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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孟庆剑

新春伊始，又是众多农民工进城求职之
时。而企业的“用工荒”、“招工难”不时
见诸报端。2月11日—13日，记者在聊城市
东昌府区、开发区参加用工招聘会，感受企
业招工、农民工求职的变化与希冀。

企业加薪难招工

“公司要招47名工人，主要是空调安装
工和维修工。参加了几次招聘会，招不上人
来。这次招聘会，只有两位报名应聘会计和
驾驶员的。愿意干安装工和维修工的，没
有。我们去周边乡镇贴广告、在电视上打字
幕，没有什么效果。”在2月11日的一场招
聘会上，聊城信宇制冷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纪
西余，看着熙熙攘攘的求职人群，抖抖桌子
上几乎空白的报名表，有些无奈地说。

信宇公司给安装工、维修工开出的工资
是每月2000元，比去年增加了四五百元。
“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增多，一线的体力活越
来越不愿意干了。”纪西余说。

济柴聊城机械有限公司招30名铸造工，
开出的最高工资到了4000元，工作3个月后
缴纳医疗、养老等社保五险，但乏人问津。
“工作环境较脏，再加上需要一定的技术，很
少有人报名。”公司劳资科的工作人员说。

想招有经验的工人，也是企业招工难的
制约因素。一企业打出的招聘内容是这样
的：模具开发与制造需要五年以上工作经
验，钳工需要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镗床需
要工作一年以上，磨床和铣床等也要求能熟
练操作设备。一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之
所以招聘技术工人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是
因为目前不少企业存在着青工技能培训经费
紧张的问题，不愿增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
而在一些特殊行业，缺乏培养青年高级技术
人员的师资力量、教材和相应的手段。部分
企业技能培训设施陈旧，制约了高级技能人
才的培养。

走再远，最终还要回来

在12日的一场招聘会上，临清市魏湾镇
的农民工李维明胸有成竹地转着，不时停下
来询问待遇如何。他在烟台一家企业干焊
接，一月工资3000多元。春节回家，想在本
地找工作，不想出去干了。“终究还得回家
干，在外面干不是长法。像我这样有技术的
农民工，工作特别好找，好几家企业想要
我，我得好好挑挑。”李维明说。

21岁的刘杰，以前在广州玉皇发电有限
公司从事检修工作，过年回家后，在父母的
劝说下，不想再外出打工了。“在外面生活

也不容易，以后结婚的房子很难解决，还是
回老家来找个工作吧。希望能有较高的收入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他说。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摊位上，刘杰找到了
比较中意的职位，只是觉得薪酬较低。在与
公司负责人的沟通中，刘杰礼貌大方，谈吐
文雅，出示了钳工、焊工证书，受到公司负
责人的赏识，主动留下其联系方式，邀请他
去公司现场看一下，只要双方满意，薪酬可
以再议。

42岁的农民工王学林，与青岛正进集团
签约，经过体检，当天就带上行李出发。他
说：“我没什么文化，只有一身的力气，只
要是下力的活我都能干。像我这样的找活也
好找，出去挣几年钱再回来，要是能学些本
事，攒点钱，回家做小生意，比从土里刨食
强。我还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呢。”

也有不少农民工把目光瞄向海外。在东
昌府区国信劳务输出公司，28位农民工正在
接受技能培训，他们即将赴新加坡务工。正
在进行木工培训的刘保清说：“在新加坡每
月工资在8000元-10000元之间，听说活不
累。在那里干两年，挣了钱回家创业。”

今年，聊城市对参加招聘会求职的农民
工开通了“三免一报销”的绿色通道，不仅
免除了服务费、中介费和体检费，还为求职
成功者报销路费，方便了农民工求职。

如何帮助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

聊城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委
员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显示，随着“后危机时
期”经济回升，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但主要
缺乏熟练的技术工。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

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认为到外
地打工“工资低、费用高、不合算”，不愿
再到外地务工，而选择在当地找工作。而部
分企业用工不规范，不签劳动合同，不参加
社会保险，招工门槛高，工资标准低，管理
不规范，这样的企业难招人更难留人。新生
代农民工改变了过去“卖苦力”的想法，追
求较轻松、体面和有前景的工作，往往“高
不成低不就”。

中国商业联合会市场委员会副主任、安
徽省服装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梁，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没有完善的
制度保障，农民工到沿海等发达地区打工有
许多后顾之忧，难以在那里扎根，特别对于
青年农民工来说，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要
回乡，这是产生“用工荒”的一个原因。

叶梁介绍，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转型
升级，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
移是大势所趋。产业转移可有效配置资源、
开拓市场，把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
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是企
业发展的必然过程。产业转移，让农民工在家
门口就业，能有效破解“用工荒”、“招工难”。

聊城市的业内人士建议，要根据劳务市
场的变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订单式的
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工具有专业技术特
长，能适应市场需求。应进一步拉长农业产
业链，开发新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
就地安置和就业。

“用工荒”，招聘会上看究竟
■ 探析“用工荒”

