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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万亿元，这是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

的规模。与此同时，根据《数字经济就业影响

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

口接近 1100万。伴随全行业的数字化推进，

更广泛的人才需求成为数字化进程题中的应

有之义。当数字经济遇到乡村人才，会产生

怎样的火花？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一批在农

村悄然兴起的新职业：数据标注员、植保无人

机飞手和记录乡愁的短视频创作者，作为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缩影，他们的职业故

事呈现着数字经济下乡村的新图景。

我是农民 也是“飞手”

3 月 4 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春意萌

动，万物复苏。

早晨 5 点半，广东省河源市双华村村民

骆斌匆匆起床准备奔赴今天的第一单：为

180 亩蚕豆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从早上一

直干到下午，任务顺利完成。“平常人工作业

的话，一天 8 小时只能打 30 亩左右。能够在

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作业，这都多亏了它。”

骆斌口中的“它”指的是植保无人机，这

个拥有四个螺旋桨、长宽各 1.5 米左右的大

家伙，已经成为了他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好

帮手。

2016 年，28 岁的骆斌经过两个多月理论

与实践的专业培训，拿到了 AOPA 无人机驾

驶员合格证，成为了一名植保无人机“飞手”。

既当“农民”，又当“飞手”，在农闲时间通

过手机上的“信田农服小程序”“接单干活”，

骆斌成了拿着双份收入的“斜杠青年”。

据人社部发布的《无人机驾驶员就业景

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无人机驾驶

从业者总量达数十万人。IDC（国际数据公

司）数据分析显示，预计到 2025年，无人机驾

驶员人才需求量近 100万人。

在骆斌看来，无人机飞手之所以“吃香”，

一方面是利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的效率远

高于人工，可降低成本，同时也解决了农村农

忙时节“请不到人”的尴尬局面。

在无人机领域从业近 10 年的林叶熊正

是骆斌所用小程序的开发者和运营者。他告

诉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户了解到植保

无人机的优势所在，对植保无人机的接受程

度也越来越高。

妈妈的新职业

3月 8日早上 9点，天气晴。

在陕西铜川赵家塬村的一家杂货小铺

里，目送顾客离开的张黎娜再次将目光收回

到柜台前的电脑屏幕上，“选择标签、拉框打

点、标注类别、提交”，伴随着干脆利落的鼠标

声，一个为全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判断障碍物

的标注任务完成。

3 年前，在家带孩子、闲时帮家里看店的

张黎娜经朋友介绍，参加了一周的数据标注

员基础培训，正式上岗的当月她便拿到了工

资：2000元。

说是上岗，其实就是在家里的杂货小

铺 里 多 放 置 了 一 台 电 脑 。 用 张 黎 娜 的 话

说，这份工作的基本门槛只有“两样”，一样

是闲暇的时间，另一样就是基本的电脑操

作技能。

“数据标注行业的人才需求一直处于不

饱和的状态。”AI 数据服务平台龙猫数据副

总经理龙凡告诉记者，对数据标注行业的要

求从粗犷逐渐走向精细，对技能熟练人才的

需求也在不断上升。据人社部官网信息显

示，预计 2022 年，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内外相

关从业人员有望达到 500万。

随着项目的更迭，张黎娜经手的项目也

从简单的 2D 平面拉框到 3D 立体标注，她笑

着告诉记者，“我没有被时代淘汰，每遇到一

个新的项目，我都在不断学习。我身边也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份工作让我们这些‘宝

妈’与社会接轨，不仅收获了一份收入，也提

升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感。”

记录有温度的“乡愁”

她叫沈丹，但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抖

音平台，她叫“乡愁”，这个记录农家日常生

活、乡村风物美景的账号获赞 1.8 亿，粉丝数

量超 1900 万，连沈丹自己都笑称“稀里糊涂

就火了”。

历经离婚、创业失败的挫折，2018 年 1
月 22日，沈丹在回乡的路上发布了第一条短

视频作品。路上，她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回到那个有妈妈亲手煮的饭菜，有家人，有乡

