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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懿（右三）和同事合影。 ■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井冈村，徐懿（左）走访乡

村振兴井冈微党校。

■广清指挥部副

总指挥徐懿（右

二）在清远市佛

冈县迳头镇楼下

村调研。

■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楼下村，徐懿（右三）调研

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专访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指挥部副总指挥徐懿

守底线稳就业促消费 让老百姓端稳“饭碗”
清新区禾云镇的清远鸡预制

菜、火龙果，佛冈县迳头镇的荷花
香米、竹山粉葛面，连州市东陂镇
的东陂腊味、连州沙坊粉……近
日，在第 30届广博会乡村振兴展
现场，来自清远市的特色优质农产
品，让国内外客商大饱口福，纷纷
点赞。

守底线、稳就业、促消费……
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指挥部（下称指
挥部）副总指挥徐懿在接受新快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开展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以来，为扎实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指挥部及各驻镇工作
队突出党建引领，强化底线思维，
抓好稳岗就业促农民增收，抓实消
费帮扶促产业发展，激发乡村振兴
新活力，打造乡村发展新引擎。

日前，连南瑶族自治县推出“连南云上田园”小

程序，和驻镇工作队合力把三排镇千年瑶寨和大坪

镇大古坳三百步湾的梯田搬上云端，邀请粤港澳大

湾区居民线上领种梯田，由当地聘请本地农民种植

高山绿色有机稻，收获后再寄给领种人。

“我在连南认领了 2亩稻田。”徐懿表示，连南

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把消费

帮扶和解决撂荒地复耕复种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利

用消费帮扶、旅游帮扶，促进当地农业、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不但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物和田园

生活的追求，而且带动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增长，“既

可解决眼前的问题，又能实现长远的发展。”

去年，连州市星子镇潭岭水晶梨约有8万斤出

现滞销，得知情况后，驻镇工作队迅速向广州市黄

埔区总工会发出消费帮扶的“倡议书”，最终经过多

方努力，及时解决了 8 万斤潭岭水晶梨的销售问

题。为进一步拓宽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探索构建

消费帮扶长效机制，驻镇工作队邀请多条村到黄埔

区选址设立农产品展销点，对接蔬果采购商建立常

态购销渠道，把当地农产品推向大湾区的大型超市

和知名连锁店。

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2021年以来，

驻镇工作队先后 6次牵头组织广州市 42家企业党

组织与太保镇村（社区）9个党组织和驻太保镇工

作队党支部携手开展“红联共建 村企同兴”和“红

联共建 镇企同兴”主题活动，捐款捐物70余万元，

消费帮扶 100余万元，实现“千企帮千镇 万企兴

万村”在太保镇全覆盖。

“消费帮扶，富民兴村。”徐懿表示，指挥部及各

驻镇工作队将继续深化消费帮扶，凝聚强大合力，

促进产业兴旺，助力农户增收，走出一条有特色有

亮点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今年，村里有个男孩子初中毕业后，我们推荐他到

广州港技校上学，以后还可以推荐他就业。”在佛冈县迳

头镇楼下村，驻镇工作队队员兼驻村第一书记叶宇翔

说，开启“就学+就业”直通车后，将继续推荐当地学生

入读技校，帮助他们实现较高质量就业。

驻连南县三排镇工作队联合广州企业开展首期“粤

菜师傅”培训，招收60名当地学员培训上岗；去年，驻连

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工作队开展“广式点心”培训 2个

班次，共培训 54人，其中脱贫户 13人、残疾人 9人……

驻镇工作队通过实施“粤菜师傅”等三大工程，走出一条

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技能致富，助推乡村振

兴发展的新路子。

“加大乡村振兴帮扶车间的建设力度，帮扶农村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徐懿指出，指挥部和驻镇工

作队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多措并举促进稳岗就业，

其中，乡村振兴帮扶车间是一个重要抓手。

在连山县，小三江镇省洞村的厚运服饰有限公司，

以及太保镇莲塘村的“连山竹之星民间工艺专业合作

社”，都是利用闲置校舍重新修缮而成的。将生产车间

开到乡村，吸收当地村民务工，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资

源，降低了企业建设成本，缓解了招工难的问题，又方便

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

的收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的。

走进永和镇花都·连山—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基地，

这里设有乡村振兴学堂，用来开展种养殖技术、家政

服务、电子商务等培训。通过引入企业，建立生产车

间和振兴学堂，就是把车间和学堂变成人才培训的基

地，更好地为当地培育人才，实现多样化就业，方便农

户在家利用闲暇时间拓宽增收渠道，实现挣钱、顾家

两不误。

“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农民种的东西

能不能卖出去？”每当深入广州帮扶清远24个镇的乡村，

这已成了徐懿向驻镇工作队和村“两委”必问的问题。无

论是就业，还是农产品销售，都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

“不能让群众丢了饭碗，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是广东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谁来帮、扶

什么、怎么做，我们首先要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执

行同力、落实同步。”徐懿说。

为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政治过硬、本领过硬、

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指挥部及 24个驻镇工

作队强化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专业能力等培训，提高工

作队员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理解，解决“本领恐慌”问题，

补足能力短板，引导队员主动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

的能力和水平。

与此同时，指挥部及驻镇工作队坚持党建引领，始终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乡村建设、产业振兴等内容，组织开展具有针对

性、实用性的培训，紧抓“大学习”“深调研”，为民“办实事”

“解难题”，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键在于发展产业和促进

就业。指挥部和驻镇工作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以

消费帮扶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加强对接广州清远两地人社部门、产业园区和用工

企业，加快建设乡村振兴帮扶车间，实施“广东技工”“粤

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和农村电商培训项目，促

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消费帮扶
“云端”领种梯田
解决眼前问题和长远发展

坚守底线
以消促产壮大集体经济 就业创业并举助农增收

稳岗就业
帮扶车间建在家门口 农户挣钱顾家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