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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下午 5 点， 重庆市民安华福社区一间可容纳 20 多人
的教室里， 一名 8 岁的二年级小学生罗浩正熟练地摆放着国际象棋
的棋子，嘴里还嘟囔着规则。 和他同桌的小孩看到有人走来，示意不
要打扰……这里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农民工子女
爱心课堂。“我们都是傅老师教的，你可以找他学。”罗浩告诉《工人日
报》记者，他每天放学后都会来这个课堂学习国际象棋，在这里，他结
束了放学后无人看管的生活。

缺乏师资
高三学生当起公益教师

这两名学生们口中的傅老师，名叫傅浩洛。今年 16 岁，是重庆市
外国语学校一名高三学生， 同时也是重庆市民安华福社区农民工爱
心课堂的一名志愿者老师。

正说着，穿着一身运动装束的傅浩洛走进教室，稚气未脱的脸上
满是笑意。“我通过志愿者了解到，民安华福是一个公租房小区。这里
很多农民工子女由于上不起托管班，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状态。我小学
就开始学国际象棋， 考虑到他们可能没机会接触， 就想过来教教他
们。 ” 记者问起他来这里当公益老师的初衷，傅浩洛说，自己想法很简
单，他居住的地方离这间农民工爱心课堂所在的小区不远。

傅浩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起初，他在农民工子女爱心课堂开
设国际象棋兴趣班的想法并没有立刻得到社区工作人员的响应。

“当时考虑到这里没有相关教具，加上他只是一名高中生，能坚
持多久是个未知数。 ”该社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农民工爱
心课堂属于公益性质， 老师大多是义务教学。 为了避免教学进程中
断，他们开课和选课都很谨慎。

在傅浩洛的坚持下，社区同意给他一间小教室先试一试。第一期
学员来了 27 人，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他的兴趣班前前后
后一共办了四期，来了 147 名小学生。

“没想到反响这么好。 这学期，国际象棋班的规模从一个办成了
两个。 ”该社区团委书记谭亚玲介绍， 2016 年 3 月，小傅老师当时是

一名高一学生，他每周都来这里给学生上课，一直坚持至今。“起初我
们还以为他顶多能来两三次，没想到，他坚持了快两年。 ”

课堂开办
农民工父母“点赞”

“对农民工子女，每周一至周五的四点半是个很‘尴尬’的时间。”
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重庆市的小学大多在下午
四点半左右放学。 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父母都还在做工，孩子就已
经放学了。“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兴趣班，孩子基本处于无人监护状态。
这样很不安全。 ”

该社区一位小学生家长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外出打工的
目的就是为了多挣点钱，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但是，我发现以我们
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能支撑社会上的兴趣班费用。 以前孩子放学
后只能一个人在家，现在他放学后能在这个爱心课堂学习国际象棋，
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

“为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特意在小区开辟出场所开展了农民工爱
心课堂。 目前社区有 8 个常驻老师，其中有西部志愿者老师，也有
社区招募的老师，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图书导读等志
愿服务，目前已经服务青少年儿童 6000 余人次。 ” 重庆市九龙坡
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副主任刘婷向记者介绍， 她所在的社区有
近 5271 名农民工子女， 但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在外上兴趣培训班
的经历。

“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老师给孩子们补上这节课，目前，招募的
常驻老师学历最低要求都是大学本科。”该社区团委书记谭亚玲补充
道，不光要有人给这些孩子上课，还要保障上课质量，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让孩子适应城市生活。

覆盖面有限
仍有难题待破解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农民工子女
入学，但大多数农民工忙于生计根本顾不上对子女进行课后辅导，更
没有送孩子去托管班、兴趣班的经济实力。 对于如何弥补农民工子女
教育缺失的漏洞，相关部门和社会进行了多番探讨，也作出过不少尝

试，但仍有难题待解。
“的确，社区开展的‘四点半课堂’反响较好，但毕竟这种课堂数

量较少，覆盖面有限。”重庆一位教辅机构的老师王威说，这群农民工
子女虽在社区有老师义务辅导，但整体教育机制对农民工子女来说，
仍然不够完善。 “受限于场地和设备的要求，社区爱心教室只能满足
最基本的辅导需求，无法展开更进一步的系统培训。 ”

