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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过年了，我们的花炮又要燃放起来了。 ”在
江西万载县的花炮声里，83 岁高龄的王冬秀老人走
过了花炮制作生涯的第 73 个年头。

搓筒、糊筒、打角、钻孔、栽引、结鞭……弓着背
坐在矮矮的藤椅上， 王冬秀老人熟练地手工制作着
花炮，这些手工活她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遍。

2008年 6月，万载花炮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万载县，像王冬秀老人
这样的手艺传承人还有很多，“老人们就像源头活水，
将手工制作花炮技艺手把手地传授给年轻人。 ”万载
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人员郭蒙对记者说。

从 18世纪走来的老手艺
江西万载县是全国四大花炮主产区之一， 花炮

既是当地特产，也是江西名产。
18 世纪中叶，万载县花炮生产便开始初露锋芒。

清朝道光年间，万载花炮已“通行南北，商贾络绎”，
“男妇大小均借此以资工作”。 清末民初，从事花炮的
生产者日渐增多， 全县花炮专业人员有 3000 人左
右，从业者达万人。产品质高价廉，销路甚广。除爆竹
庄外，在家中从事花炮搓筒、糊筒、打角、钻孔、栽引、
结鞭的手工业者随处可见。

花炮生产打开了万载的致富之门。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生产，万载在康乐、株潭、

黄茅等地组建花炮生产合作社， 但产量上升得并不
快。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烟花新品种的引进和产
品的出口， 花炮产量逐年增加。 1979 年花炮出口外
销，打进国际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花炮生产进入鼎
盛时期， 全县大小花炮生产厂家星罗棋布。 仅 1985
年花炮展销会，万载就接受订货 29.84 万箱 ,产品销
往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 27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
美、德、日、荷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历久弥新的传承之路

“在时间的长河里，万载花炮在传承中继承和保留
了自身特质。”据郭蒙介绍，“万载花炮生产所用的原料
土纸、火药，均为万载本地所产。 ”他解释说，土纸即为
表芯纸，是万载“三大”特产之一，与其他土纸相比，纸
质更加细嫩、柔软、有韧性。而火药中的硝酸钾、杉木炭
也是本地原料通过传统的手工技术制作出来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人
们的生产生活也开始转变， 现在掌握这项技艺的手
艺人显得尤为可贵。 ”郭蒙告诉记者，万载花炮从原
料加工到成品制作有 70 多道工序，都是传统手工操
作，技术含量高，工序流程复杂。

万载花炮生产历史虽长达数百年， 但有关花炮
制作技艺在理论上并没有系统而全面的文字记载，
只能靠师徒间的言传身教来领悟， 在长期实践中积
累经验来掌握。

“白天也能放烟花，万载人做到了。 ”郭蒙打开手
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片，烟花绽放，在蓝天白云
间显得格外灿烂。 记者了解到，这是万载研制的日景
烟花，它能在白天发出的绚烂光彩，打破了烟花只能
在晚上燃放的传统，为全国首创。 “万载花炮之所以
遇困厄而不折，遭重挫而不倒，靠的就是万载花炮人
不懈的创新精神。 ”郭蒙颇显自豪。

华丽转型打造城市名片

“过去‘富万载’的美称，靠的是花炮传统产业，
但因为产品安全系数不高，花炮一度呈现产销滞增、
效益下滑的趋势。 ” 万载县泰麟花炮公司的刘主任
说，“现代机械与传统手工生产除了生产效率提高
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有保障。 ”

记者走进了万载县泰麟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在
生产流水线的花炮装药环节， 员工站在装药流水线
的两头，一头进一头出，全车间封闭自动装药，等产
品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装好火药了。 刘主任告诉记者，
以往都是手工装药， 一旦在安全生产环节出现疏漏
就容易引发爆炸事故，甚至导致人员伤亡，而如今，
这种机械装药即使爆炸也只是损坏设备， 现场人员
不会有安全问题。

