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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B3_E5_8A_A8_E5_c25_245370.htm 我市劳动力培训输出

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市各级党委、政府

及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半年来的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全市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取得的成效 （一）劳务培训输

出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市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市政府及时召集

农业、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扶贫、妇联、

工会、团委、科协等部门领导共同分析我市劳动力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围绕订单抓培训，抓好培训促转移”和

“以省内为主、以农业内部为主，拓展省外劳务市潮的发展

思路，制定了劳动力培训输出工程实施方案，并把目标任务

分解到各县及相关部门，要求各县（区）、各部门将劳动力

培训输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工作中做到主管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通过各县（区）及各有

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截止6月30日，全市共组织培训农民8287

人，其中男3866人，女4421人；有组织的向市内外输出劳动

力5744人，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27.4%。其中输出省外2279人

，输出市外2434人，市内转移1031人。输出地主要是北京、

山东、广州、福建、江苏、浙江、深圳、海南、昆明、大理

等地。若输出劳动力以十个月计，月人均纯收入按最低200元

算，全市预计可增加劳动者纯收入1148.8万元。 （二）积极

搭建劳务输出平台 为切实做好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加快城

乡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各县（区）及相关部门以贯彻



落实全市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在实施劳动

力培训工作中，建立了市县（区）乡三级劳务工作体系，初

步形成市县（区）乡三级分管领导具体抓劳动力培训输出的

长效机制，改变了过去外出务工主要靠“亲带亲，邻带邻”

或者是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的打工方式，使外出务工由

零星松散型向规模化和有序化转变。 （三）农民进城务工培

训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知识技

能、道德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为了增强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

能力，各县（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积极开展农产

品加工、餐饮、家政服务、民族舞蹈艺术、保安、电脑应用

、美容美发、家电维修、汽车驾驶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提高

了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在市场竞争中的适应能力。 （四）

劳务输出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 为把劳动力培

训输出做成净值上亿元的富民强市产业，使外出务工人员走

得出、稳得注能致富，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

挥各自的优势特点，想办法，找路子，对所输出的劳动力由

输送单位与用工单位洽谈工资待遇，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并

派专人护送。如：永德县妇联充分利用县、乡、村三级妇联

组织网络健全的优势，对全县16到25周岁并愿意外出打工的

男女青年进行摸底造册，在继续向省内输送家政服务员的同

时，积极主动与一些省内外企业联系，进行劳务用工洽谈，

为广大农村青年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经多方考察，永

德县妇联与广东省东莞市华荣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用工协议，

利用所建立的劳动力档案，在短短的一周内就迅速组织了184

名适龄男女青年向该公司输出，并在这批务工人员中设立班

委，班委设1名班长、1名副班长和10名组长，同时建立相应



的联系制度，要求各小组随时观察组员动态并向班长汇报，

班长向县妇联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做到一月一次电话汇报

，三月一次书面汇报，确保劳务人员输得出、留得祝 （五）

积极培育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壮大劳务输出力量和队伍 为改

变目前全市劳务输出中介机构比较少，力量十分薄弱的状况

，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在做好信息引导、市场培育工作

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原有17家劳务中介组织进行管理。另

一方面，严格按照市场化运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开拓劳务

中介机构，批准了“万鑫劳务公司”和“汉先科技劳务输出

职业介绍所”成立，壮大了劳务输出力量和队伍。 二、经验

和体会 （一）搞好摸底调查，抓好宣传发动 为切实将劳动力

培训输出工程抓落实，永德、双江、镇康、云县、临翔、凤

庆等县妇联，分别深入30个乡镇，开展摸底调查和宣传发动

工作，针对大部分女青年愿意外出打工，但怕被骗、被拐以

及家政服务员“低人一等”“伺候人”等陈旧观念进行耐心

细致的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永德县妇联在永德电

视台设《女性天地》栏目进行宣传；各级妇女组织利用召开

村组妇女干部会、群众会等形式，宣传劳务输出的典型事例

，并对16-25岁愿意外出务工女性人员565名进行造册登记。 

（二）实行了劳动力培训输出报表制度 为使劳动力培训输出

工程规模化、项目化、制度化，市劳动力培训输出办公室制

作了有关统计报表，实行每月一报的零报告制度，各县（区

）劳动力培训输出办公室通过“临沧农业信息内部交换网”

网上报送，市直有关部门、中介服务组织实行书面表格报送

。 （三）抓订单、搞培训、树品牌 各县（区）各部门充分发

挥自己的特长，采劝订单式”的培训，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和劳动力输出工作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有效的路子

，为打造好临沧品牌奠定基矗例如：市就业局下属的桑嘎艺

术培训中心，与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国家级4A

级风景区签定培训订单，联合开展以佤文化为主的民族舞蹈

艺术培训，所输出人员供不应求。目前已向上述五省输出佤

山青年86人，使来自贫困山区的佤族青年找到了一条很好的

就业道路。耿马、云县、凤庆、永德等县委政府，采劝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组织有关部门到用工比较多的沿海地

