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圆梦 2021年 8月 27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唐姝

E－mail:grrbxsm@163.com

阅 读 提 示

深耕故土，成为果树栽培专家，带动300余户农户共同致富

他培育出中国十大梨品牌之一

追梦·我的奋斗G

本报记者 刘小燕

“大家好，我今天又去代班了，早上吃了

一个鸡蛋，现在匆匆赶往工地。”雨过天晴，

塔吊司机陈结终于等到重新开工的日子，他

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用镜头记录工地日常，

并制作成视频上传到各大视频平台，那里有

等待他更新的 20多万名粉丝。

记者采访了解到，越来越开放的自媒体

创作环境，吸引了更多像陈结一样的农民工

加入创作者队伍，用镜头讲述农民工自己的

故事。

从旁观者到创作者

来自四川广安华蓥市的陈结今年 26
岁，是已经有 10年工龄的塔吊“老司机”，但

从事自媒体创作的时间却不到两年。从

2018 年下半年到 2019 年，各大视频平台纷

纷推出各类计划，激励自媒体创作者发布

vlog（视频网络日志）作品，吸引了大量网友

观看，陈结正是其中之一。

由于开塔吊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偶尔在

家休息的陈结也开始研究起拍视频，并决定

自己试一试。“有几个特别火的创作者会讲

解怎么拍视频、如何获取收益，给当时作为

新手的我带来很大动力。”陈结告诉记者，刚

开始身边有很多人质疑自己做视频，更不敢

在亲戚朋友面前拍，生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

看自己，后来才慢慢放开了胆子。

陈结开始用手机记录工地生活，以及和

家人一起的生活细节、身边发生的趣事。随

着拍摄渐入佳境，陈结也看到了视频创作带

来的实际成效。“最开始视频的浏览量只有

几十、几百，后来慢慢涨到几千，每天都能看

到有实实在在的收益，钱多钱少无所谓，但

这说明这不是骗人的。”

对 80 后代辉来说，让他印象深刻的视

频创作者则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后舍男生”

组合。“感觉平凡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展示自己，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那个时候就想自己尝

试，但是没有条件。”代辉来自被称作“中国防

水防潮之镇”的河南驻马店市高杨店镇，自己

也从 2010 年就正式踏入建筑行业，成为一名

防水工人。

组建家庭、孩子出生、买房装修……生活

压力让代辉持续投入到工地务工。直到 2019
年 5 月，他看到国内自媒体创作爆发，便开始

试着拍摄一些工作日常。“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慢慢普及，视频创作的条件和环境也更好了，

平台也会有包括内容指导、选题、封面等方面

的线上培训。”从那时起，代辉从未停止视频投

稿，自己也慢慢成长为拥有近 28 万粉丝的视

频创作者。

源于热爱，忠于坚持

在代辉看来，对于拍摄条件和设备有限的

农民工而言，视频创作不仅仅需要平台扶持和

创作者的兴趣，更需要创作者的坚持。“其实最

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我都不敢真人出镜，感觉

很紧张。”代辉说，是粉丝发来的鼓励留言和关

心，让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拍的东西被别人

关注和认可，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镜头的陌生感，也让陈结闹出过不少笑

话。“刚开始不懂怎么拍，眼睛一直盯着屏幕里

的自己看，后来才知道要盯着镜头。”除了要克

服面对镜头的紧张，让陈结感到棘手的还有视

频剪辑。仅有初中学历的他没有任何拍摄经

验，身边更没有可以请教的人。为此，他开始

在网上找教学视频，不断练习拍摄和剪辑技

巧，视频内容也从单一地对着镜头讲话，逐渐

增加了更多画面和元素。如今，他的设备也更

加丰富，不仅有适合随手拍摄的手机，还有卡

片相机、适合工地拍摄的运动相机，以及无人

机、麦克风、三脚架等。

23 岁的工地小伙陈江山面对镜头就自然

了许多。去年 3月，他凭借一则身穿工装弹奏

古筝的视频迅速爆红，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热度过后，他回到青岛的工地踏实工作，只是

在网络上更加辛勤地更新视频。“我现在也只

靠一部手机完成创作，但在内容上会比以前更

注意。”

除了年轻创作者，还有像“川哥”何川这样

50 多岁的农民工。在大儿子何松林的支持

下，何川从 2019年开始接触视频创作，并与儿

子合理分工：他负责每天带着三脚架和相机去

建筑工地拍摄，后期的剪辑、字幕等工作都交

给何松林完成。

何川坦言：“拍摄并不轻松，用了半年时间

才敢直视镜头，最开始也没有什么表情。就靠

一天天努力坚持下来，硬生生靠时间去打磨。”