事实上，万载县政府十分重视花炮安全生产。 针
对即将到来的新年花炮生产销售旺季， 万载县安全
生产委员会在全县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一律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记者了解到，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倾力培育、扶
持下，万载花炮产业正在逐步转型升级，并呈现出愈

来愈迅猛的发展势头。 如今万载全县有超过 15 万人
从事花炮及相关行业，年发放工资总额超过 40亿元。

世代相传， 万载人用花炮技艺浇灌着花炮产业
的发展沃土。 万载县委书记胡全顺说：“未来，万载将
举全县之力，整合全行业资源，致力于将花炮节从一
个行业的节庆升级为整个城市的品牌盛典， 打造万
载这座赣西名城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名片。 ”

本报记者 李丹青

年初的福州，渐入寒冬。
52 岁的龙美娟再次“面试失败”。哪怕去街边小

餐馆应聘洗碗，对方都嫌她年纪大。 这种求职受挫，
从去年 9 月失业至今，她已经历了不下 10 次。

在龙美娟原来的企业， 像她这样的失业女工有
100多人。女农民工的身份以及 50岁～55岁的尴尬年
龄让龙美娟们陷入窘境。 失业后的她们，无法享受失
业保险待遇、领取经济补偿金，也不能领取退休金。

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社保领域专家建议
有关方面在退休年龄规定和社保政策的衔接上作
出适当调整，不能让 50 岁～55 岁的失业女农民工成
为“被遗忘的群体”。

尴尬：到退休年龄却领不了养老金

18 年前，龙美娟从四川广安来到福建，进入福
州市马尾区福禄鞋厂务工，做刷胶和手工工作。

2016 年上半年，这家给国际知名品牌运动鞋代
工的制鞋厂，准备裁撤龙美娟所在的生产线，这意
味着 1700 多名工人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听说人家都有经济补偿金和失业金，我们却
没有，更觉无助了。 ”龙美娟告诉记者，厂方的解释
是， 她们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女工 50 岁退休年
龄，离职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以及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时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

那么，既然已经认定退休，是不是可以领取养
老金了？ 龙美娟和女工友们得到的答案却是，“没到
省里规定的女农民工 55 岁领退休金的年龄， 出了
厂子，也拿不到退休金。 ”

到了退休年龄，却不到领退休金的年龄。 无奈
之下，她们找到了厂工会。

龙美娟和同龄的女同事，多是在 30多岁时从外
省来到福建，进入福禄鞋厂务工，没有其他的技能。

“她们离职后，一方面很难再就业，不受劳动合
同保护的她们只能勉强打些零工， 另一方面上了岁
数多有疾病，且孩子或上大学或未成家，家庭经济压
力较大。 ”福禄鞋厂工会主席梁艳红对记者说。

考虑到这百余名女职工的困境， 梁艳红把情况
反映给了福州市开发区总工会。 区总工会派出劳动
纠纷调解小组，并就此与福禄公司展开沟通，建议企
业在裁员补偿方案上考虑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让
50多岁的农业户口女职工也能享受一定经济补助。

在开发区总工会的协调下，福禄公司接受了建

议，按照这些女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给予了一定经
济补偿。 拿到了数万元补偿金的龙美娟说，对于最
后的处理方式，她和女工友们都很满意。

“但是 50 岁～55 岁的女性农民工失业后，既无
养老金，又无失业金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依然严
峻。 ”福州市开发区总工会资深劳动纠纷调解员林
洲告诉记者，但凡有企业裁员或工厂关停，“一开座
谈会，就是关于失业女工的安置问题”。

根源：女农民工退休年龄依据不一

为什么国家规定工人岗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
龄为 50 周岁， 而达到这个年龄的女农民工却无法
领取养老金呢？

依据现行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
行办法》（国发〔1978〕104 号文）规定，女职工的退休
年龄是年满 50 周岁。

而龙美娟所在的企业依据的是《福建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闽
劳社〔2002〕81 号文）中的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
民合同制职工缴费年限满十五年以上的，其退休年
龄统一按男 60 周岁、女 55 周岁的规定执行。 ”

