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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无为县蜀山镇双泉行政劳动力现状调查 

方涛 

（安徽省无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安徽 无为 238300） 

[摘 要] 通过走村入户、问卷调查、电话回访、与村干部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调查了解双泉村劳动力现状。结果

显示，双泉村村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存在村民文化程度低、技能培训少、就业渠道窄、权益保障难的问题，提出了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培养就业新技能；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开辟就业新渠道；加大就业政策宣传、树立就业新观念；

强化就业劳动保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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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情概况 

安徽省无为县蜀山镇双泉行政村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座落在蜀山镇中部，与周家大山林场接壤，所辖22 个村民组，耕地

面积454.67hm2，3943 人，共有党员105 名，9 个小型支部。村民中0 ～ 15 周岁有1235 人，16 ～ 59 周岁有1343 人，60 周

岁及以上的有1365 人，2015 年全村外出务工人员1300 余人。 

2 双泉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的问题 

2.1 文化程度低 

全村劳动力人口1213 人，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有132 人，占劳动力人口的10.9%；初中文化程度872 人，占劳

动力人口的71.9%；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209 人，占劳动力人口的17.2%。由此可见，大多数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都相对较低限

制了他们的就业，大部分村民从事劳动密集型、低报酬、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种，主要集中在建筑、饮食服务、加工、农业

种养殖等行业。 

2.2 技能培训少 

接受问卷调查的200 名村民中，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村民有55 人，占27.5%；获各种技能等级证书的有52 人，占26%。

大多数村民传统观念浓厚，认为外出务工无需技能，只要能吃苦耐劳就可以了，参加技能培训积极性不高，只顾眼前利益，缺

乏长远职业规划，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工作组织难、开展难。 

2.3 就业渠道窄 

                                                        

[收稿日期] 2016-10-14 

[作者简介] 方涛（1982—），男，安徽无为县人，研究生，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2 

村民在转移就业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受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程度低、发育不健全、服务机制和网络不完善等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依靠亲戚、熟人介绍，依靠政府或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介绍推荐的比例较少。 

2.4 权益保障难 

据了解，村民在外务工从事建筑、餐饮、摊贩等流动性工作的相对较多。在企业打工的，绝大多数也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且

就业单位不稳定。虽然近年来国家把保障进城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但是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仍未建

立。当前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一些用人单位虽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往往对他们规

定的义务多、权利少，合同上的约定不平等。有相当一部分的村民有过工资被克扣或拖欠的经历，以及强制加班加点或超时工

作的经历。 

3 对策和建议 

3.1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培养就业新技能 

政府职能部门要顺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进一步优化定点培训机构学科专业结构，完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对培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要逐步建立层次分明、

规范有序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和定点培训机构的作用，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进一步优化培训

内容，按照缺什么培训什么、用什么就培训什么的原则定向培训人才。根据村民的实际需要，因需施教，利用岁末年初等农闲

季节，集中开展创业、家政、服装、中式烹调师、育婴员等社会需求量大的职业培训。村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在制

定培训计划时，培训内容要紧扣市场需求，紧扣村民的打工需要，让村民普遍感觉“用得上”、“没白学”，发挥培训的应有

效果。培训机构要聘请各行业专家、各工种技术能手授课，建立一支门类齐全的高素质、高技能培训队伍，确保村民学到新技

术、新方法。通过集中培训、技术示范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对村民的培训，让他们听得懂、看得清、学得会，掌握1 ～ 

2 门实用技术，促进其从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同时，应注重培训质量，力争培训一人就业一人，使村民们看到培训的作用，

提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对村民参加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确保技能培训补贴能及时足额落实到位。 

3.2 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开辟就业新渠道 

在劳动力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资源的人才信息库，登记劳动力的有关情况，全面掌握全村劳动力资源的情况。

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实现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联网”，建立方便、快捷、全程的信息化平台，使

村民不出村就能够了解到就业信息，掌握就业动态。不断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主渠道

作用，为村民的就业咨询、求职登记、信息查询、职业指导和推荐就业等提供服务。逐步建立准确高效的用工信息发布制度，

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大厅、互联网、报纸、电视台、手机短信等渠道，发布真实准确快捷的用工信息，减少村民无序流动，提升

他们求职效率和企业招聘效率。 

3.3 加大就业政策宣传，树立就业新观念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

民收入、保障和提高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创业、就业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村民走出家门外出务工。以“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活动为契机，广泛搜集

县内企业用工信息，以各种形式开展专场对接会，为村民就近就地就业搭建平台，让更多的村民外出务工。落实好扶持村民就

业、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切实提高机关单位办事效率，提高村民就业质量及创业成功率。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宣传行

业、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就业工作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经验，激发村民主动参与培训的热情，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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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新就业观念，为村民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营造良好的氛围。 

3.4 强化就业劳动保障，建立就业新局面 

建立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在完善工资支付规定的同时，明确用工单位必须及时发放工资，对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责令支

付工资及赔偿金，并对拖欠工资的用工单位给以重罚，不让农民工流汗流血再流泪。建立维权组织，切实做好维权工作，保护

村民利益，增强村民外出务工的信心，用国家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断加大补贴、扶持、奖励力度，

建立公平的就业援助制度。持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减免他们从事个体经营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鼓励有创业能力的村

民回乡创业。将符合条件的村民纳入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困难就业援助范围、残疾就业援助范围、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范围，

免费提供就业岗位及生活救助等援助。给予村民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支持，让他们能享受到最新、最全的就业服

务。 

[参考文献] 

[1] 妥自圆. 武定：为农村劳动力敞开就业之门[N]. 楚雄日报（汉），2016-07-08. 

[2] 焦敏，王红梅. 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J]. 农技服务，2012（02）. 

[3] 魏家兴. 农业生产调查实践——以甘肃黄湾村为例[J]. 新农业，201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