积累了两年出镜经验的何川，在内容策划

方面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今年 7月 1日，何松林

建议何川在拍摄时加入庆祝建党百年的内容，

而当他拿到素材的时候，发现父亲带给自己更

多“惊喜”。“他在工地找了 21名工友，一起录了

加油视频，还有统一的动作，我确实没有想到。”

何松林认为，这是源于父亲自己对视频拍摄的

喜爱，以及他向来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让更多人了解农民工群体

何松林告诉记者，许多粉丝都留言表示“川

哥”的精神状态很好，给了大家很多勇气去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他还提到，如果没有拍视频，

50多岁并且没有什么文化的父亲也没有机会

去尝试新事物，更不会认识这么多粉丝朋友，

“这其实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在代辉看来，“工地题材之前没有什么人

拍，我只是凭借自己的一点点影响力，带着大

家认识和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仅有的设

备，是用创作收益购买的一部价值 2000元的

手机，由于工地经常更换，视频内容也只能简

单记录每天干了哪些活、吃了什么。但正是

这些真实的内容，得到了粉丝的喜爱。“还有

很多人留言自己父母也是农民工，看视频就

想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很有共鸣。”

而代辉的头号粉丝就是在老家的妻子

和儿女。“老婆会给我每期的视频点赞，孩子

们想爸爸了也可以随时随地看视频。”对他

自己来说，每天忙着拍摄和剪辑，也让工地

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对此，陈结也深有同感：“以前休息就是

玩游戏、刷视频，现在就是成天琢磨怎么拍

好自己的视频，学习制作更好看的内容。”塔

吊司机的工作日常既吸引了很多同行留言

打卡，提醒他在操作时多注意安全，也为不

了解这个职业的网友提供了一个窗口。同

时，他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视频为家乡做点

什么，让大家看到农村的变化。

陈江山则觉得，身为农民工自媒体创

作者，也多了份责任：“现在干工地上的年

轻人并不多，但是人一定要干一行、爱一

行，而且农民工也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尽

管经历过爆红，陈江山认为自己还有很多

事情要学习和成长，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

更多积极的影响。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 vlogger（微录主），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工地介绍、生活记

录、才艺展示、美食吃播……可能只是一部手机，简单的拍摄内容却有着最真挚感人的烟

火气，当他们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又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丰

让果香飘满山乡，让人们吃上自己种植

的生态水果，这是张元兴从小就有的梦想，也

是他一直的追求。如今，张元兴梦想成真，在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官仓镇营坪果园里，果

树满山，水果的清香弥漫山间，水果的甘甜引

人驻足。2020 年，张元兴被评为“贵州省劳

动模范”,他成功选育种植的“官梨一号”“晚

秋脆李”两个品种，正在申报贵州省品牌产品

和地理保护标志。

在创业的路上，他继续携果起舞，让果香

飘得更远。

张元兴从小受舅舅的影响颇深，舅舅王

仲书是一名军人，曾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舅

舅放弃教师工作，创业搞起了种植业并小有

成就。受舅舅的影响，张元兴对果树栽培有

着特殊的情怀，因此报考了遵义农校就读果

蔬（园艺）专业。

2000 年，从农校毕业的张元兴怀揣着家

里资助的 1000 多元，独自到遵义打工，后来

在遵义市团泽镇承包了 100 多亩废弃果园，

想要实现自己的果香之梦。在承包的果园

里，他就地取材，对因管理不善的废弃果园进

行科学化、正规化管理，对已有的梨、桃子、樱

桃等果树，特别是日本沙梨进行了选育培

植。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收入就达 1 万多

元，通过 3年的努力，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攒下了 4万元。

2003 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奏响，遵

义市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扶持在外创

业的优秀农民工代表，张元兴毅然做出决定，

回到桐梓县官仓镇发展水果产业，深耕故土，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填补家乡水果产业发