认定失业保险待遇和经济补偿金时，退休年龄依
据女职工 50岁退休的国家规定； 认定退休金待遇时
又依据女农民工退休年龄为 55岁的省级规定， 这样
50岁～55岁间的失业女农民工成了“两头不靠”。

类似情况，不仅发生在福建，在全国多个省份
均有出现。

记者查阅发现，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于 2001
年 12 月 22 日下发过一份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劳社部发〔2001〕20 号）的文件，该文件第四
条明确：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以上的，可按规定
领取基本养老金。

福建省 12333 劳动保障热线的工作人员称，该
省“农村户口女职工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的依据正
是此文。

在福建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纪荣凯
看来，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传统产业的企业普遍

面临成本上升与订单减少、产品不好卖、利润下滑
“两头受压”的情况，离岗职工中，年满 50 周岁但未
满 55 周岁的失业女农民工的权益维护问题， 需特
别引起关注。

对策：政策“衔接”与时俱进避免“真空”

“这是退休年龄规定和社保政策在衔接上出现
了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
连泉告诉记者。

一个是 1978 年关于退休年龄的文件， 一个是
2001 年关于社保规定的文件，距今都时间已久。 房
连泉认为， 应就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调整或修改，
不能出现政策的“真空地带”，把 50 岁～55 岁的女农
民工人群遗漏。

原则上，达到退休年龄，企业不是必须与员工
建立劳动关系，可以建立劳务合同关系。 据北京市
弘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介绍，这种情况
下，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再就业的，如在工作中受伤，
在工伤认定方面会比较困难，但由于雇佣关系的存
在，企业仍可以通过意外伤害险、雇主责任险等商
业保险保障企业和员工利益。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普及，在企业用工方面，农
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基本已无区别。 ”在杨保全看来，
“农民工”这一说法，严格来讲，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依法将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纳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和失业保险待
遇已是共识。

“大龄女农民工再就业难是一个社会问题。 ”杨
保全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女农民工个人要尽可能
增强自身实力，寻找不同年龄段适合自身发展的工
作机会，社会也要广开就业渠道，像月嫂、保洁员等
岗位，年龄稍长的人群反而有优势。

“办理失业保险的经办机构认定女性农民工
的退休年龄为 50 岁，已满 50 岁但未满 55 岁的女
农民工，目前虽然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是人
社部门依然允许企业为她们继续缴纳失业保险 ，
这明显不公平。 ”纪荣凯建议，相关部门应修改发
放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保障超过 50 岁又未能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失业女农民工权益， 帮助其
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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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民工的“退休年龄”之惑

52岁的龙美娟因企业裁撤生产线下岗了，按规定，她已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按另外的
规定，她要等到 55岁才能领到养老金。 于是，她成了“两头不靠”———

就业创业小贴士

万载花炮， 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制
作共有 70 多道工序，均采用传统手工
操作，技术含量高，工序流程复杂。 目
前的万载花炮制作将现代机械与传统

手工生产相结合， 除了生产效率提高
外，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安全有保障。 如
今， 万载花炮已经不仅仅只能在夜晚
燃放， 老手艺绽放新光彩的创意空间
中商机无限。

焦 点 关 注

全国首创的日景烟花能在白天发出绚烂光彩，烟花不再只是夜晚的“专利”

万载花炮别样绽放

本报通讯员 张晓红 本报记者 李元程

1 月 13 日中午，巴合提古丽·俄依沙放下手中的电话，
迫不及待地把新疆昌吉某单位要订购 50 套演出服的消息
分享给合作社的姐妹们，10 余名“绣娘”一阵欢呼。

在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阿克托别村的 “哈
瓦沙合刺绣合作社”，记者看到，礼毡等刺绣品色彩艳丽，图
案生动，这些针法精细的刺绣品皆由巴合提古丽设计。

