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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鼓励通过直播销售地方特色产

品，让更多务工者“腰包”鼓起来……政府部门推出的一个又一个举措，让不少打工者搭上

了政策的快车，既实现了自身创业致富的梦想，也完成了为乡亲们服务，带领他们致富的

心愿。在辽宁，有这样一个村庄，以往，村民打工收入微薄，生活拮据；如今村民富了，后进

村变成了全国文明村，每年用于村民的福利保障支出就高达 300万元……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旭

8 月 15 日，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

村，二次发酵车间，直径 3米的大缸里整齐码

着白菜，等待着“酸爽”变身。旁边包装车间

里，工人包裹严实，正在分拣包装。

辽宁汤泉一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春杰告诉记者，每年 2000吨酸菜从这里卖

到全国各地，出口到日本、美国、加拿大、尼日

利亚、马耳他等 9个国家。

圆脸的杨春杰被叫做“酸菜哥”，在汤岗

子村土生土长，50 岁返乡创业为乡亲们服

务，带领 2053 人致富，创办了 12 家村办集体

企业，资产达 1.3 亿元。如今，汤岗子村从远

近闻名的后进村变成了全国文明村。杨春杰

说，“赶上好政策，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

“村委会没有半间房，人均半亩地”

十六七岁就外出打工，杨春杰在货运站、

港口都打过工。后来返回鞍山市创业，他与

人合伙开了建筑公司。“自己过上了小康生

活，可心里还惦记村里的乡亲们，总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2015 年，杨春杰被村民“硬拽”回

来，当选为汤岗子村的村主任。

“村委会没有半间房，村民人均刚过半亩

地。”汤岗子村是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

乏的城郊村，全村现有村民 2053人，村里没有

矿产资源，没有河流，人均耕地 0.6亩，农作物

以玉米为主。村民平时都靠打工生活，加上

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的支出，生活都很拮据，

经常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干点啥能致富？一些村民说应该加工豆

腐，因为豆腐利润高、市场大，经过考察，杨春

杰发现鲜豆腐保质期短，开发市场需要时间，

一旦销路不畅就会“砸”在手里。

而酸菜的成本低，易操作，保质期长，做

产业容错率高。东北酸菜是东北地区的一种

家常特色食物，东北人家家户户都有一口腌

酸菜的土缸。如今，住楼房的人多了，腌酸菜

的人却少了，但这口“鲜”味却一直舍不得，很

多人也想在夏天吃上一口。因此，酸菜的市

场需求大，杨春杰也看准了这点。

“我们村里的地下水非常好，富含 30 多

种微量元素，老百姓家家都能种绿色大白

菜”。杨春杰说干就干，2015 年 6 月，建起了

3200 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又请来了辽宁

省农科院食品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终于，

赶在了辽宁省农特产品展销会前，将第一批

乳酸菌酸菜生产了出来。

从追求口味到追求品质

“扫描二维码，给一包酸菜。”2015 年 12
月 26 日，展销会上，一上午一包酸菜都没送

出去。下午，杨春杰买来一口大电饭锅、二斤

五花肉，现场炖起了酸菜。“炖酸菜，五花肉焯

掉血水后放入，只加盐，不加其他调味料，撒

点葱白、姜片，淡淡的乳白色汤汁闻着就香。”

