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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汉阴县聚焦智慧养老、家庭养
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
开展养老护理人才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努
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守护好最
美“夕阳红”。

在汉阴县反哺堂养老公寓，48 岁的张
凤群正在忙着给老人们进行专业护理，已
经有着专业护理技能的她对护理工作游刃
有余。 之前她一直工作不稳定，收入没有保
障，2020 年参加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学习后，
获得等级资格证书， 还找到了现在这份工
作，到现在已经干满三年，如今她已经是养
老照护部的区长。

“我之前没有稳定的收入，2020 年报名
参加了县上组织的护理员技能培训， 然后
到这个公寓来上班，每个月能拿到 3600 元
的工资， 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的生活
起居，一日三餐，陪老人聊聊天，做做保健

操，做康复锻炼。 ”张凤
群高兴地说。

在专项培训中 ，授
课老师采用“实操理论+
实操实训+实操考试”的
方式进行教学， 在充分
了解护理人员学习需求
和老人护理实际需求的
基础上， 围绕老年人的
基础护理和生活照护等
基础养老护理知识 ，有
针 对 性 地 设 置 授 课 内
容， 培训后获得养老护
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资格
证书的护理员， 可以点
对点地进入各大养老机
构进行就业， 汉阴县反
哺堂医养结合医院就是
其中一所。

据汉阴县民政局养老股股长沈东介
绍， 养老护理人才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目前
已成功举办了 2 期， 共培训养老护理员 48
名 ， 第三期培训学员报名数量已超过 80
名。 学员们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技
能水平， 扩宽了就业渠道， 提高了家庭收
入，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也让更多的老人
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服务，达到了“老有所
养 、老有所医 、老有所安 、老有所乐 ”的目
标。

据了解，2023 年该县民政局通过前期
统计摸底， 与安康市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达成协议，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养老护理
员“千人”免费培训，培训主要针对承担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责任人和有意愿
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 培训结束后统一颁
发全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
书。

汉阴县稳妥推进边远山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增加城区和集镇学位
供给，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加快城区和集镇学校标准化建设,建强经济技
术开发区附属学校,配齐配足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优先满足边远山区学生
进城入镇就读需求。 加强学科配套,配强配优教师队伍，强化教育教学管
理。 对确需保留的边远山区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结对帮扶、送培到校、
直播课堂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

“借着‘三区三业’的东风，我校自去年以来硬件设施条件发生了很大
变化，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说起学校产生的变化，汉阴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属小学校长欧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去年夏天，欧耀整个暑假都在忙碌着，她在镇中心小学和县教体科技
局帮助支持下， 更换了老旧办公教学设备， 添置了 6 台崭新的教学一体
机，18 套新办公桌椅，1 台新打印机等设备， 校园文化也实现整体升级换

代，师生工作学习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该校三年级班主任邝亚丽深有感触， 以前邝亚丽所教班级的投影仪

因为使用时间较长，用起来很不方便。 而今，随着班里的崭新教学一体机
投入使用，不仅画质清晰、使用流畅，课本内容和学生作业需要在课堂上
展示的时候，教师不仅可以投影在大屏幕上，还可以任意放大或缩小，操
作起来得心应手。

张迪军的小女儿张为琳对学校的变化也很有感触， 学校在教室后面
为每名学生安装一个储物柜后，碗筷、水杯、书包等物品就可以放进柜子
里，加上去年学校课桌凳整体更换了新的，现在的座位比以前舒适多了。
学校科任教师配齐后，班里的所有科目都能正常教学，有时候县城学校老
师还会亲自到校上课，张为琳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

保障适龄儿童完成学业

在汉阴月河工业园区陕西丰水源水务科技有限公司，33 岁的候语博
就是工业园区人才公寓居住者之一。 2021 年 7 月，候语博进入该企业，负
责全县“智慧水务管理平台”网络系统维护工作。 每天，他都会通过网络监
管后台察看全县各镇村水源地水质情况，及时发现水质污染问题，并及时
反馈给县水利局、省水务公司，或是各村水厂管理员，确保群众用水源头
安全。

以前，候语博在苏州上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在苏州工作，一方面可供
选择岗位比较多，待遇相对家乡来说也更高。 候语博的父母通过县人社局
发布的信息，了解到月河工业园区可供选择的工作岗位也比较多，待遇也
还不错，就动员候语博返乡就业。 在目前的岗位工作一段时间后，候语博
完全适应了下来，就彻底放弃了外出务工打算。

“我目前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在 5000 元以上， 加上绩效奖励和每月考

核，年收入在 7 万元左右。 ”候语博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即便是在外面务工
待遇好一些，但是除开房屋租金、往返车费等各种生活开支，一年下来也
不见得比在家里就业收入多。

汉阴县支持社(园)区企业通过新(改)建职工宿舍、人才公寓，租赁农户
闲置房、集中采购商品房等方式，为返乡稳定就业人员提供居住保障。 对
进城入镇家庭购买商品房给予一定优惠补贴，结合新一轮搬迁项目，做好
搬迁规划安置工作。调配公租房，盘活闲置公有资产，多渠道提供房源。汉
阴县还对进城入镇灵活就业困难学生家庭发放适当住房租赁补贴， 统筹
解决边远山区学生家长在社(园)区就业期间住房问题。 在有条件的社区配
套小超市、小库房、小餐桌、小课堂、小厅堂、小菜园（简称“六小工程”），统
筹解决学习、生产、生活问题，引导边远山区学生家庭进城入镇融入新生
活。