今年 47 岁的巴合提古丽是 “哈瓦沙合刺绣合作社”社
长。“传统刺绣对我很有吸引力，上学时，我就常利用课余时
间设计刺绣图案。 ”巴合提古丽说。

每当遇到会刺绣的人，巴合提古丽总是虚心求教。从手
帕、钱包，到坐垫、毡子，她的绣工日益纯熟，图案愈加丰富。
8 年前，她仅靠刺绣，一年就收入 1 万多元，这在偏远的哈
巴河县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阿克托别村人多地少、贫困户多，许多妇女会刺绣，但
只限于家用。 “我的生活好了， 也想带乡亲们一起致富。 ”
2010 年 6 月，在阿克托别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持下，“哈
瓦沙合刺绣合作社”成立了。

“学习刺绣是件耗时费力的事，有段时间，有些姐妹坚
持不住了，喊着要散伙。 ”巴合提古丽回忆说。 恰在此时，她
被选派赴内地参加民族刺绣培训班。培训时，她的作品得到
了老师的肯定和赞赏：“你设计的花朵图案鲜艳且富有生命
力，纯手工刺绣是最珍贵的。 ”

回来后， 信心倍增的巴合提古丽向姐妹们讲述了在内
地的经历，大家的心都定下来了。

合作社接的第一单是绣花毡，11 个人手工绣一个 500
元的毡子，完工后每人拿到 45 元……为开拓市场，巴合提
古丽不知疲倦地奔赴阿勒泰市、乌鲁木齐市、木垒县等地，
慢慢地，“哈瓦沙合”的品牌打响了，订单也多了。

2011 年，巴合提古丽被评为阿勒泰地区劳动模范。 合
作社成员吾木提·哈拉木说：“她给我们培训不收一分钱。现
在我和儿媳妇都在合作社，每月工资加起来超过 6000 元。”

这几年，巴合提古丽培训了 200 余名哈萨克族“绣娘”，
又相继发展了 13 家合作社分店，每个分店都有 10 余人，月
人均收入 3000 元以上。 谈及未来，巴合提古丽说：“我们将
走品牌道路，把‘哈瓦沙合’品牌做大做好。 ”

阿勒泰劳模巴合提古丽先
后培训 200 余名“绣娘”，相继
发展 13家合作社分店

“绣”出来的致富路

最近，成都铁路局重庆车辆段 22岁的小伙徐铭泽“火”
了一把，成为同事眼中的“科技达人”。 原来，他利用工余时
间，制作了一台 3D打印机。 “这款 3D打印机可对复杂零件
结构进行拆解打印，利于职工提升业务技能。 ”该段动车所党
总支书记万小勇说。 图为徐铭泽在调试 3D打印机。 陈亚 摄

山东省 100个供电所抢修用上电动汽车
1 月 10 日上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举

办供电所抢修服务用电动汽车交车仪式，向
青岛、潍坊、枣庄等地市供电公司交付 60 辆
电动汽车。 目前，山东省 17 地市共有 100 个
供电所抢修用上电动汽车。

在基层供电所推广应用电动汽车，是落
实国家电网公司“以电代油”战略的具体实
践， 提升供电所抢修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
打造全能型供电所的重要举措。国网山东电
力选用的郑州日产锐骐电动工程车，采用三
元锂离子动力电池，电池容量 57 千瓦时，通
过直流充电 2.5 小时 （1 小时可充 80%），通
过交流充电 10 小时，续航里程达 235 公里。
据国网山东电力营销部副主任张健介绍，该

车型内部空间大，爬坡能力强，能够适应供
电所工作时间长、 地理环境复杂的特点，有
效提升了供电所技术装备水平、现场抢修速
度和客户服务能力。 自去年 9 月份，首批供
电所用电动汽车在国网系统率先交付使用
以来，平均行驶里程已达 2200 公里，每辆电
动汽车年可替代燃油 2000 升， 用车费用可
下降三分之二。 据预测，100 辆电动汽车可
替代燃油 20 万升，减排二氧化碳 460 吨、氮
氧化物 0.3 吨。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 ，实施 “电能替
代”、加快电动汽车发展已获广泛共识。国务
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新能源公务用车
购置、充电设施建设。 去年 10 月份，山东省

