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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桌搬到了大集上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段芳媛

“我在东莞打工快十年了，本打算过了正月

十五继续回去上班，结果正月初八去镇上赶集，

看到蓝思科技正在招人， 待遇挺不错， 离家还

近，我就报名了。 ”来自湖南省衡阳市的刘亮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真没想到企业的招工桌都

搬到大集上了，赶个集直接把工作搞定了。 ”

“招工桌搬到了大集上” ， 成为当下企业

“招工难”的真实写照。 为了把外出务工人员

留在当地，不少地方和企业费尽心思，甚至不

惜“跨省抢人” 。 面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重

压力，如何破解“招工难” 成为中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

“抢人”与“留人”博弈

“今年我们参加了湖南省人社厅组织的

‘春风行动’ 招聘活动， 安排了27个招聘小

组，驻点各市州县，举办线下专场招聘。我们的

招聘专员深入到乡镇和社区，同时趁赶集时发

布用工信息，并现场进行面试。 ” 蓝思科技相

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坦言，虽然元宵节前已经招了12000人

左右，略好于预期，但这几年招工越来越难了。

“特别是春节后的用工高峰，为确保生产顺利

进行，按时交付订单，招工只能不断下沉，一直

深入到乡村，甚至上门面试，通过后直接把人

拉走。 我们叫‘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 。 ”

蓝思科技面临的状况是企业“招工难”的

一个缩影。

国家统计局2021年针对9万多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

反映“招工难” 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比

例创近年来新高。在此背景下，“抢人大战”屡

屡上演，特别是疫情以来，东部制造业和外贸

重镇频频出击，不惜“跨省抢人”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浙江省永康市调研了

解到，2月6日至12日，永康市人社局陆续派出

多个工作组，赶赴云、贵、川、赣、皖等地，线上

线下齐发力，开展跨省人力资源供需对接。 此

外，永康市每天组织一趟“镇雄—永康” 返岗

专列，“点对点”包车护送永康企业员工返岗。

随着中西部制造业的崛起，“招工难” 困

扰的已不止东部省市。 以蓝思科技、三一重工

等制造业龙头企业集聚的湖南为例，作为全国

农民工输出大省，其自身却深受“招工难” 困

扰。湖南省人社厅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最

缺工”的60个职业中，半数属于制造业。

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留下来成为当务之急。

“年前我们带了18家企业到湘西州龙山

县、怀化市麻阳县等地开展‘春风行动’ 。”长沙

市经开区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周博文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年前主要是做好宣传工作， 在外

出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的第一时间就努力做他们

的工作，让他们知道留在当地就业的好处。 ”

大年初六，长沙市经开区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又带着20家企业来到张家界市慈利县、湘西

州花垣县等地。 “2月份是‘春风行动月’ ，我

们安排了35场招聘会，希望外出务工人员能留

下来。而且，企业都准备了直通车，直接把达成

意向的务工人员接到公司。 ”周博文表示。

供给和需求双重压力

“招工难现象日益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大的背景是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工

缺口越来越大。（下转A03版）

空中俯瞰东林镇泉益村（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依托秀美的山水田园风景，积极推进“一村一品”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四好公路、绿色步道、外墙美化、花卉景观、美丽庭院等多方面的建设升级，累计完成

18

个市级美丽乡村创建、

2

个

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4

个省级“美丽宜居”村，村庄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新华社资料图片

求职者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工业园企业专场招聘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 春节假期过

后，各地纷纷举办招聘会，为求职者提供丰富的就业选择。 新华社图片

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解读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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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22日受权发布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新世纪以

来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19个中央一号

文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当天就文件

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稳中求进：两条底线、三项重点

唐仁健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行

了部署。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必须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住农业基本

盘、做好“三农” 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为保

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

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 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实打实地调

整农业结构，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产量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 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务必见到

可考核的成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完善监测帮扶机制， 加大对重点地区帮

扶力度，推动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 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

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发展， 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

收。 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着力解决农

民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维

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

端牢饭碗：稳产量、调结构、保耕地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重大战略性

问题。 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3657亿斤、较上年增产267亿斤，连续7

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仁健介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

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首

要位置， 目的就是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

碗端得更稳更牢固，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稳产量。 应对去年秋冬种部分

小麦晚播等不利影响， 抓紧抓实春季田

管，促进弱苗转壮，努力追回产量。 粮食

安全要共担责任，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

扛，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主销区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产

销平衡区确保粮食基本自给， 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严格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 适当提高稻谷、 小麦最低收购

价，稳定种粮农民补贴，实现三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

产粮大县全覆盖，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合理保障农民收益。

———调结构。 下大力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 支持东北地区积极推行大豆玉米

合理轮作、有序推进地下水超采区、不适

宜水稻种植区开展“水改旱” 扩种大豆，

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大力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在长江流域开发冬

闲田扩种油菜，扩大油茶种植面积。 通过

多油并举、多途并进，确保大豆和油料扩

种取得可考核的成效。 （下转A02版）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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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 “三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2日由新华社受

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全文共8个部分，包

括：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聚焦产业促进

乡村发展、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突

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加大政策保障和

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坚持和加强党对

“三农” 工作的全面领导。

文件指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

变化挑战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党中央认为，从容

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

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

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

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

安宁。

文件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

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

向，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

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扎实有序推进重点工作，以超常

超强的力度和更强的执行力，不折不扣

完成好今年“三农” 各项工作，推动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

出新步伐。

“东数西算” 概念股受捧

细分领域掘金点显现

近期“东数西算” 成为A股市场的热

词，主流券商密集发布相关研报，“东数西

算” 概念股连续走强。 券商机构认为，“东

数西算” 工程将带动数据中心及相关上下

游产业发展，建议关注信息通信、IT设备制

造、基础软件、绿色能源供给、土建工程五

大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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