杨春杰对自家的酸菜有自信。很快，酸菜的

香味飘满整个展会，展位前排起了长队，原本

准备免费赠送的试吃装都被抢着买走了，500
公斤酸菜很快销售一空。杨春杰觉得，做酸

菜的事成了一半儿。

正当销量、产量蒸蒸日上时，部分销往外

地的酸菜包装袋涨成了气球包。代理商纷纷

要求退货，有人提出就地销毁，杨春杰硬是花

了 11天全部拉了回来。找专家拆包检测，甚

至还检测了包装袋，结果都没有质量问题。

缸里还有未装包的酸菜，这些可都是全村人

的心血。

连续 7 天，他白天忙完了晚上就在车间

里转悠寻找原因，终于发现了问题，发酵池里

的液面偶尔会冒出一串小气泡，说明酸菜还

在发酵。他将专家请到现场确认，问题的原

因就是发酵不完全，他马上改进工艺，先将一

次发酵的酸菜进行分拣、切丝，然后再进行二

次发酵，酸菜的品质终于有了保障。

东北民间有个说法，“清明节后的酸菜不

要吃”。以往家里的酸菜都是从年前的秋天

开始腌制，次年清明一过，气温升高了，酸菜

的口味和品质就会变差。科学的说法就是亚

硝酸盐过量，食用后会影响身体健康。杨春

杰研制的酸菜一开始就没添加防腐剂、添加

剂，为了确保品质，乳酸菌接种用的营养基是

从植物中提取的，通过接种乳酸菌技术，酸菜

的亚硝酸盐含量比国家标准低了 100 倍，常

温避光条件下，保质期可达 12个月。

产品的品质稳定后，杨春杰又开始琢磨

国际市场。首次出口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

进口食品标准是全世界公认最为苛刻的。第

一批酸菜到港后，在日本海关通关口岸就被

扣留了 6 天，进行了 213 项检测，检测结果全

部合格，从此他们的酸菜进入日本享受免

检。自那以后，他们又获得欧美质量认证，汤

岗 子 村 也 成 了 出 名 的 酸 菜 村 。 2017 年 至

2020 年，“汤泉一品”酸菜凭着优良的品质四

次入选“辽宁礼物”，如今年销售额近千万元。

变身主播为家乡农产品带货

为了将鞍山的好东西从村里送到城里。

杨春杰陆续办起了供销 e家超市、物流配送、

密封速运等 12家村办集体企业。

2021 年，中国供销农产品（鞍山）集配中

心成立，内设分拣大厅、快速检测室、肉蛋初

加工间、蔬菜初加工间、初加工产品包装间、

粮油仓库、调料仓库、冷藏库及冷冻库等。每

天 6 点钟之前，新鲜的农副产品就会从这里

经过分拣、装箱后，配送到鞍山市的 80 多家

单位。

村里富了，每年用于村民的福利保障支

出达 300 万元。村容村貌大变样，铺上柏油

路，路灯亮起。

“嗨，家人们！‘酸菜哥’又开始直播啦！

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感谢所有支持我的‘酸

菜粉’们……”2020 年 3 月，杨春杰开始尝试

直播，每周六 18 时，他都会准时在直播间里

带货。在这场疫情中，像酸菜一样，鞍山部分

绿色农产品滞销，杨春杰还帮忙卖起了家乡

的蜂蜜、蘑菇和君子兰。如今的杨春杰卸任

村党支部书记，专心在电商平台上为家乡的

农产品代言，为村民们服务，通过直播带货开

展“农超对接”。

最近，他正张罗着恢复鞍山市第一家村

级供销社、建立区级供销联合社的事情。杨

春杰希望通过供销社的平台互相带动，让农

产品通过供销平台直接找到消费者，既能解

决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也能解决市民买菜贵

的问题，也让更多的农民“腰包”鼓起来。

村民变身车间工人，后进村变身全国文明村

“赶上好政策，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冯跃龙

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被称作中国的情

人节。在建筑工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夫妻

在这里共同工作、生活，与钢筋、混凝土作伴，

用自己的青春、汗水换来座座高楼大厦。记

者 8月 14日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及吐鲁番部分

建筑工地，用镜头记录下了在这里工作的农

民工夫妻们别样的七夕。

为了能让农民工夫妻享受到浪漫温馨，

不少工地做好服务，为他们准备了鲜花和小

礼品，让他们在辛苦工作之余，也能拥有幸福

甜蜜的二人世界。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中午 13时许，在位于乌鲁木齐市九家湾

立交附近的中建三局凯坤壹品项目工地，利用

中午休息时间，老家四川南充的砌筑工贾维

甫，在项目工地安全展示区，用一块块小的加

砌块摆出“I Love U”字形，想在这里为同一项

目工作的妻子准备一份节日惊喜。

“平时在工地各忙各的，老夫老妻也不知

道怎么表达爱，就用加砌块拼一份‘实实在

在’的礼物吧。”贾维甫憨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 54岁的贾维甫在该项目负责砌筑、

钢筋安装等工作，妻子雍淑琼和他在同一项

目，在工地食堂负责给工人做饭。夫妻俩已

经结婚 33 年，一同在新疆打工已有近 20 年

时间。

“我 1989年就从老家出来打工，当时孩子

只有一岁，为了生计不得不独自出来，让老婆

留在老家带孩子。孩子上小学后，老婆也决

定和我一同来新疆打工挣钱，孩子留在老家

让父母照看。”贾维甫说，“这些年不管走到哪，

我都带着妻子，走到哪，哪里就是家。”

“辛苦吗？累不累？”面对这个问题，雍淑

琼害羞地笑着说：“以前都是他照顾我们这个

家，在外面风吹日晒，自己也舍不得吃，舍不

得穿，发了工资就往家里寄，让我们吃好点，

不要怕没钱。现在孩子大了，我也可以出来

挣点钱，两个人还可以在一起，还能偶尔收到

惊喜，我已经很知足了。”说罢，她和丈夫相视

一笑。

废弃材料变成“爱的礼物”

