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MARKET��INFORMATION

2024-8-14���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静利 制作 杨静利 电话：0351-�4132512

今日农业

江西省贵溪市

串串加工产业进乡村

“串”起致富路

工厂下沉到村组

串串加工企业用工量大， 劳动

力资源丰富是企业落户的主要考虑

因素。 贵溪市搞串串加工的老板都

是本地人， 之前多在外地开烧烤

摊， 赚到钱， 看到商机后回到贵溪

开办工厂， 江国庆就是返乡的代

表。 去年， 国明食品有限公司在泗

沥镇集镇新建了一个加工厂。

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

一些企业索性将工厂下沉到村组，

就地生产。 贵溪市创铭食品有限公

司是一家下沉到村组的企业， 现坐

落于河滩镇柯余村。“我们公司目

前在贵溪开办了 7 家串串加工厂，

年产值达 6 亿元。 加工厂内生产车

间、冷库、机械化操作台一应俱全，

聘用附近村民 200 多人。”董事长黄

贵华表示。 走进串串加工厂， 工人

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自己的工

作，解冻、切肉、串串、速冻、包装，

各个工序有条不紊。

串串加工产业在集群式发展的

同时， 也注重培育头部企业， 推动

产值高、 规模大的规上企业进入园

区， 走规范化、 标准化、 智能化道

路。 目前，贵溪市 80 家串串加工企

业分布在 14 个乡镇，多数企业建在

村组， 有十几家中型企业建在集

镇，6 家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大型

企业进驻园区，形成了梯次分布、集

群发展的格局。

联农带农同增收

如何发展乡村产业， 如何带动

村里的农民致富，同样值得思考。 贵

溪市以串串产业为抓手， 将联农带

农作为串串产业发展的着力点 ，探

索联农带农模式。

产业下沉后， 可带动村民就近

就业，壮大集体经济。 坐落于泗沥镇

尹家村的双牛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

产风味串、羊肉串、牛肉串等产品，

2023 年产值达 2300 万元，常年雇工

90 多人， 这些工人都来自附近的 5

个村。“这些农民大多 50 岁左右，在

村里闲也是闲着， 来上班平均月收

入可达 4000 多元。 ”双牛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 不仅如此，双牛食

品加工厂租赁的是村集体的闲置土

地， 每年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租

金 6 万元，增加了集体收入。

“串串加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 这些企业分布在各个乡

镇，下沉到村组，有效吸纳农村剩余

劳动力，带动农民和集体增收。 ”贵

溪市农业农村粮食局产业发展负责

人介绍。 目前，贵溪市串串产业带动

农村就业 1.5 万余人，为 180 多名脱

贫人员创造就业岗位， 给村集体增

加收入超过 320 万元。

创新模式助发展

近年来，贵溪市将打造串串产业

集群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 ，理

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成了“串串

产业协会 + 区域公用品牌 + 企业集

群”的发展模式。

贵溪市成立了贵溪市串串产业

协会， 该协会现为贵溪市农业农村

粮食局下属的社会团体。“贵溪市还

组建工作专班， 专门对接协调全市

串串产业工作， 为串串企业提供政

策咨询、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 是串串企业发展的‘娘家

人’。 ”贵溪市农业农村粮食局产业

发展负责人介绍。

贵溪市以抓工业的理念抓串串

产业发展，围绕“三年打造百亿串串

产业”， 吸引在外的企业落户贵溪。

将串串产业作为招商重点， 引进串

串企业 13 家，总投资 18.56 亿元。 目

前， 贵溪市串串行业有省级龙头企

业 1 家、市级龙头企业 8 家，省级龙

头企业“准字号”“标字号”串串企业

7 家。

（吴敏 祖爽）

“趁着市里发展串串加工产业的好时机，我选择回到贵溪开办工厂。 现在我们聘请的工人

都是附近村的村民，大多是一些在家带小孩的妇女，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有 4000 元左右！ ”江西

国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国庆颇有感触地说。

喷香的羊肉串、脆爽的毛肚串、新鲜的蔬菜菌菇串……在江西省贵溪市，串串不仅是百姓

喜爱的美食，还是带动当地人增收致富的农业特色产业。 近年来，江西省大力支持夜间经济发

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围绕这根小串串，贵溪市抢抓夜间经济发展机遇，形成了以串串加工

为主的产业集群。 小串串发展成大产业，成为贵溪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工会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创新思路。 冀中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工会紧密围