亲的家乡。”这也是她为何给自己取名“乡

愁”的原因。

从回到福建省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的

那天起，沈丹记录着乡村生活的平凡琐事、女

儿的成长以及农村的美食美景，在不断的“催

更”声中，许多粉丝留言询问：“你们村里有没

有农产品可卖？”直到这时，沈丹才意识到，

“噢，原来这里还可以卖东西。”

“我们能不能把自己村里的好东西推介

出来？”2021 年 5 月，这个萦绕在沈丹心中多

年的疑问终于迎来了肯定的答案：花费两年

时间筹备的“丹心可鉴”茶叶终于面世。茶叶

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的欢迎，不仅销往国内

各地，还远销新加坡、美国等地。

随着第一个产品大获成功，越来越多的

邻村、省内甚至外省的农户纷纷联系沈丹，希

望她能够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沈丹告诉记

者，她希望“授之以渔”，让每一个村落都能推

出属于自己的“乡愁”。

2月 14日，抖音发布《乡村数据报告》：过

去一年，抖音上的万粉乡村创作者同比增长

10%，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贵州等地。

沈丹坦言，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更多

的乡村青年意识到，返乡不是“混得不好才

回来”，在家乡也能有一份事业，一份带领乡

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的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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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翔

“叮咚”，一声清脆的短信提示音，让江

西顶峰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们脸上

乐开了花，当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到账了！

能按时足额拿到辛苦钱，对农民工而言，无

疑是件大喜事儿。而让这“喜事儿”办成

的，是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推出的“民工

惠”业务。

为农民工筑起资金“防火墙”

“我是刚来这个公司做事，我有亲戚已经

在这个地方干了好几年活了，建行给统一办工

资卡，每个月准时发工资。”从江西省鄱阳县鄱

阳镇外出务工的李小金告诉笔者。

“民工惠”业务是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针

对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难题提出的全方面解

决方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模型测算自动发

放专项融资款解决“有钱发”，使用用工管理

大数据锁定“发给谁”，用金融科技手段直接

将款项精准支付至农民工银行卡中确保“发

到手”。

近日，建行南昌进贤支行组织抽调网点

业务骨干组成特殊服务团队来到建筑工地，

为 100多位建筑工人现场办理工资卡并普及

反洗钱相关知识。

当天，针对农民工普遍金融知识匮乏

的情况，工作人员一边办理业务，一边为他

们普及反洗钱、安全用卡、反假币、防范电

信诈骗等金融知识，大家纷纷表示“长知识

了，以后一定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确保合

规用卡”。

专项融资款守住“钱袋子”

“真没想到，贷款能这么顺利办下来。我

们公司刚成立不久，既没有持续经营业绩，抵

押物也不够，一直以为找银行贷不到款。”江

西宏坤劳务公司负责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

悦，“因为工程款回笼慢，农民工工资却要按

时足额发放，企业流动资金接续不上，一度

‘有单不敢接’。现在有建行给的‘定心丸’，

我们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据了解，宏坤劳务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

是江西省上饶市内的建筑施工企业。在摸清

有关情况后，建行上饶鄱阳支行立即为宏坤

劳务公司制定了“民工惠”解决方案，利用专

项融资款，向宏坤劳务公司发放“民工惠”贷

款，将代发工资业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连

接政府、业主、总包、劳务公司、农民工和用工

管理平台。

截至目前，建行江西省分行为农民工搭

建的普惠服务平台，已累计向 38家核心企业

投放“民工惠”贷款 10.3 亿元，惠及农民工

4673人次，有效解决农民工欠薪痛点问题。

与此同时，该行还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优

势，强化数字化涉农服务手段，为乡村客群提

供触手可及的金融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到田间地头。

创新推出“赣农振兴贷”“裕农快贷”“银

担贷”等一系列特色产业链信贷产品，有效带

动农户致富增收。截至目前，涉农贷款余额

826 亿元，“裕农通”服务点达到 1.8 万个，惠

及 1.66万个行政村，实现全省乡镇全覆盖，迭

代完善“裕农通”APP 功能，上线 200 余项便

民缴费功能，打通服务农村“最后一公里”。

银行“民工惠”业务为打工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金融活水浇开“惠农花”

