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政策之准 保就业之稳

粤三大工程全链条发力促就业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从

“输血”到“造血”。 习得一技傍身，
不仅拓宽了择业就业的道路，也让
更多人看到技能创业的可能。

在广东省信宜市旺同村，竹林
绿道是乡村旅游的新景点。一家名
为“旺同人家”的农家乐在两年前
开了起来，但生意一直不旺，直到

“粤菜师傅”雷卡林入伙后，这家店
不仅生意好起来， 还开起了连锁
店，一年盈利超过70万元。

和很多信宜本地人一样，雷卡
林在珠三角打工快20年。 45岁时，
他接到朋友的电话，得知家乡开办

“粤菜师傅”培训班。抱着试一试的
心理，雷卡林辞工回乡。

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后，雷卡林

熟练掌握了一百多道粤菜和十道
本地特色菜的做法，这给了他创业
的信心。用厨艺技术加上打工的积
蓄，雷卡林入股了“旺同人家”。 烧
菜的好手艺，让原本冷清的农家乐
很快宾客盈门。 今年，尝到甜头的
雷卡林也将厨房里的徒弟们送去
培训。

在南澳岛上，全省首个“粤菜
师傅”乡村技师工作站———达江海
鲜大排档，老板陈达江正麻利地抄
起约十斤的铁锅，大火翻炒他的著
名菜式海胆炒饭。

在这里，“海胆炒饭”“龙蟹珠
瓜汤”“海胆蒸蛋” 等深受顾客欢
迎，人气不断爆满。 如今这里不仅
是著名的“美食打卡点”， 还成了

“粤菜师傅”示范店、学员店、创业
店。 这让附近不少村民找到了工
作。“现在我在这里月工资有三四
千元， 还经常有老师过来交流培
训，我也跟着研发菜式学习本领。 ”
一名村民说。

两年来，广东走出了一条有效
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致
富，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子，为
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以“美食”为媒，不少沉睡的
乡村旅游资源得到“盘活”。 目前，
全省建设乡村粤菜美食旅游景点
63个，打造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精品
线路39条。 预计到2022年，全省打
造1000个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点，建
设100条乡村旅游美食精品线路。

就业是民生之本。广东当前的就
业形势怎样？ 据广东官方数据统计，
2019 年 广 东 全 省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139.9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127.2%；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2.25%。

2020年，广东又定下全省城镇新
增就业力争12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3.5%以内的就业目标。

是什么让广东在稳岗保就业方
面如此有底气？ 记者了解到， 近年
来，广东依次提出“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三大工程，发力稳
就业，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
长陈奕威表示， 这三大培训工程既是
就业工程也是培训工程， 更是民生工
程。“三大工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

各有侧重、各具特色。 ”陈奕威介绍，
“广东技工” 工程重在解决技能人才供
给不足问题，“粤菜师傅”工程重在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 解决就业，“南粤家政”
工程则解决城市“一老一小”服务需求
问题。

“3天，8道硬菜，可以开农家乐
了！ ”不久前，清远英德连樟村贫困
户陆上厚从“粤菜师傅”培训班毕业
的他和30名老乡一起， 第一次如此
高效地掌握一门技能。

“粤菜师傅”工程培训粤菜烹饪
技能，把培训开到村民家门口，为广
东打通了一条“舌尖上的脱贫路”。

月嫂工匠吴春燕， 大专毕业，是
一名从邮电局财务岗位下岗的女青
年，家中失去了收入来源，为供养两

个孩子读书，毅然加入家政行业从事
月嫂工作，通过持续学习提升，目前
已成为企业级别最高的月嫂，每月收
入18800元，年收入早已超10万元。

在回炉培训现场，吴春燕接受记
者采访时，很开心地透露，目前其大
儿子刚刚大四快毕业，小儿子又考入
了中山大学，一个人能负担两个孩子
的大学费用，她感到很自豪。

她说， 如今家政高水平的培训，
提升了她的从业综合能力，增加了工
资收入，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更是靠
自己在培训中所学专业， 成就了自
己，也成就了孩子的未来。

