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农机站技
术人员在全镇 15 个行政村开展农机具
检修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督
促整改，并向村民宣传普及农机具维护
维修方面的技术知识和农机安全常识
等，为春季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据悉，3
月 15 日至 4 月 5 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
已检修保养大小型农机具2200余台。

图为4月5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六
户地村农机大户正在检修农机。

张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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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晓芳、通讯员赵晔、
马彦芳报道：为扎实推进农民工安“薪”
无忧工程，全面推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落实落地，3 月 28 日，昌吉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疆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
织开展了2023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培训会，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施工总承包
单位负责人、劳资专管员等200余人参加
了培训。

会上，工作人员向与会人员宣讲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就企业在新疆农民工工资
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实际使用过程中遇到
的难点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自2022 年 5 月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

监控预警平台上线启用以来，我州全面
推广运行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
平台，将雇用农民工的工程建设项目逐
一纳入该平台，实现对工程建设项目劳
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的实时动态监管，加
强日常监督检查，强化对实名考勤、人工
费用拨付、保证金存储等环节异常情况
的精准预警、及时处置，实现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全链条闭环监管。截
至目前，全州共有 541 个工程项目、1.89
万余名农民工被纳入该平台监控，做到
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讨薪有依据。

近段时间，昌吉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积极实施农民工安“薪”无忧工
程，全面推行新疆农民工工资监控预警
平台应用，通过组织开展大培训、大宣讲
活动，帮助督促我州各工程项目落实《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促进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农民工
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总包代发、农民
工维权公示牌等五项核心制度落到实
处；推行新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电子保
险保函平台应用，积极开展保险保函替代
现金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政策宣传，
提高电子保险保函平台的社会知晓度；同
时进一步纾困助企，优化营商环境，有效
增强了企业尊法、守法意识，推动《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在工程建设领域落
实。

截至目前，昌吉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共组织集中培训4场次，全州400
余家工程建设企业、金融机构参加了培
训，为保障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
益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据新疆日报报道（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王亚芸）从今年起，新疆计划用 3 年
时间培训建筑工匠37.5万人次，实现建筑
领域新增就业 30 万人，培育本地建筑施
工专业作业企业 1000 家，培训建筑劳务
经纪人5000人。22日在伽师县召开的新
疆建筑工匠3年30万人培训就业行动动
员会明确了上述目标任务。

新疆建筑工匠培训就业行动是自治
区 2023 年 十 件 民 生 实 事 之 一 ，是 对
2020—2022 年开展的自治区建筑领域技
术工种3年20万人职业技能培训就业行

动成果的巩固和扩大。
据了解，长期以来，新疆建筑施工

队伍主要依靠外省劳务人员，目前，新
疆建筑工人队伍面临年龄老化、技术技
能型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十四五”期
间，新疆在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工程
和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建筑业企业对建筑工人，特别是产业工
人的需求只增不减。建立一支新疆自
有的建筑产业大军，成了促进城乡劳动
力进入建筑业稳定就业，保证我区建筑
行业可持续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的 现 实 紧 迫
需要。

2020—2022年，全区已累计培训建筑
领域各类技术工种31.87万人次，实现新
增就业 23.01 万人。今后 3 年，就业培训
行动主要针对在建筑行业转移就业人员、
建筑企业技能提升人员、农村“两后生”和
临近毕业面临就业的职业院校学生，引导
城乡富余劳动力有序就业、就地就近就业
和自主创业。

日前，《新疆建筑工匠3年30万人培
训就业行动方案（2023—2025）》已印发。

这两天，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
丁家湾粉条加工厂正在抓紧时间加工生
产粉条。该厂立足乡镇土豆产业发展优
势，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带动了村里的产
业发展。

“我们工厂现在的土豆粉条日产量是
1.2吨至1.5吨，每月产量在40吨左右，主
要供应吉木萨尔县各大超市和市场，网上
还有一些订单。”丁家湾粉条加工厂负责
人丁彦荣告诉笔者。