全心钻研羊肚菌 返乡创业显身手

当数字经济遇到乡村人才，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记者采访了一批在农村悄然兴起的

新职业：数据标注员、植保无人机飞手和记录乡愁的短视频创作者，作为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的时代缩影，他们的职业故事呈现着数字经济下乡村的新图景。

山东东昌府“村企联盟”带动就业增收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择业就业难

题，山东聊城东昌府区郑家镇近期按照“组织融合、村企融合

和发展融合”总体思路，以村企合作联盟为依托，有机结合产

业发展，盘活乡村资源、发挥企业优势，逐步形成村企联盟互

惠互利的良性循环。

据介绍，郑家镇以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为抓手，发

挥乡村资源优势，形成“多元型”发展，为村企联盟筑牢基础，

有效带动农民工就业增收。目前以李海社区、五圣社区、府前

街社区和朝阳社区轴承产业链条为引领，带动当地脱贫户和

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任雪英）

广西多渠道融资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广西乡村振兴局、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

理中心不断创新和升级农村金融服务，为乡村产业振兴、农

民致富铺就一条快速路。

家住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那用屯的班统茂原是贫

困户，有了资金，班统茂利用自家 25亩土地种植砂糖橘，2020
年实现家庭收入近 20 万元；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

阳镇忠武村东皇岭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起沃柑、油

茶及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合作社股东已经获得 3 次分红；大

化瑶族自治县东皇岭合作社经县政府审批，由广西外资扶贫

项目管理中心引进资金建设安装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等先进

设备，社员人均年收入从 8400元增加到 28400元。

2017 年以来，广西乡村振兴外资项目发展中心支持建立

100 个以上合作社，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推动探索农

业生产风险评估和缓解机制，帮助农户争取更多信贷资金支

持，此举吸引了部分在外打拼的农民工回乡，推动乡村产业

不断发展升级。 （李东阳）

重庆：工资保证金新规4月起执行
本报讯（记者黄仕强）日前，重庆市人社局、市住建委

等联合印发了《重庆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从适用范围，管理部

门，保证金的存储主体、存储方式、存储比例、减免条件，

保证金的使用与补足，保证金的返还，以及违规处罚，新

旧政策效力适用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该办法自 2022
年 4月 1日起在重庆全市范围内施行。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实施办法》规定工资保证金只