“老妈，今天啥日子你知道吗？是七夕，

看！这是昨晚下班后老爸悄悄给你做的‘爱心

板凳’，这可是手工打造的‘爱的礼物’哟。”一

早，在中建三局乌鲁木齐口腔医院项目工人生

活区，木工张彪鼓动着父亲张光旭，将手中的

小木凳递到自己母亲手中，张光旭略带羞涩的

表情瞬间逗笑了面前的妻子。

张光旭和妻子罗芳德是来自四川广元一

对结婚近 40年的农民工夫妻，两人常年在工

地从事木工、钢筋工等工作，今年也是他们在

新疆工地度过的第 35个年头。“我刚来新疆打

工的时候还是年轻小伙，现在儿子都成小伙

了，能和我们一起搭班干活了。”张光旭坦言，

在新疆打工多年，自己几乎没给妻子送过礼

物，对方的生日偶尔也会忙得忘记了。

“这次，还是儿子提醒了我这个特殊的日

子，也想不到要准备什么礼物，就利用工地废

板材加班制作了一个爱心木凳，让老婆平时坐

着休息。”张光旭说。

“1、2、3……咔嚓！”在项目生活区前，儿子张

彪按下手机快门，为老两口和几对农民工夫妇

定格下幸福浪漫的瞬间。

对讲机里“高”调表白

在吐鲁番机场项目上，来自四川泸州的潘

希均和陈靳都是塔吊工人，两人结婚刚满 6
年，在新疆一同打工也有近 3年时间，孩子目

前在老家上幼儿园。在新疆买一套新房一直

是他们的梦想。“现在就想着抓紧时间赚钱，能

够买上房子把父母和孩子接过来，还能多点时

间陪陪他们。”陈靳说。

在工地上，潘希均夫妻俩相互配合指挥

操作一台塔吊。作为塔吊司机，潘希均在几

十米高的塔吊操作室里，有时一待就是大半

天，陈靳则在塔下守望指挥。在工作空闲之

余，二人会将对讲机调成特定频道，讲讲笑话、

说说情话。“工作之余，她就会在对讲机里陪我

聊聊天，这样我也就不觉得工作时间长了。”潘

希均说。

七夕一早，潘希均便利用早饭时间，将前

一天在工地旁买的西瓜制作成爱心型，并存放

在食堂冰箱里，想在中午下班后给妻子一个惊

喜。“上午工作之余，我们在对讲机里说起了过

节，他还说自己忘记准备礼物了，没想到中午

一起去吃饭，他就递给我一碗‘爱心西瓜’，那

一刻真的被感动了。”陈靳说。

当问起工地工作是否辛苦时，陈靳笑着

说：“和老公工作比起来，我的工作简单安全多

了，能在这里陪他一起工作也是一种幸福。我

就想趁着我们年轻，跟他一起奋斗几年，靠我

们自己的努力尽早在这里买房。”陈靳说。

“亲情连线”见屏如面
江西宜丰农村留守人群“云团圆”

本报记者 卢翔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杨波

“是不是瘦了呀？你在那边要注意身体，多吃点。家里不用

惦记，我们身体都很好。今天工会还来看我了，我已经接种了

两次新冠疫苗。你那边疫情比家里严重吧，要多注意……”看

着视频那边的儿子邹海鹏，江西宜丰县石市镇邹家村村民邹余

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牵挂。

因为疫情，远在英国务工的邹海鹏已经近两年没有回家，

55岁的邹余华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却不知道怎么给儿子打视

频电话，每次想念的时候，只能通过打电话听听儿子的声音，

了解他的动态。远隔重洋，这样的方式对于缓解邹余华的思

念，更像是隔靴搔痒。

8月 14日，在宜丰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邹余华终

于拨通视频电话，在手机上看到了儿子的脸。此次连线不仅缓

解了老人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也让邹海鹏更好地了解老人在家

的生活情况，更踏实安心地在国外工作。同时，也帮助工会掌

握了农村留守群体和在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动态。

据悉，这是宜丰县总工会开展的“亲情连线”活动，为留守

儿童和留守老人与外出务工家人们搭建亲情沟通的桥梁，实

现“线上团圆”，打通了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在家一定记得不要去河边玩水，要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