政府 10 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
电能替代工作的实施意见》， 聚焦交通运输
等 5 大领域，统筹推进 15 项电能替代工程，
实现能源终端消费环节电能替代散烧煤、燃
油消费总量 1300 万吨标煤以上， 将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6%以上。

据介绍，截至 2016 年底，国网山东电力
完成替代电量 97.85 亿千瓦时， 位居国网第
一。 累计建成充换电站 543 座，实现全省主
要高速公路服务区全覆盖，充换电量突破 2
亿千瓦时，居国网系统首位。 率先开展省市
政府机关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务，受到省市
领导高度评价。 今年，计划完成 104 亿千瓦
时替代任务，在济南开展省市县镇四级电动
汽车推广示范， 加快 142 座快充站建设，在
重点城市核心区构建“3 公里充电服务圈”，
促进全社会加大公务、民生等领域的电动汽
车应用力度，推动电动汽车产业。

（侯婷 郭轶敏）

东台供电公司强化班组基础管理
今年以来， 国网江苏东台市供电公司坚

持在班组精益管理上下功夫， 抓基础、 求精
益、树典型、创特色，通过开展“三零一新”班
组劳动竞赛， 促进班组建设与专业管理深度
融合， 班组建设工作步入提速通道。 截至目
前， 该公司所有班组均达三星级以上标准化
水平，其中五星级 5 个、四星级 16 个、三星级
46个。该公司班组先后荣获国家级荣誉 6个、
国网公司级荣誉 1个、江苏省级荣誉 12个。

国网东台市供电公司认真贯彻江苏省电
力公司“十三五”班组精益管理再提升指导意
见，狠抓班组建设工作与创争活动的开展，制
定具有“三零一新”班组考评办法，将班组建设
列入“精品东电”工程创建。 以班组管理核心

业绩指标为抓手，细化落实“管专业必须管班
组”的工作要求，发挥牵头考评部门和班组建
设专业组专业优势， 促进班组建设与专业管
理深度融合。 召开班组长座谈会，广泛征求基
层意见，督促班组学文件、查问题、定措施。 竞
赛分“安全零违章、业务零差错、服务零投诉、
创新班组管理”四个分支，采取“月统计、季考
核、年考评”的方式，综合考评公司班组建设
水平，激发基层班组的活力。加强基础管理，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 该公司党政工领导亲自挂
帅，领导班子全员参与，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多
措并举，分步骤、有程序实抓班组建设，做到步
步稳健，夯实班组基础。建立检查常态机制。该
公司每月定期开展集中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

结合的方式，督促检查班组建设工作。 及时编
发《班组建设检查情况通报》和简报，为班组创
争活动提供动态标准。建立挂钩工作机制。该
公司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班组建设专业组
成员定期深入班组， 有针对性地指导班组开
展精益化管理和创新活动。 建立持续提升机
制。围绕班组环境、5S管理、信息系统使用、员
工生产生活条件改善、 星级标准化班组创建
和联络员制度建立“六个重点”，设置扫盲“七
问七答”指导主业、农电、集体班组开展班组建
设工作“扫盲”行动，做到不“走过场”，不发生
否决项，实现“五个提高”。 建立督查督办机
制。 该公司将班组建设工作列入“精品东电”
10项重点工程之一，每周下发督办单和《工作
周报》，专题督办，保证班组建设工作的有序
推进。建立考核考评机制。加大班组建设检查
考核力度，将每月考核结果同班组绩效挂钩，
实现班组各项任务有目标、有措施、有落实、有
考核，确保班组建设取得实效。 （陈庆华）

漫画 赵春青

83 岁的王冬秀老人正在制作花炮。

“科技达人”

2017年各部委开出“民生清单”
近日，各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署 2017 年环保、教育、

住房、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各项重点工作，提出具体工作
目标。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