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存储，建设单位和施工分包企业不需

存储。存储形式除了现金以外，还可以用银行保函等形

式代替。对单个施工合同额较高的工程项目，《实施办

法》设计了限高政策；对施工合同额低于 300万元的工程

项目，《实施办法》则设计了免存政策；对同一管理地区有

3个以上工程项目的，《实施办法》则设计了下浮政策。

为建立与企业征信相挂钩的管理机制，发挥工资保证

金制度“奖优罚劣”作用，《实施办法》设计了差异化存储政

策。对连续 2年和 3年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

企业的保证金实行减免措施；对存在拖欠工资行为，或因

拖欠农民工工资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在处

理处罚的基础上，还将相应提高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

“工资保证金是解决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的重要

兜底保障措施。”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实

施办法》的出台，有利于统一管理部门，统一政策标准，统

一操作流程，为施工企业提供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环境。

吉林暖心援助促进

困难群体实现就业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记者近日从吉林

省人社厅获悉，年初以来，该厅会同乡村振

兴、残联部门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专项活

动，通过送温暖、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等

举措，全力促进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取得积

极成效。

据介绍，活动期间，吉林全省各级人社部

门普遍开展入户走访调查，建立服务对象需

求清单、帮扶台账，完善实名制数据库，做到

人员底数清、技能水平清、就业需求清、求职

意向清，共走访援助对象 12770 户。在此基

础上，针对援助对象需求，各地广泛收集岗位

信息，并积极动员企业拿出一批有保障、门槛

低的岗位或开发公益性岗位等，进一步拓宽

困难群体就业渠道。

结合“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社”服

务创新提升工程，依托“96885吉人在线”一体

化就业服务平台，活动开设就业援助月专

区。线上，根据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等援助

对象的就业意向，自动为其匹配推送相适应

的就业岗位信息，促进人岗精准有效匹配。

线下，建立就业（人才）服务专员制度，全系统

人人都是服务员，一方面通过深入企业，全力

保障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就业困难人

员，采取“一人一策”，共帮助援助对象实现就

业 3789人。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和群众对就业

政策的知晓率，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各级人社部门还以专项活动为契机，紧贴工

作实际，聚焦热点政策，集中开展“政策进校

园、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实现“政策找人”

“政策找企”，努力做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

政策应享尽知。

援助月期间，吉林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帮

助就业困难人员享受政策 2792人，80户用人

单位享受相关政策扶持。

3月16日，工人在分拣采摘的羊肚菌。
2012年末，在深圳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的刘嘉放弃高薪工作，回到家乡陕西省洛
南县保安镇文峪村，进行羊肚菌的种植试
验。经过2年多的刻苦钻研和反复试验，刘
嘉从制菌种，母种分离，到菌种提纯，培育

的羊肚菌母种在野外田地试验种植，喜获成
功。为此，刘嘉注册成立了公司，专门从事食
用菌和中药材的推广、种植与销售。2020年7
月，又成立了洛南羊肚菌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动村民发展羊肚菌种植产业。

目前，刘嘉已建成77个大棚、200平米的

实验室，每年向农户提供优质高产量食用
菌菌种 240万袋，并对所有种植人员进行
严格的技术培训指导，带动村民就业 53
人，人均增收2万元，成为带领乡亲们奔小
康的“领头羊”。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青海：根治欠薪线索平台成维权主要渠道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人社厅获

悉，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期间，青海通过欠薪线索反映

平台为 5629 人追发工资 7974.84 万元，涉及人数和追发

工资金额分别占比 43%、49%，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成

为农民工维权的主要渠道。

通过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维权，便于农民工等劳

动者随时随地进行投诉举报、有效降低维权成本的高效

办理模式。2021 年以来，青海省人社厅全面规范青海省

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的线索核处工作，采取建立管理员负

责制、明确核处程序、办结时限、审核结论、定期通报等有

效措施，倒逼各地对投诉线索进行分类处理，有效规范线

索办结答复，提高线索办结质效，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青海各地农民工通过关注人社部微信公众号，登录

后可随时随地提交欠薪线索，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平

台收到欠薪问题线索后，自动流转至欠薪地人社部门进

行核实处理，人社部和青海省人社厅对欠薪线索处理情

况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欠薪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青岛城阳区：“三强”举措为职工维权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王阿龙）日前，在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张建柱

等 4 名外来务工人员拿到了被拖欠 10 个月的 23 万元工

资，领到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张建柱充满感激地说：“真没

想到工会愿意帮助我们这些外地人，这么快就要回了工

资。”今年以来，针对部分企业因疫情影响拖欠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工资等问题，城阳区总工会主动作为，通过“三

强”举措，帮助广大职工维护合法权益。

强化维权阵地，搭建“指尖”工会维权平台。城阳区

总工会在建好区职工法律服务中心和 8个街道职工法律

服务站的基础上，增设人社局法律援助岗，安排专人驻场

提供法律服务，通过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法律服务专栏、

12351 职工热线等线上平台实现“法律服务无间断、服务

职工不停歇”。

此外，从全区 16 个律师事务所选拔 20 名专业性强、

热心公益的优秀律师，及时跟进提供专业化普惠化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实现维权服务高效办理。

加强部门联动，形成法律维权合力。与区司法局、人

社局、法院多次召开会议，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坚持能调则调、先调为主、调援结合的原则，借助职能

部门力量，提高法律援助实效。

“三强”举措开展以来，区总工会“线上+线下”解答

职工法律咨询 120 余次，通过 12351 职工热线、法院调解

平台、法律服务岗等渠道受理职工信访案件 41 起，帮助

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30余万元，成为广大职工法律维权的

坚实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