促进返乡人员安居乐业

脱贫户陈兴松家住涧池镇紫云南郡搬迁社区，现如今，他们夫妻俩的
小日子过得很是舒心。 以前，陈兴松常年在广东、浙江等地务工，没有固定
地点，找不到活的时候就没有一点收入。 妻子陈敏在家照顾一儿一女，夫
妻俩经常人各一方。

去年秋季，在家附近干了几年零活之后，陈兴松被社区党支部推荐到
社区物业公司工作，一个月有 2500 元工资。 下班时间，陈兴松再找点零活
干，一个月至少有 4000 元收入。 陈敏则在社区成品袜工厂上班，每个月至
少有 3000 元工资，家里的年总收入就超过了 8 万元。 13 岁的儿子在县城
实验中学上七年级，学校环境很好。12 岁的女儿在家旁边的南河小学上六
年级，接送都很方便。

“在家里上班收入也能有保障，孩子上学也能得到照料，一家人在一
起团团圆圆，比在外面好多了。 ”陈兴松感慨道。

汉阴县建立部门、镇村、社区、学校家长委员会等多方参与，推送岗位
信息的机制和共享平台，定期发布本区域企业就业岗位信息，吸引外出务
工家长返乡就业创业， 并按规定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就业人员求职补

贴、稳岗补贴等资金。 加强与园(社)区企业对接，建立用工岗位信息库，通
过点对点、面对面等方式，征集边远山区在家务农学生家长就业意愿、就
业需求，引导这些群众就近转移就业，并针对弱劳动力家长适度开发公益
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 对返乡创业入驻园(社)区企业实行配套厂房、减免
三年厂房租金和水电费，给予技能培训补贴，新社区工厂从业人员享受免
费就业技能培训政策。 为创业人员提供由财政部门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开发就业岗位，鼓励支持企业实行计件薪酬,引导
家长在社区居家务工。

据不完全统计，自“三区三业”工作开展至今，汉阴县已组建教育集团
3 个，建强薄弱学校 52 所，增加城镇学位 720 个。发布岗位信息 3 万余条，
开发公益性岗位 3903 个，开展技术培训 33 期 1341 人。 全县商品房销售
拟补助 643 套 514.4 万元，“六小工程”已在 9 个安置社区建成，月河工业
园区入园企业共租赁使用人才公寓房间 130 套， 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送
到了群众心坎上。

带动外出人员返乡就业

从“雁南飞”到“凤还巢”
———汉阴县“三区三业”工作机制助力人才振兴

通讯员 邓永新

“引才联盟”实现“人才共享”
通讯员 贺珍珍 徐欢

2 月 21 日，星期二，在汉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属小学厨房，
主厨张迪军正在打扫卫生，准备为学生做营养午餐。两年前，涧池
镇中心小学一名教师推荐张迪军到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属小学厨
房上班，正好发挥他的厨艺特长。

“今年我有过再次出门务工的打算， 但想到在家里务工收入
也不错，又能照顾孩子，就决定再也不出门了。 ”张迪军目前每个
月有 4000 元收入，加上妻子在广州的务工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有
了保障。

张迪军的经历， 只是汉阴县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助
力人才振兴工作的一部分。 去年 7 月以来，为破解留守儿童关爱
难题，加强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汉阴县探索推行学区、园区、
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完善返乡人员就业激励措施，保障返乡就业
人员居住条件，实现学生保障学业、家长安心就业、家庭安居乐业
三个目标(简称“三区三业”),为建设锦绣汉阴和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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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企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难题，汉阴县聚
焦“5775”发展战略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立足经济社
会发展， 围绕全县重点产业链，建立产业“引才联盟”机
制，实现“人才共享”，以人才引领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汉阴民享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果蔬企业，在汉阴县发展了 110 亩猕猴桃基地。 为
加快引进专家，攻坚产业发展难题。 该公司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猕猴桃专家工作站，增强产业的技
术实力和研究水平，同时还以“联盟体”方式把全县其他
镇村种植猕猴桃的 30 多个负责人汇聚起来， 定期邀请
专家分赴各点培训，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帮助解决
田间管理、保根保苗、土壤缺微量元素、授粉等技术难
题，并以培带训培养了 6 名县级技术员。

“专家工作站建成后， 我们公司与合作专家签订了
建站合作协议，合作期间，专家给我们进行了新品种选
育，选择了三个适合汉阴种植的新品种，为汉阴种植户

进行了技术培训， 解决了种植过程中一些技术难题，有
效提升了汉阴猕猴桃品质，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汉阴民
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蒲亚峰说。

近年来，汉阴县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由生产规模
大、综合效益好的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各产业协会、镇村
产业链主，以专家工作站为依托组建产业“引才联盟”，
根据“联盟体”成员单位对高端人才需求，以“联盟体”名
义抱团柔性引进所需人才， 通过专家团队对技术攻关、
新产品研发、科研成果转化，推动产业与专家人才深度
融合，实现人才共享，降低引才成本，促进技术革新、产
业升级、效益提升。

截至目前，汉阴县围绕特色产业，先后与江苏省农
科院、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安康农科院、江苏硒谷公司
等科研院所协作， 组建科研院校发展产业专家工作站 9
个，建设专家服务基地 2 个，引进涂川俊、雷玉山、齐秀
娟、张百忍等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加快技术攻关、科技
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