□ 本报记者 宋庆祥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孟庆剑

“住标准间，吃配套餐，千里能咨询，
网上把病看”。近日，记者一行走进聊城市
东昌府区华苑畜牧有限公司，闻不到一点异
味，公司经理张高丞风趣幽默的介绍，更引
起了大家参观的兴趣。

降低成本是根本

更衣、换鞋、紫外线消毒、过消毒池，
经过四道程序进入公司的养殖区。张高丞引
领记者进入饲料仓库，用带着橡胶手套的手
抓起一把玉米：“这是猪的口粮，养了这么
多年猪，在饲料上作得难可不少。现在很多
养殖户都有个疑问，规模有了，效益却上不
来，原因在哪里？粮食价格上涨，生猪价格
不定，一个环节算计不到，就见不到效
益。”

去年9月份收获玉米的时候，张高丞看
准粮食刚下来价格低的机会，一下买了108

万斤玉米，每斤比现在市场平均价便宜3分
钱，节约了3 . 24万元。

张高丞还介绍，他的饲料与众不同———
用米糠、麸皮替代部分玉米，降低了成本。
为了保证饲料能量，他与中国农业大学畜牧
营养专家和饲养专家共同进行研发，经过半
年的实验，成功研发出了成本低廉的混合饲
料，饲料成本降低5%，每头猪出栏降低饲
料成本30元。

“降低饲养成本是抵御市场风险的一个
根本措施。”张高丞说。

疫病防控是关键

“都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事
实确实如此。”张高丞边走边介绍，“一旦
感染疫病，就是成批成批地伤亡，这是困扰
所有养殖户的难题，只要把这一关键问题解
决了，养殖效益就有保证。”

2009年11月，张高丞发现猪有发病的情
况，他立即带上一只病猪赶往农业部在青岛
的畜牧研究所，经过3天检测会诊，拿到专

家们开出的药方，躲过了这场灾难。目前，
张高丞投资100多万元，正与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心等单位联合建立聊城市猪疫
病防控工程研究中心。

张高丞说：“国家在科技扶持方面，再
加大点投入就好了。给钱给物不如给技术，
饲料成本高了可以少赚点，要是疾病防控不
好，可能血本全无。”

标准养殖是出路

在养殖小区总控室，张高丞打开闭路电
视，21个通道展示着21个圈舍的清晰图像。
他双击第10通道，“产房3”的字样清晰可
见，只见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白猪，正从保
温箱里跑出来，一股脑地挤向猪妈妈吃奶，
场面逗人喜欢。

2009年，养了十几年猪的张高丞做了一
个大举动，在政府扶持和自己筹资的情况
下，投入120多万元对猪场进行了高标准的
改扩建，并引进了英国NBA集团公司的现
代化养猪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实现微机化管
理，建立完善了监测化验、人工授精、电子
监控、B超测孕、远程诊断等先进的管理和
操作系统。

“猪从配种到进限位栏调膘，再到产房
待孕，产下的小猪从进保育舍到转入育成
室，我们都有专门的圈舍，根据猪的生长需
要，光线、温度、湿度等都有不同要求，这
就是标准化带来的结果，我们能很好地把握
猪每个阶段的成长需要。”张高丞与中国农
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承担了国家、省、
市级多项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项目，目前已
经掌握了“优质种猪基因遗传与种猪选育”
等10项技术。

张高丞利用政府支持的10多万元资金，
向农民开展技术培训1万余人次，带动和发
展存栏100头以上的中小型猪场286家，形成
了“公司+科技特派员+农户”三位一体的
服务运营机制。去年，张高丞的养猪场纯收
入120多万元，286家养猪场纯收入1430万
元。

□记 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清 阳 李 建

赵 帅 报道
本报禹城讯 2月13日，禹

城市伦镇袁营社区的扈方勇到伦
镇卫生院清算住院费用，发现治
疗疝气的医药费从原来的1300多
元减为1100元。这缘于禹城市1
月1日起正式启动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试点工作。

伦镇卫生院墙上挂着一张巨
幅价目表，清楚地标注着各种基
本药品改革前后的价格：青霉素
从每支0 . 5元降到0 . 33元，三九胃
泰从每盒8元降到6 . 65元，螺旋
霉素片从每盒8 . 4元降到6 . 5元，
其他多种常见药也都大幅降价。

“药价降得太明显啦！俺这
次看病，除去新农合报销的700多
元钱，自己总共花了不到400元
钱！”扈方勇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禹城市13个乡镇（街
道）卫生院和1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部配备使用国家307种基
本药物和我省216种增补药物，
并实行“零差价”销售。同时，523
种基本药物将全部纳入新农合药
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提高10%。

据该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
这次基层医改的目的，就是把面
向群众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市
场性向公益性转变，进一步减轻
群众的医疗负担。“医改”使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次均费用下
降28%，住院次均费用下降15%，
药品总价格下降40%，而这个“亏
空”则由各级财政“埋单”。财政
部门将把补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并及时拨付到位，做到“三个确
保”，即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正常运转，确保医务人员收入
与当地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工资水
平相衔接，确保医改及基本药物
制度惠民工程顺利实施。禹城市
政府还配套投入资金1100多万
元，加强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
设，购置设备，培训人员。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刘久平 报道