绕企业中心任务，坚持改革创新不忘初

心，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和工作措

施， 不断激发工会工作生机与活力，助

推安全高效绿色和谐示范型矿井建设，

努力开创“中国最美，全国一流”红旗工

会新局面。

一、创新作风建设机制，强自身壮

筋骨

打造“全国一流”工会，工会干部队

伍是关键。 一是推行工会机关干部月度

考核机制。 严格周报月考季讲评制度，

围绕工作有目标、推进有措施 、落实有

实效、完成有时限的要求每月对机关工

会干部进行百分制考核，强化工会机关

干部作风转变。 二是实行工会干部作风

约谈 。 对季度考核末位的机关工会干

部、车间工会干部以及工作出现重大失

误的工会干部，进行问责约谈 ，严格结

果运用，倒逼工作作风转变。 三是推行

工会干部挂职锻炼。 在工会机关选配业

务精湛的干部到基层学习锻炼；选配基

层工作能力强的车间工会主席到机关

工会进行挂职锻炼，锤炼工会干部过硬

工作作风，打造素质高、业务精的工会

干部队伍。 四是推行工会机关干部包保

车间工会制度。 创新推行了“三个一”工

会干部联系包保车间工会制度。 即：每

月参加一次包保单位职工文化活动；每

月结合矿情做一次形势任务宣讲；每季

度上报一篇工作思想调研，包保情况纳

入月度目标责任考核范畴。

二、创新劳动竞赛机制，强激励重

奖励

劳动竞赛是工会组织团结带领职

工群众推动企业安全发展的主战场。 东

庞矿工会始终坚持把服务企业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与时俱进，创新举措。 一是

“四杯”竞赛效果佳。 以“胜利杯”劳动竞

赛为龙头，扎实推进“安全杯、创新杯、

创效杯、技能杯”等“四大主题”系列竞

赛，引领广大干部职工实干奉献 ，职工

参与率达到 92%以上， 坚持做到了月总

结月贺功，东庞矿连续荣获集团公司劳

动竞赛优胜单位 。 二是创新工艺提产

值。 为提高工作面单产单进效率，井下

工作面创新实施“调协”开采，直接释放

呆滞原煤 6 万吨，创效 400 万元。三是技

术革新保衔接。 为加速井下里工作面安

装进度，满足安全生产需要采煤车间工

会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 ，克服切眼倾角

最大达 44°的困难，率先在创新井下绞

车用上了“倒车影像”，实现井下工作面

斜坡运输设备设施可视化，提高工作面

安装进度和效率， 每天保持安装就位 4

架液压支架，为工作面安全高效衔接夯

实基础。

三、创新民主管理机制，强维权求

实效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

的基本职责。 东庞矿工会认真组织工会

干部学习贯彻《河北省职工代表大会工

作规范》，修订完善职代会实施细则、议

事规则和运行程序，并采取以考代学的

方式，提高学习效果 ，推动企业完善和

落实重大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制度，提高

职工代表参政议政能力。 一是深入推进

民主管理创新实践。 培育打造具有本单

位特色的民主管理工作品牌，开设了民

主管理工作讲堂，坚持每季度聘请民主

管理“小教员”，对职工代表进行培训 ，

提高提案、议政工作水平和能力，提高

职工代表的荣誉感、责任感。 二是积极

开展劳动争议调解。 努力发挥工会劳动

争议调解作用， 及时做好职工劳动纠

纷、内部矛盾调解等工作，稳定职工队

伍。 截至目前，未发生一起劳动纠纷。 三

是组织职工代表开展安全巡视督导。 针

对安全生产、职工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实

际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坚持每周

深入井下一线对边远、死角进行安全检

查，落实责任，形成闭合循环。

四、创新精准帮扶机制，提水平办

实事

困难职工群体是关系和谐稳定的

重要因素。 东庞矿工会牢记“少说空

话 ，多干实事 ”的总体要求 ，积极贯彻

落实集团公司“工会干部精准帮扶一包

到底”工作制度 ，努力实现困难帮扶全

员化覆盖，不让一名困难职工掉队。 一

是建立档案勤掌控。对基层单位的困难

职工进行摸排 ，细化困难种类 ，建立了

31 名困难职工台账，动态掌控，制定了

“一对一” 领导干部包保方案， 努力做

到全员化覆盖。 二是走访慰问解实忧。

制定了“一人一 ”策帮扶措施 ，每月矿

领导坚持深入困难职工家里开展 1 次

走访慰问， 了解和掌握它们在工作、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集中力量处理解

决，不让一名困难职工掉队。 三是帮扶

政策灵活用。为 2 名患重大疾病职工争

取上级救助金 10380 元 ；开展“金秋助

学”，圆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梦 ”，共

向 36 名考入大的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

14700 元；为 36 名困难职工送去了米面

油等慰问品。

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创新，工会工

作也要发展、也要创新。 创新是破解工

作难题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工会工作发

展的不竭动力。 在不进则退的变革时

代，工会只有顺应时代要求，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才能紧跟潮流步伐 ，才能体

现职工群众意愿，才能不断谱写工会工

作新篇章。

（作者单位：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东庞矿）

创新四大机制 奋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贵州威宁

万寿菊开出“致富花”

村民在贵州省威宁县双龙镇高坡村转运

万寿菊。

日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种植的 5000 余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 农户

忙着采摘、搬运、出售万寿菊。 当地种植合作

社与制药企业达成“订单销售”协议，采取

“公司+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发展万寿菊种植

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杨文斌 摄

浙江台州

晚稻插秧

近日， 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田

间，农民们忙着拔秧苗备插秧（无人机照片）。

当下是晚稻插秧的季节， 农民抢抓农时

进行晚稻插秧。 蒋友青 摄

刘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