区进行实地考察，与相关部门达成劳务协作协议或直接采集

厂家用工信息，直接输出劳务人员到厂家。同时，积极邀请

用工单位或沿海有关中介机构到临沧进行实地考察，对前来

报名的劳务人员直接进行面试，提高输出就业成功率。 （四

）多方筹措资金，确保工程进度 在市、县财力十分困难，没

有能力给劳动力培训输出工程注入更多经费的情况下，各县

（区）及各职能部门充分利用行业优势，多形式、多渠道筹

集资金，确保项目落实，为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劳

动力培训输出任务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如：市扶贫办与市技

工学校联合举办的劳务输出培训班，市扶贫办从2003年末安

排给双江、沧源、耿马、永德四县的科技扶贫资金中拿出11.5

万元，为这四个县的101名农村贫困家庭子女进行电工、电子

等技能培训，同时动员他们加入工会组织。邀请苏州太沧市

三资企业欧亚马自行车厂领导亲临学校对这批培训人员进行

综合考察面试，所培训专业技能均达到厂家要求，对家庭确

实困难，无法解决车旅费的，技工学校负责为每人承贷1500

元的小额信贷，由厂方在个人逐月工资中扣还，使这101名学

员全部应聘输出到该厂就业。 自开展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以



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健全机构是基础

；加强领导，部门配合，狠抓落实是关键；筛选信息、提供

服务是保证；同时，加强帮助引导，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也

是必不可少的。坚持政府组织与群众自发相结合，农忙与农

闲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市内与市外相结合，既发挥

各类网络机构的信息服务作用，又发挥各种“能人”的牵头

带动作用，不断扩大劳务输出总量，重点提高劳务输出的质

量，推进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术智能型转变，由盲目松散

外出向有组织输出转变，使劳务输出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和稳定就业的重要举措。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市劳动力

培训输出工作在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迈

出了可喜的步伐，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这一新型产业奠定了良

好的基矗但从目前发展情况看，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

要表现在： （一）劳务市场信息不灵、输出渠道不宽，输出

工作种类单一 目前，全市尚未形成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共

享平台，输出渠道不多，信息不灵，输出工种单一，大多数

仅靠干苦力维持生计，稳固率不高，有碍于输出工作的开展

。 （二）思想观念陈旧，意识落后，开拓创新意识不强，适

应能力差，阻碍了劳动力培训输出的开展 长期生活在贫困山

区的农村青年，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思想保守，外出大

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存在着“不愿出去，不敢出去，不会出

去”和部份父母不愿意让其外出打工，担心外出打工挣不到

钱或上当受骗，安全得不到保障，致使大部份富余劳动力闲

置在农村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之部份青年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技能单一，输出去后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较弱，适应不

了市场发展的需要。 （三）市外劳务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但



多以女性员工为主 从各县（区）输出人员以及与我们联系的

几家中介组织需要的人员情况来看，市外劳务市场所需员工

数量较多，发展空间广阔，但需要输送的时间紧迫，且多

以35岁以下的女性员工为主，男性员工占的比例较少，要在

短时间内组织一定数量的女性员工，难度为较大，这给劳动

力培训输出工程进一步的扩大输送规模带来一定的困难。 （

四）劳动力培训输出投入不足 劳动力培训输出工程虽然按市

场化运作，但全市劳务输出还处于市场培育的初级阶段，中

介组织的力量仍十分薄弱，还需政府扶持。各职能部门在从

事培训工作中，相应的培训经费得不到落实，而培训对象绝

大多数来源于贫困山区，他们有外出务工的愿望，但却无法

支付培训费用和外出务工车旅费，成为制约这一新型产业发

展的瓶颈。 （五）跟踪服务滞后、信息反馈缓慢 要使输出的

劳务人员稳得住，减少一些问题特别是侵害权益事件的发生

，就必须加强输出单位与输入单位的联系，做好劳务输出跟

踪服务和信息反馈工作。由于经费问题和此项工作刚起步，

多数县在跟踪服务管理和信息反馈方面没有很好开展，一旦

发生侵权事件，将对今后劳务输出造成一定影响。 四、下步

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要牢固树立劳务

培训输出在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就业，增强农业发展后

的战略地位认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配合新

闻部门，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的宣传力度，广泛宣

传，积极引导，多渠道、多形式、多行业的多输出、快输出

，营造良好的城乡富余劳动力培训输出就业的社会环境。 （

二）切实加强领导，狠抓责任落实 督促各县（区）和各部门

对全市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会议的贯彻落实，做好劳动力培



训输出年度计划和目标考核责任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乡镇

和各有关部门，采取年初签订责任书、月统计、季检查、年

终考核的办法，确保劳动力培训输出措施落到实处。同时，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广泛参与，演

好劳务输入“大合唱”，为全市的劳务培训输出工作创造良

好的条件。 （三）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务工人员技能和

素质，打造我区技能型、高素质劳务输出的品牌 按照市场化

、社会化的要求，创新培训模式，调整和改革各类培训机构

，积极组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通过规范、引导，逐步形成

以市为中心、县为骨干、乡镇为基础的农村劳务培训体系；

建立培训与输出的互动机制，依照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式培

训”，以培训专业技能、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为重点，把劳

动技能、思想道德、政策、劳动合同法律法规培训和安全常

识及公民道德培训，法律知识、安全防范等培训内容结合起

来，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市场竞

争能力，就业稳定性和安全防范意识。 （四）提高信息服务

水平 要本着“输前认真考察，输出严格组织，输后加强管理

”的原则，严格审查务工信息，把好务工人员思想关、技术

关和健康关，以适应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协同用人单

位搞好跟踪服务，维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五）进一步

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要通过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实现全市劳

务输出工作“四个转变”，一是输出对象由单一型向多元型

输出转变，二是由数量型输出向数量、质量型输出转变；三

是由自发地、无序地输出向组织化、规模化输出转变；四是

输出效益由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培养人才和劳动致富转变。要

进一步总结和运用近几年来开展对外劳务输出的成功经验，



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积极搜集、筛选劳务供求

信息，为外出劳动力提供准确可靠的务工信息，努力提高劳

务输出的成功率和稳定率，确保劳务输出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和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努力把全市劳

动力培训输出工程做成一个富民强市的新型产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