糟好娃是车间班长，她曾在多家塑料袋生产企业工作过，练
就了熟练的生产技能。“去年得知小区在建车间，我就赶紧和社区
联系，表达来车间上班的意愿。”糟好娃说。

车间建好后，公司看她工作经验丰富，便让她担任车间班长，
培训工人、检查成品。“没想到我能在家门口上班，还当上了班长，
工资比原来高了好多！”糟好娃高兴地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除了就业车间，银河苑社区多渠道落实就
业帮扶，帮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社区网格群里不断推送用工
需求，引导居民积极参与；联合人社局等部门开展技能培训，提升
就业能力。组织居民去企业观摩，帮助有就业愿望的移民实地达
成就业意向。截至2022年上半年，通过扶贫车间、公岗安置、企业
帮扶等方式，实现就业 1459人，就业率 99.3%，人均收入 13619.4
元，移民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近年来，惠农区通过搭建平台助就业、提升技能促就业、巩固
脱贫稳就业、扶持创业带就业等一系列举措，促进移民实现就
业。截至目前，实现劳务移民就业 5421人，户均实现就业 1.7人；
生态移民实现就业1421人，户均实现就业1.3人。

石嘴山市惠农区银河苑社区就业车间。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官厅村村民参与工程项目建设。

惠农区

便民就业开启“幸福门”
本报见习记者 张适清 文/图

原州区

公益性项目带动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的光伏养殖羊棚。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摄

百瑞源红寺堡枸杞基地以工代赈项目现场。（吴忠市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供图）

中宁县太阳梁乡隆原村的移民迎来“丰收季”。 本报记者 杨志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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