本报安丘讯 今年1月份，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全国首批25
个重点推进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典型示范区名单，安丘市
位列第一。

这个市从2007年开始试点农
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被誉
为“安丘模式”。目前，这一模
式已走向全国，“安丘制造”农
产品去年出口创汇2 . 5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60%。

目前，安丘已发展标准化种
植基地 7 0万亩、养殖基地 7 7 5
个。这个市对基地实行统一生产
资料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组织生产、统一质量检测、统一

收购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
式，生姜、大蒜、草莓等33个出
口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
200多个农业生产标准让全市农
民“卡着标尺种地”。

为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督
管理，这个市建立了1处市级农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13处镇级农
产品质量检测站，167家出口企
业全部建立了检测室，在基地和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了67处速测
室，形成了覆盖全市的检测网。

质量安全成就安丘品牌农
业。截至目前，这个市已拥有安
健美、慈母山等200多个农产品
商标，鲁丰牌水果罐头被评为中
国名牌产品，安丘大姜、柘山花
生被审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编者按 春节过后，各地不断暴出“用工荒”的新闻。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在发
展，企业用工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用工、农民工就业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这些年来，农民工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长，但他们的整体工资水
平、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研究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
规划的建议也提出，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正是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方向。有关部门、各类企业都应担起责任来，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
不断改善农民工劳动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收入，也要从产业转移等方面作出调
整，为农民工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深入招聘会、用工企业
调查，采写了一组报道，今日起在《探析“用工荒”》栏目刊出，敬请关注。

养猪大户张高丞：急盼科技扶持
——— 看看农民的“小账本”之三

□记 者 白 晓
通讯员 孙景军

王 涛 报道
本报青岛2月15日讯 京西

太平鼓、吴桥杂技、沧州狮舞、
辽宁海城高跷秧歌……为期5天
的2011年崂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今天在崂山区拉开帷幕，节会期
间，200余项国家和省、市级非
遗项目将首次汇聚一堂，为市民

献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除了全国各地精彩的民俗项

目，崂山道教武术、七星螳螂
拳、崂山道乐、崂山剪纸等本土
民俗项目也将一一呈献给观众。
节会期间，青岛市首届锣鼓大
赛、“乐在崂山”主题日活动、
元宵猜灯谜、民间绝活杂耍展
示、土特产品优惠展销等系列板
块将次第展开。

崂山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启幕

农产品质量安全
“安丘模式”领跑全国

名列全国典型示范区榜首

药品价格下调 报销比例提高

禹城百姓乐享
基本药物“零差价”

□石奇亭 常方元 报道
本报成武讯 “俺村300多

口人，400多亩地，北边用河水
浇、南边取井水，三四天即可给
小麦浇一遍返青水。” 2月 1 3
日，正在地头用“小白龙”给小
麦浇水的成武县天宫庙镇李小楼
村农民刘庆华信心满满。

大旱之年农民心中不慌，背
后是这个县多元化筹资、连续4
年抓农田小水利建设的功劳。

县委书记杨晓玲告诉记者，
自2007年起，县里多元化筹集
“小农水”建设资金，打破制约
农业稳定发展的瓶颈。

县里将河道清淤和新河道开
挖的土方，向自然人出售，聚小
钱为大钱，筹集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 4年来，全县有三分之一
“小农水”工程是通过“土方变
现”筹集的建设资金。

县里还利用涉农项目资金，
捆绑式治理，给力农田小型水利
建设。成武镇郜鼎片区1 . 5万亩
涝洼地综合治理，借力开挖沟渠
65条，实际投资仅80万元。县里
还将春季水利建设会战安排在夏
收后，秋季会战安排在玉米、棉
花等大宗作物收获后，减少土地
占压时间和农作物损失。

4年来，全县用于水利方面
的投资已达2 . 2亿元，疏浚治理
河道66条，总长826公里。200年
一遇大旱当前，全县90%的骨干
河道有黄河水，现已达到70亩地
有一眼机井。

多元筹集资金 灵活安排施工

成武连续4年给力
“小农水”建设

□耿 军
赵秀峰 报道

2月14日，
在 惠 民 县 胡 集
镇，肥城市曲艺
家协会8岁的王
伯骏表演山东快
书。

当天，一年
一度的胡集书会
拉开帷幕，来自
省内外的180余
档民间艺人齐聚
胡集镇，以天为
幕，以地为台，
击鼓弹琴，说古
唱今。

胡集书会

开唱

伴随着惠农支农政策
相继出台，农民收入的持
续增长被看好。但是还应冷静地看到：长期
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尚未根本消除，一些地

方的农民增收仍然存有困
难。要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就必须从资金上、技术上、政策上、公
共服务上，给农民提供更大帮助。

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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