展的空白。

2003 年的冬天，张元兴将在遵义赚到的

3 万多元资金一并带回官仓，通过用专业的

眼光认真选择，将基地选在了官仓镇楠木村

营坪山上，建立了官仓镇营坪果园。在官仓

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两个月的时间就流转

土地近 50亩。学习果蔬专业的他深知，想要

发展种植业，品种选择至关重要。对新开辟

的领地，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品种还需要探

索。于是，他认真规划，精心选种，引进李子、

桃子各 10 余个品种，梨子近 20 个品种，进行

试种后再优选确定种植品种。

刚开始栽植的水果很难一下就见成效，

于是，张元兴采取以短养长的方式，利用果林

里幼苗树间空隙地，套种西瓜、黄瓜、土豆、莴

笋等果蔬，通过自身循环、相互促进，解决资

金难题。在张元兴的科学选种和精心培植

下，前期，果园将日本沙梨作为重点种植品

种，效果非常好，很快就打开了市场，经济效

益也逐步增长。

2008 年，张元兴从北京农科院引进一种

梨品种做试验，通过技术处理，利用地方小气

候改变其品质，经过反复实践，才将试种的品

种成功投产。这种梨不仅产量高，糖分和果

胶含量是普通梨的一倍以上，而且口感特别

好、挂果时间长、耐储藏运输。这个优选培育

的优良品种，有了一个好听且有意义的名字

“官仓一号梨”，简称“官梨”。2017 年，张元

兴的“官梨”被评为中国十大梨品牌之一。

2018 年，通过线上销售模式，“官梨”远销到

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

2019 年，张元兴与官仓镇种植大户们共

同组建了“桐梓县农之窗综合农业专业合作

社”，入社农户 80 多户。全镇贫困户在合作

社务工受益的有 300 余户，产业务工实现了

贫困户全覆盖。对于贫困户，张元兴免费提

供苗木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将其吸收为合

作社会员，帮扶其在地方务工，同时对没有劳

动力的特困户进行资金帮扶。

不仅如此，张元兴还成为果树栽培专家，

被省内外果园邀请进行技术指导，先后为官

仓镇引进发展果树种植 1 万多亩；为桐梓县

各乡镇改造老果园 8000多亩，提供优良品种

并进行技术指导；为重庆、四川、云南、河南、

广州、新疆、浙江、天津等 8个省（市、自治区）

的果园引种、品种匹配指导 2000多亩。

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张元兴很快乐，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生态底线，将新鲜做

到极致，把特色做到精致。“我希望能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分享技术，为有理想和追求的

人提供帮助和援助，让更多人实现梦想。”张

元兴说。

技能培训促就业

打工日常、生活记录、才艺展示、美食吃播……

他们的故事，就在自己的镜头里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 通讯员李京赟）近

日，记者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

解到，根据公共服务数据统计，7月底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 13.75 万人，同比增长 65.55%；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11.78 万 人 ，同 比 增 加

36.24%；其中城市就业 276万人（两栖人口 42
万人），乡镇非农务工（本地农民工）212 万

人，务农人口 126万人。

为做好公益招聘服务，今年 1～7月，海南

省开展线上线下公益招聘会 352场，参会用人

单位1.4万家，累计提供岗位36.9万个。截至7
月底，海南省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6.05
万人次，其中，企业职工培训 3.16万人次，以工

代训2.67万人次，创业培训1.13万人次。

与此同时，海南省紧紧围绕海南自由贸

易港重点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举办

海南自贸港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提高职工

技能水平，更好地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培养

技能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海南省使用职

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

培 训 共 6.95 万 人 次 ，占 全 省 培 训 总 量 的

65.35%，比去年同期增长 57.87%。同时，开

展家政服务劳务对接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协调

对接四川、陕西、贵州、吉林等 4 个省份，建

立家政劳务对接机制，并联合省乡村振兴

局、省妇联组织专场招聘和劳务输出，计

划 2021 年 度 转 移 输 入 家 政 服 务 劳 动 力

2700 人。

海南新增就业同比增长65.55%

近年来，中建八局西北公司工会竭力打造集“生活互助
服务站、权益维护咨询站、心理疏导减压站、学习培训加油
站、文化体育活动及身体健康检查站”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平台——“项目工会工作站”，全方位关爱农民工，增强农民工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图为企业工会协调青海省康复医院为
农民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摄

“项目工会工作站”关爱农民工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8 月 2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广西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九场），记者获悉，“十三五”期间，全区累计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21.87万套，惠及城镇居民 65.8万人。