“虽然我们这个社区属于较大的农民工聚集区，小区有近 4 万居
民，流动性较大，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无法回避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
题。 ” 该社区团委书记谭亚玲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四点半课堂”毕
竟能够承载的人数有限。 “费用低或者免费公益类的教辅机构数量
少，需求多是目前教育不平衡的一对日益突出的矛盾。 ”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 目前社会爱心团体和企业给
农民工子弟捐赠了不少钱款和物资，的确能直接帮到孩子。但长远来
看，要根本解决问题，还要整合社会多种资源，拓宽渠道，多种方式解
决农民工子女课余学习生活问题。

农民工子女正在爱心课堂里上国际象棋课。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杨晓鹏）记者日前从
山东潍坊市住建局了解到，2017 年，潍坊市争取省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 1.439 亿元， 其中，绩
效奖励 1000 万元。 奖励资金总额居全省第二位，绩
效奖励居全省第一位。

据了解， 省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是
山东省级财政结合中央奖励资金设立的，用于对“三
个市民化”进展快、城镇化质量高地区的奖励资金，

统筹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据潍坊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潍坊

市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深入实施全域统筹发
展战略，优化城镇化布局，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58.15%，近五年提高了 10.22 个百分点，城镇化综
合考核居全省前列，是城镇化发展最好最快时期。

为做好这项利民工作， 潍坊市出台了推进新型
城镇化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小城市重点

培育、 扩权强镇改革、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等政策文
件，建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开展新型城镇化与现代
农业融合发展研究，发布了成果报告，引导镇村特色
发展。 将城镇化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实行专
项督查，强力推进工作开展。

同时，全市还确立了“一群引领、两河贯通、三带
隆起、统筹城乡”的城镇化空间布局，集聚发展中心城
市组群，依托两河自然禀赋条件，实施保护性开发。将

自然地理优势转化为文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优势，
推动北部海洋产业带和南部生态保育带协同发展。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潍坊将健全完善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 加大对吸纳农业转移人
口较多、市民化任务较重、财政相对困难的县(市、区)
支持力度， 重点解决好县乡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不均衡问题，推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上不起托管班、兴趣班，放学后大多处于无人监护状态

重庆一保障房社区开起农民工子女爱心课堂
课堂数量较少，覆盖面有限,还需整合多种资源，多方解决

本报记者 卢翔

曾西和是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资福村人， 中学
毕业以后便离开家乡外出创业。2010 年，他在东莞开
了第一家黎川人木桶饭店， 几年后他的木桶饭连锁
店便达到了 10 余家。 一人致富后，他带动村里人南
下，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开店。 如今，黎川人在珠
三角开木桶饭店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 1500 家，从事
木桶饭行业的达 1 万多人， 每年能够给黎川县带来
超过 5 亿元的收入， 成为了珠三角餐饮行业的一个
独特现象。

南下开烧烤店生意火爆

“离开家乡那年，我 16 岁。 ”曾西和 1993 年只身
一人前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 迈开了创业的第一

步。 “在浙江待了几年，攒了点钱，寻思着去广东开个
店，那边机会更多。 ”他凭着年轻的冲劲和热情闯到
了深圳，开了一家烧烤店。

当时席卷全国的打工潮刚刚开始， 南下打工的
人越来越多，众多的顾客和巨大的消费需求，使他的
烧烤店迅速扩大到 10 余家， 这反而让他始料未及，
“每天的生意都异常火爆，座无虚席。”当时，他的年营
业额已经超过 30 万元，从农村娃摇身变成了老板。

曾西和店里大多数顾客都是外地人，他们和他一
样在外寻求更多的生存机会，他每每看到这些数量庞
大的外来务工者，都会想到黎川老家的乡亲们，“这里
有很大的市场，为什么他们不能来试试呢？”曾西和把
成功经验分享给村里人，于是，乡亲们也跟着他先后
来到深圳，在超市开起了烧烤店。

程彬是他的发小， 在家务农，“一年忙到头才不
到 1 万元的收入，看到曾哥在深圳过上了好日子，我
们也想把生活过好，便跟着他出来开店了。 ”现在程

彬也成了一个小老板，在深圳安了家。
在深圳开烧烤店的十年里， 曾西和帮助不少老

家的百姓脱了贫致了富， 而他自身也积累了上千万
元资金，赚到了创业人生的第一桶金。

木桶饭里觅商机

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烧烤行业开始走下坡路，这让曾西和有了危机感，开
始思考转型发展。