作业，想要什么礼物可以和妈妈说，等妈妈抽空回家的时候就

给你买。”望着手机那头大半年未见的妈妈，今年 9 岁的邹语

轩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原本她计划暑期来到广东务工的父母

身边，可是因为疫情，家人放心不下，还是选择让孩子待在邹

家村的奶奶卢桂花身边。

“你放心工作，孩子我会好好照看，虽然希望你们多赚点

钱，可是出门在外也不要委屈了自己，好好保重。”卢桂花抱着

孙女，对儿媳说道。挂断电话，她告诉工会工作人员和记者，

孩子的母亲在广东的化妆品店做销售，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

一个月只能休息 3天，难得有空给孩子打电话。这通电话，能

让孩子高兴好一阵。

在桥西村，工会工作人员帮助 8 岁的留守儿童陶镘圯拨

通了爸爸的电话。据 58岁的奶奶陈掌英介绍，孩子的父母在

前几年离异，且均常年在外务工，她尽自己可能给孩子关心和

爱，但父母的爱却是无法替代的。孩子时常会和她哭诉说想

爸爸妈妈，作为奶奶的她无奈又心疼。好在政府和工会经常

来关心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社会上还是有人在关心她。

当天，工会工作人员去了多户留守儿童、老人家中，了解

他们生活情况、诉求需要的同时，也帮助他们联系在外务工的

家人，让他们能够“面对面”诉说思念。

“在宜丰的农村，不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老

人和孩子，他们大多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一年到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在外务工的亲人。特别

是暑期孩子放假，家长在外务工，总会惦记家中的子女和老

人。为了帮助他们‘云团圆’，我们深入基层、农村，在暑期开

展了多次这样的‘亲情连线’活动。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省总

工会服务职工‘十件实事’、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项

具体举措。”聊起此次活动的初衷，宜丰县人大二级调研员，县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胡乐辉如是表示。下一步，工会将力争

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让留守儿童、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

工会组织的关心关爱，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遭遇欠薪怎么办？北京人社部门提醒：

维权有4种投诉举报渠道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记者甘皙）如果遭遇欠薪，劳动者

该怎样维权？北京市人社局提醒劳动者：一旦遭遇欠薪，可以

通过 4个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 12333。劳动

者如果遇到欠薪问题，可以首先咨询相关政策，北京 12333热

线向社会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的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同时，

北京 12333 热线可受理拖欠工资方面的投诉举报，转交本市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处理。

二是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

报，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可以查询到本市所有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的投诉举报地址和电话。此外，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还推出了维权二维码，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只要在北京工作

期间遇到欠薪问题，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填写相关信息，就可

在线投诉举报。具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登录北京市人社

局官方网站，扫描识别首页劳动保障维权二维码；第二种是关

注“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办理服务-劳动保

障举报投诉”就可以了。

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

如果就是否欠薪及欠薪金额与用人单位存有争议，劳动者可

依法向本企业，企业所在的街乡、园区或行业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可依法向劳动合同

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注册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

不服的，劳动者可依法提起诉讼。

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京津冀户籍的劳

动者，如果用工地也在京津冀区域内，一旦发生欠薪，可以根

据自身方便，选择向工作地或是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提起异地投诉。例如一位劳动者户籍地在河

北，但他长年在北京工作、居住，那么一旦发生欠薪问题，他可

以就近在北京投诉，维权更便捷。

青海检察机关今年前7月

为农民工讨回欠薪230万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

人民检察院获悉，全省检察机关今年 1月至 7
月，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 230余万元。

据介绍，青海民事检察部门采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工地、企业、

社区，设立咨询点、制作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制作短视

频，向相关企业和农民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在普及劳动维权知识的同时，引导农民工依

法理性维权。

同时，青海民事检察部门强化内外部协

作机制，形成帮助农民工讨薪合力。依托前

期与相关部门建立的沟通联系机制，积极走

访人社局和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讨薪提

供法律帮助。此外，运用听证和调解，争取诉

前解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中注重社会效

果和办案效率。受理支持起诉案件后，通过

调查核实，对有支付能力、有和解意愿的企

业，积极开展调解工作。通过释法说理，积极

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对双方分歧较大的案件，

通过举行听证促成双方和解。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7 月，全省检察机关

民事检察部门共受理支持起诉案件 164 件，

支持起诉 168 件 (含去年积存），其中支持农

民工起诉 153 件，法院采纳支持起诉意见 65
件，因达成和解撤回支持起诉申请或因不符

合起诉条件终结审查 40件，帮助农民工追回

欠薪 230余万元。

8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祥兴伟业织造有限公司的工人
正给销往欧美的编织带加上色印花。

连日来，尽管受疫情影响，江西省德兴市祥兴伟业织造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依然机声隆隆，工人们正忙碌不停地赶
制出口欧洲国家的订单。 卓忠伟 摄/人民图片

赶制订单销欧美

废弃板材、砖块、西瓜……都变成了七夕礼物

工地夫妻也浪漫

8月18日，村民在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广平镇焦庄村一家“微工厂”进行玩具加工。近
年来，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积极鼓励当地劳动密集型、手工加工型企业在乡村建立“微工
厂”，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涉及玩具、手工艺品等多个行业，带动了两万余名村民家门口
就业。 程学虎 摄/人民图片

“微工厂”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