近年来，广西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放在城

市更新行动中综合考虑、统筹推进，加快建立与更新改造相

适应的政策机制，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新期待。

随着广西城市更新工作按下“加速键”，许多城镇老旧小区

和棚户区旧貌换新颜，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城市品质也在不

断提升。自2018年开始，广西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截至

今年6月底，累计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34万套，惠及城镇居民

超过 100 万人。今年上半年，全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已开工

1351个小区、13.92万套，开工率为85.94%，排名全国第9。
此外，公租房和棚户区改造方面，全区推进精准住房保

障，正在实施精准分类保障的 6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优抚

对象、农民工、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特困人员、青年医生、青

年教师等 21类住房困难群体共 21.93万户。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方面，通过建立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

评、成果共享“五共”治理格局，鼓励各地政府、居民和社会力

量多方参与，推动居民自治自管或者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等

方式，不断改善老旧小区环境，提升小区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据介绍，下一步，广西将结合居住社区、绿色社区建设，

建立健全老旧小区长效机制，力争到“十四五”末基本完成

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

为群众幸福感“加码”

广西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本报讯（记者余嘉熙 通讯员葛慧君 余江）30岁出头的农

民工张影没有想到，家门口的一次就业，解决了两个孩子在

城里的上学问题，自己也踏踏实实融入了县城。

“以前常年奔波在外，现在既能顾家、又有固定收入，最

关键的是，孩子上学不用愁！”在河南信阳息县产业集聚区内

东方华牛服装的生产车间，伴随着“咔嚓咔嚓”的机械声，张

影正在工位上专注地整理布片。

让张影决心留在县里的，是能解决孩子在县城的上学问

题。张影孩子上学难题之所以能顺利解决，得益于息县推行的

“以工位换学位”政策，即在产业集聚区务工6个月以上的员工，

由县教体局负责协调对接，其子女可就近在城区入学就读。

息县教体局局长范军介绍说，县里为此开辟了绿色通

道，实行一站式服务，企业务工人员只需写出申请、提供相关

材料，统一审核后，学生就可以报名入学。截至目前，已有

276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难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除了享受学位福利，息县还推行了“以工龄换房补”政

策，即农民工在县里企业每工作一年，就可以在购房时享受

每平方米 100元的优惠，由县里给予补贴。

此外，息县通过动员各乡镇基层干部发布企业招聘信息，

将岗位信息与待业群众积极对接。与此同时，农民工入厂后，

督促企业为其提供舒适的食宿条件，并进行心理疏导和带薪

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助力务工人员更好融入城镇。

“有了教育和买房的优惠政策，他们既能留在县城改善

生活条件、安心照顾家人，也可以为家乡的建设出一分力。”

息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包括“工位+学位+住房”等一系列政策

红利吸引了很多务工人员返回家乡，同时也吸引了乡镇里的

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区就业。

工位换学位、工龄换房补

河南信阳缓解农民工融入城镇难题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 通讯员孙广军）记者近日获悉，河

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在细化措施、保障就业政策落实落地的同

时，广泛收集企业用工信息，按“需”做好就业人员技能培训，

为双方搭建线上线下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招聘服务，

实现岗位与人员的无缝对接。截至目前，复兴区含高校毕业

生以及返乡农民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达 5万余人。

据了解，为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

度，复兴区人社部门谋划了多种创业模式，鼓励促进企业创

业、让更多人员实现就业。采取“岗位+技能+劳动力”的培

训模式，组织 6家定点培训学校面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

等各类城乡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近年来，共有 5000余

人接受了育婴员、美容师、中式面点、西式面点等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学员经推荐实现就业的达 4000余人。

此外，复兴区还为辖区内有就业意向的人员建立求职档

案，定期联合辖区用工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培训学校、

社区代表召开用工需求座谈会，为用工企业和社区求职者搭

建全方位一条龙服务平台，按照企业和群众的就业需求合理

匹配。依托移动客户端开展直播带岗，直播带岗活动帮助

100余家企业解决了疫情期间招工难的问题。

同时，复兴区人社局成立创业指导师团队，提供创业信

息、培训、项目、开业、咨询、资源对接等“一条龙”创业指导服

务；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等行业发展，开发电商、快递小

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岗位。

岗位与人员实现无缝对接

河北邯郸灵活就业人员达5万余人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8月25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皮具城点精电商培训基地，学员们正在进行皮具直播带货
等技能培训。今年，该县通过技能培训，共帮助2000余名农村劳动力重新走上就业之路。近
年来，该县依托皮具产业链条优势和乡村农业产业优势，致力打通线下生产与线上销售衔接
点，使越来越多的新型农民利用互联网致力，实现家门口乡村振兴梦。

本报通讯员 梁利 曾宪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