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创”惠民，带动就业
春节过后，

29

岁的陕西武
功县农民工尚鹏辉每天都要
往县里的电商产业园跑上几
趟，将一箱箱苹果用快递发往
各地。 手机响起，他凝神片刻，

在屏幕上迅速点下几个按键。

“都是催着发货的客户， 马虎
不得！ ”

从在外漂泊十几年，到去年
返回家乡开起网店卖水果，尚
鹏辉终于过上“自己当老板”

的生活。 半年下来，他挣了五
六万元。 如今，订单越来越多，

他日渐忙碌。 “互联网
＋

农业，

这是有未来的事业， 虽然累，

也是快乐的！ ”

走在武功县城，“在外东
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的标
语随处可见。 在有近

70

家农
民自办企业入驻的电商产业
孵化园，几位老乡正填写快递

单， 近千箱各类特产已经装
箱，等待发往各地。

武功县电商办副主任陈
其辉说，目前武功直接参与电
商生产、仓储、流通等环节的
近万人，辐射带动

2.5

万人，其
中绝大多数是返乡创业就业
的农民工。

2015

年，全县电商
日均发货量

3

万单，全年销售
共计

10.5

亿元。

这是“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带来的改变，也为返乡农
民工提供了更多可能。

真的做“双创”，个人要努
力，地方政府也不能闲着。 黔
西县就业局副局长宋世平说，

近
3

年以来，全县常年在外务
工人员近

18

万人， 较之于
2010

年前减少约
12

万人。 为
承接返乡创业，当地出台小额
担保贷款、 免费就业再培训、

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助等政
策，从信息、金融贷款、产业扶
持等多方面给予创业帮助。

不过， 对返乡创业者而
言，资金匮乏、技术欠缺，依旧
是横亘在面前的拦路虎。 不少
返乡农民工坦言，农村金融机
构、 产业类型都还不完善，政
策支持和项目设计并不能很
好地满足需求，还需要更多灵
活多样的政策支持。

“新产业、新业态和服务
业等蓬勃发展， 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 化解过剩产能、淘
汰落后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
力顺利实现跨地区、跨行业流
动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赵辰昕近日表示，

随着“双创”继续深入推进，创
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还将进一
步增强。 （据新华网）

每年春节过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起行囊，离开
家乡踏上外出务工的路程，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
道独特的风景。

这个春天，农民工将去向何方？ 新春伊始，记者分
赴广东、陕西、重庆、贵州等地采访看到，一幅劳动力转
移的新版图正呼之欲出：新常态下，沿海地区劳动力结
构不断优化，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加速回流，传统劳务输
出地成为新的劳动力“蓄水池”。而日渐升温的“双创”，

也在不断搅动农民工就业的“一江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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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务工动向新观察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

“双创”让“候鸟”回家

外出还是留乡，答案日趋明朗
南国春来早。 这个春天，外来农民工数量众多的广东

省，最先传递出用工总量减少、劳动力结构优化的“蜕变”

信号。

广州市近期一项针对
424

家使用异地务工者
100

人
以上企业的调查显示，用工规模、招工数量、外出招工需求
呈“三降”态势，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正在下降。

减少用工，却是在为转型积蓄力量。 作为制造业大市东
莞一家典型的小微企业，广东连盈家具有限公司往年最高峰
时用工数量为

80

人，用人成本高使企业一度濒临破产。 在启
动自动化改造、“机器换人”后，用工数量减为

40

人。 “用工
减少，公司发力新产品研发，产量却大幅上涨，今年

１

月已
接到超过

500

万元的订单。 ”公司董事长张锡林说。

沿海地区用工数量缩减，是否意味着“求职难”卷土重
来？事实上，农民工的选择已不再单一。伴随着东部地区加
快转型升级，中西部也在不断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新的增
长点。 农民工回流，渐成气候。

18

日在陕西省劳务输出大县平利县的招聘会上，

148

家企业提供岗位
1.2

万个，其中陕西企业超过
6

成，是当
地近来举行的大型招聘会中， 本地企业占比最多的一次。

1500

多位农民工当场达成意向， 安康市一家纺织企业一
车就带回去

50

多人。“返乡就业意愿之强、比例之高，远超
往年。 ”陕西省劳务交流指导中心主任付鲲鹏说。

“亲情权重”不断加大是农民工留乡就业的新动向。重
庆南川区农民工肖光容辞去浙江金华一家汽车配件厂仓
库保管员工作，在南川一家茶楼做服务员。肖光容说，尽管
收入降了一些，但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起”。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近期针对当地企业一
项抽样调查显示， 今年春节有

56.86％

的在岗异地务工人
员返乡探亲，比

2015

年上升
1.73

个百分点。 同时，预计节
后一个月内返岗比例较

2015

年下降
0.26

个百分点。 一升
一降之间，返乡就业趋势渐明。

产业发展，让“候鸟”回巢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落

叶归根”的情感牵绊，还是家乡
经济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
引，返乡、就近就业的大潮正在
改变务工的流动轨迹。 对中西
部而言，产业发展、城镇化配套
能否“承接得住”越来越多的返
乡人口， 愈发成为影响务工走
向的因素。

在有
800

万务工人口的
劳务输出大市重庆，近年来电
子信息、机械制造、服务外包等
产业的崛起， 开始显现出吸纳
就业的“蓄水池”效应。 重庆市
人社局农村劳务开发处处长张
德祥说，

2012

年重庆农民工市
内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市外。 目
前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市
外近

100

万人， 保持稳定回流

态势。

“公司一线员工
80％

是陕
西本地人，技术类岗位大多是
从南方回来的年轻人。 ”国水
投资集团西安风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张女士说，

作为新能源企业，公司非但没
有受到经济下行冲击，反而逆
势增长，

2015

年产值比前一年
增加

2

亿多元。 企业最近引进
新设备，准备扩大用人规模。

与此同时，城镇化对就业
的拉动，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
不同以往的别样图景。

2011

年起陕西启动的陕
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迄
今已使愈百万群众挪出穷窝
成为“新市民”，陕南三市的城
镇化率也因此提高

4.78

个百

分点。 人口搬进城镇只是第一
步，稳在城镇靠什么？ 产业！

在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
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药妇沟
社区移民搬迁社区内，就有从
沿海引进的一家服装公司。 在
车间里，

100

多名员工在机器
前紧张忙碌， 村民柯成珍说，

搬进新型社区后，来到这家公
司工作，每月能挣

2000

多元，

还能照顾家庭，不用再外出务
工了。

“依靠产业带动，群众搬迁
后在当地务工， 有效减少贫困
地区空壳化现象。同时，人口聚
集、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优势，也
为承接产业转移打下基础，进
而与城镇化良性互动。”陕西省
委农工办主任郑梦熊分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