三大工程实施以来，广东不断健
全政策机制，调动各方力量，从培养、
评价、使用、激励等方面全链条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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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创建之初， 中国共产
党就非常重视农民运动。 从20
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 在党的
领导下， 南粤大地上掀起了以
工农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怒潮。 其中，由彭湃等人领导
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是党领导
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的农民运动之一。

本期《初心粤迹———中共
广东百年史话》 为您讲述农潮
在海陆丰突起并迅速扩展到广
东全省的故事。

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在广东，最早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
民运动的，是农民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彭湃。 彭湃
是广东海丰人，1896年10月出生于一个工商业
兼地主家庭。 他从小深受新思想、 新文化的熏
陶，同情贫苦人民。

彭湃立志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 推翻不合
理的制度。 他东渡日本求学，从早稻田大学毕业
归来后，挣脱了家规祖训的羁绊，烧了自家的田
契账册，带头闹起了革命。

彭湃深入村里做工作，戴着白通帽、脚穿帆
布胶底鞋、身着学生装，到赤山约的一个村里做
宣讲活动，村民见了误以为是下乡勒索苛捐杂税
的官吏，都躲得远远的。屡屡碰壁后，彭湃从自身
找到了原因：他和农民讲话时太过文雅，穿着也
和农民不一样，难怪没人靠近。于是，他脱下学生
装，穿上农民常穿的粗布衣裳，戴着斗笠，赤着双
脚，到农村和农民们谈年景、拉家常，和许多老乡
成了朋友，通过日常交往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为让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彭湃编了些朗朗上
口的歌谣，教村里的放牛娃传唱，有一首歌谣唱
到：“冬呀冬！ 田仔（农民）骂田公（地主）。 田公着
厝（在家里）食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 ”还有一首
歌谣写道：“山歌一唱闹嚷嚷， 农民兄弟真凄凉！
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 ”

浅白易懂、朗朗上口的歌谣，字里行间道尽
农民生活的凄惨。 歌谣犹如激流，冲击着农民的
心，激起了心里革命火种迸发出来。

海陆丰农民运动向全省迅速扩展

1922年7月，彭湃在海丰与志同道合的张妈
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5位农民，秘密成
立了“六人农会”。 之后，力量不断扩大，成立了
赤山约农会。 很快，农民运动的点滴星火，在海
丰县内猛烈燃烧起来。

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
达10万人，由彭湃任会长。 据考证，这是中国大
地上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组织。 4月，彭湃在陆
丰县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会员有3万余人。

之后，彭湃又率农会骨干，奔走号召周边各
县乡亲团结起来建立农民协会，惠阳、紫金、惠
来、五华、普宁等县农民都纷纷响应，先后打出
“农民协会”的牌子。 从此，彭湃的名字，与中国
农民运动紧密相连， 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光辉
旗帜；广东农民运动从海丰、陆丰发源，迅速向
全省各地扩展，一时间，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映
红了南粤的山山水水……

国共合作后广东农民运动大发展

农会组织的迅速扩大，引起反动势力恐慌。
1923 年夏天，海丰连遭风灾水患，农民生计大受
影响，纷纷要求田主减租。 8 月 5 日，在彭湃的
主持下，海丰县农会在海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
讨论受灾农田的早造缴租问题， 会议议决：“以
三成交租为标准， 如收成不及三成者， 照数递
减；全无收成的，则免交。 ”8 月 16 日（农历七月
初五 ）， 时任海丰县长王作新以“农民抗租”为
名，派军警 300 多人包围进攻农会，抓捕农会会
员 20 余人，解散农会，通缉彭湃。 这就是海丰农
民运动史上有名的“七五”农潮。

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
对农民运动采取了支持政策，专门成立了农民部，
由共产党员林祖涵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年8月，
中共广州地委也正式成立了以阮啸仙为书记的农
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农民运动事宜。 在国
共合作的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广东农民
运动从此进入大发展时期。 至1926年5月，广东90
多个县中，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区级
农会177个， 乡一级的农会4216个， 会员达62万
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60%以上，还有农民自
卫军3万人。 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