丁家湾粉条加工厂于2013年建立，最

初只是家庭作坊式生产，由于丁彦荣家制
作的粉条不含任何添加剂，口感筋道，深受
大家喜爱。当时每月加工晾晒好的粉条都
会被周围的商店和当地的村民抢购一空。

结合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土豆产量
高、销路好的特点，董家湾村村“两委”积
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组织村
里掌握传统土豆粉条加工工艺的几位村
民成立丁家湾粉条加工厂，大力发展粉
条加工产业，同时，还把村里的剩余劳动
力安排到加工厂打工，助农增收。

“我现在在粉条厂上班，主要负责粉

条的晾晒与打捆包装，一天收入有260元
左右。在家门口上班，不但有稳定的收
入，还能照顾家。”二工镇董家湾村村民郭
建东说。

“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粉条，村里有了
粉条厂，购买方便，产品质量有保证，我们
吃得放心，希望我们董家湾村丁家湾粉条
加工厂生产的粉条能够越做越好。”二工
镇董家湾村村民何艳荣说。

“后期，我们还准备利用各乡镇集市的
优势，大量批发销售粉条，把我们当地的农
特产品做成品牌，拓宽销路。”丁彦荣说。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报道：3
月29日，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联合
呼图壁县商务工信局举办电商人才培
训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为呼图壁县
各类创业实体营销拓宽新渠道。

培训邀请业内资深网络直播培
训讲师授课，采取理论教学、案例分
享、实战演练及专项孵化等多种教
学模式。讲授电子商务基础知识、
直播创业项目选择与分析、直播创
业筹划与运营、短视频制作与IP打
造、直播运营与实施等网络创业知
识，帮助学员们深入学习和理解电
商的营销思路与模式，掌握直播带
货各阶段实操相关技巧，转变商业
营销观念，积极主动融入电商直播
新潮，助力学员落地实操。

学员步岩东说：“这次培训的内
容新颖，让我掌握了很多实用的电
商运营知识，我会把学到的内容应
用到我们的生产实践中，推动产品
的销售。”

此次培训班实施分层分类培
训，开设企业、个体工商户培训班，
网红主播孵化培训班和农牧民培训
班 3 类，计划培训 6 期，培训 840 人
次，培训为期两个月。通过建立长
期跟踪服务机制，为培训学员提供
实践引导和服务，培养更多电商人
才，确保培训实效，为呼图壁县乡村
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王永青报道：
近日，呼图壁县就业局联合大丰镇
人民政府在该镇高桥村举办毛衣针
织加工培训班，全村20多名妇女参
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新疆某服饰织造
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授课，给学
员示范讲解了缝盘机使用技巧和注
意事项。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学，保
证每一位学员都能掌握针织技能。

大丰镇高桥村村民陈兰香说：
“这次培训很有意思，让我们学会了
一项技能，今后我们可以用这门手
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给家庭增加
一份收入。”

新疆某服饰织造有限公司位于
呼图壁县某工业园区，该公司拥有
国内最先进的12条全电脑平车服装
生产流水线和100台全自动电脑横
编织机生产流水线，已形成从轧花
到纺纱、织布、加工羊绒衫的全产业
链，主要生产纯棉针织衫和纯棉网
套，年产纯棉针织衫150万件（套），
现已为当地5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

新疆某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剑文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企业的技术培训人员到高桥村开展
技能培训，此举不仅可以发挥企业的
社会责任，也有助于解决企业用工问
题，希望学员都能学到实用技能。”

大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马
晓伟说：“培训班不仅丰富了村民
的文化生活，也为乡镇各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途径，转变
了大家就业创业的思想观念，今
后我们会继续在全镇各村举办劳
动技能培训班，让全镇有意愿就
业的人员都有就业机会。”

呼图壁县举办2023年

电商人才培训班

呼图壁县就业局举
办妇女针织技能培
训班

我州实施农民工安“薪”无忧工程
截至目前，全州1.89万余名农民工纳入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

新疆启动建筑工匠3年30万人培训就业行动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小粉条托起村民致富梦
本报通讯员 张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