“当时木桶饭开始在深圳悄然兴起，我想又是一个
机会来了。 ”多年经商的经验让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新的
商机，他很快将在深圳的烧烤店全部转让。

2010 年， 他来到东莞市寮步镇开了第一家木桶
饭店，没想到开张的第一天餐厅里便宾客频至，场面
十分火爆。 寮步镇拥有企业 3000 多家，打工者人数
达 100 多万人，木桶饭方便快捷、价廉可口，这种中

国式快餐一露面便受到他们的欢迎。
曾西和的木桶饭吸引了跟他一起到深圳创业的

资福家乡人，他们纷纷来到他的店里参观取经，看到
他的生意十分兴隆，也都转行做木桶饭，与此同时也
吸引了更多资福人来到广州、深圳、东莞开办木桶饭
店。 荷源资福村原本是个拥有 3000 多人的贫困村，
曾西和在深圳从事餐饮行业的成功， 在当地起到了
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村民纷纷走出家门， 外出创
业。 家乡人来到他这里，他都热情接待，并且给他们
找店面请厨师，让他们在当地很快站住了脚跟。 现在
黎川人在珠三角开木桶饭店的已经达到 1500 多家，
创业人数有 1 万多人， 占据了当地木桶饭行业的半
壁江山。

“为了让客人吃得安心，我们不仅会定期检查各
家的食品生产环境， 而且每一家的食材都是我们统
一配送的。”2011 年开始曾西和就在东莞创办了江西
木桶饭干货配送中心， 专门为黎川人木桶饭店配送
食材，使黎川木桶饭店有了放心可靠的供货商。 现
在，曾西和每年的营业金额达到了数千万元，他也成
了珠三角木桶饭行业的一位创业明星。

饭店转型生意红火，带动乡亲共同脱贫

贫困村走出的创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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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获重奖
奖励资金总额居全省第二位，绩效奖励居全省第一位

精准扶贫着力发展产业不返贫

本报讯（通讯员黄宇静）自全国开展“精准扶贫”以来，
中石化吉安石油致力帮扶挂点贫困村永新县吟秋村， 经过
实地走访调查、结合社情民意，借助尹平合作社建立了吉安
石油羊鱼蜂养殖产业帮扶基地。

基地有效利用吟秋村天然的生态资源和地理优势，选
择山脚下占地面积约 150 亩地，建羊圈、鱼塘、蜂场三合一
体项目，由合作社聘请村里贫困户到基地务工务农，切实帮
助部分老弱病残的扶贫对象再就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目前基地已投入养殖 4000 余尾鱼苗，300 多头黑山羊以及
100 箱蜜蜂。 作为吟秋村的扶贫对接企业，吉安石油挤出资
金，花功夫促产业，切实帮助该村 44 户扶贫对象积极脱贫，
依托产业不返贫。

机务段为枕木加锁构筑安全墙

本报讯（通讯员赵伟）“钢轨上那是啥新鲜东西啊？ ”太
原铁路局湖东机务段大西运用车间赵红先问道。 听说是内
外勤队为防溜枕木安装的“安全锁”，他欣慰地笑了。

安全大检查以来， 该车间通过检查发现大西库内停留
机车的防溜枕木存在易丢失、难固定、搬运不便的问题，积
极组织内外勤队出主意、想办法，通过用螺纹钢制作 U 型
环和 O 型环，将 U 型环和 O 型环连接在一起，固定在枕木
两头，实现了给防溜枕木“加锁”。 目前，这个车间已对大西
库内的 8 根防溜枕木“加锁”,构筑了库内机车防溜安全墙。

11 月 10 日，安徽肥西县三河古镇一名手工制糖
师傅在制作麦芽糖。

时值初冬，走进三河古镇传统手工制糖一条街，纯
手工制作的姜糖、 麦芽糖等特产琳琅满目， 香甜的空
气、制糖师傅精湛娴熟的制糖技艺，吸引众多游人和食
客前来观光选购。

戴文学 摄/视觉中国

安徽肥西：

古镇手工制糖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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