农潮突起海陆丰
南粤飘扬犁头旗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彭湃烈士故居六人农会雕塑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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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工程本质上是民生工程

打造高质量就业的“美丽乡村”图景

技校培训规模
全年将达280万人次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爱群 孙璇
执行统筹:林洁

开栏语
以美食为媒，擦亮粤菜招

牌， 开启乡村振兴 “风味之
路”；以技能为根，构建技能大
军， 推进广东高质量发展；以
服务为本， 破解家政难题，解
决“一老一小”服务需求……
近年来，广东陆续开展了“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
政”三大工程。 三大工程相互
联系、相互促进，又各有侧重、
各具特色。 从“小切口”入手解
决民生“大问题”。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在
三大工程的引领下，广东建起
了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
技能人才队伍，迈开了广东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向百姓安
居乐业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

两年多，仍是起步。 三大
工程立足广东， 面向全国，联
通世界。 如今，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
推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 三大工程的国际
化之路更是越走越宽。

前行的路上风光无限。今
日起，羊城晚报围绕“粤菜师
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
大工程推出系列报道。带你走
进广东三大工程在助力全面
小康幸福之路上的美丽风光。

{ }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开
展“粤菜师傅” 培训 5万人
次，直接带动就业创业16万
人。 全省技能人才 1276万
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415万
人，156所技工院校在校生
55 .8万人，占全国1/6。“南
粤家政 ” 工程培训 28 .41万
人次，1 .72万家家庭服务企
业吸纳乡村劳动力就业100
多万人。

接下来， 三大工程在就
业稳岗方面将如何发力？ 对
此，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透露，
广东将通过开展大规模职
业技能培训 、实施“双百结
对 ”实习计划 、优化就业服

务等方面， 着力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

在培训方面 ， 广东将扩大
技工院校培训规模， 全年培训
200万人次以上。 另外，开展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80万人次。 与
此同时， 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 机 构 设 立 三 大 工 程 服 务 专
窗，加强“村企 ”“园村”“校企 ”
对 接 ， 每 年 组 织 举 办 不 少 于
1000场专场招聘活动、 开发不
少于2000个适合三大工程人员

的公益性就业岗位 ， 托底安置
其中的就业困难人员 、 零就业
家庭人员 、 困难家庭人员等特
殊困难人员。

依托创业孵化基地、 众创空
间、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 ）
等各类创业孵化载体，提供“孵
化 - 投资 - 加速 - 辅导上市”
全过程服务，吸聚三大工程人才
创业项目，促进一批三大工程人
才成功实现创业。

大厨们在准备材料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摄

韶 关 技
工院校为本
地产业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摄

�� 月月嫂嫂工工匠匠月月入入近近22万万，，带带动动高高学学历历
人人才才入入行行 羊羊城城晚晚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聪聪 摄摄

骨起肉，用鳝骨汤煮饭；鳝肉拆成
细丝，调味，待饭将熟，放入饭面
焗熟……不一会儿， 恩平人岑亿

豪就将一道当地特色美食———黄鳝煲饭做
好了。 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鳝香、饭香扑
面而来。

岑亿豪现在本地一家酒店工作。 看着他
娴熟的刀工，精致细腻的摆盘，很难想到，不
久前他还在失业状态。 但在“粤菜师傅”工程
的春风吹进江门之际，岑亿豪唤醒了梦想，开
始学习一技之长。 接受培训后，经人社部门的
推荐， 岑亿豪进入一家酒店当厨师学徒。 如
今，岑亿豪已完全适应这份工作。

“六稳”之中就业为首，“六保”首位仍
是居民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

万 户 的
幸福、关
系着社会的和
谐稳定。 无论是在西南边陲的
偏远山村还是东南沿海的繁华
都市 ,长期以来 ,人们都希望借着一技之长
立足社会,在贫困地区,这种需求尤为强烈。

近年来，广东推进实施“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 三大工程， 发力稳就
业，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在三大工程促
进下，广东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
断优化，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健
全，开创了“就业有活力，发展有底气”的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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