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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要聞

推動民族地區就業
共創人民美好生活

大家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
民族地區就業工作，就業政策不斷完善，就

業公共服務切實加強，就業渠道日益拓寬，就業
形勢保持總體穩定，為民族地區打贏脫貧攻堅
戰、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自
然、歷史、社會等原因，民族地區就業還面臨一
些問題和挑戰，包括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職
業技能培訓水平不高、就業服務可及性有效性不
強等，需要持續用力推動解決。

確保走得出留得下融得進
委員們建議，產業發展是促進民族地區就業的
關鍵所在，要因地制宜發展民族地區農產品深加
工、傳統手工藝、文化旅遊等特色產業，支持承接
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實現以產業帶動就業。
要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發揮互聯網優勢發展零工
經濟、平台經濟、庭院經濟等新業態，讓更多人
「離土不離鄉」就近就地就業。要加強職業技能培
訓，建立健全校企協同合作機制，開展「訂單
式」、實用型、定崗定向教育培訓，幫助民族地區
群眾提升就業能力，破解「一邊就業難、一邊招工
難」的結構性矛盾。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完善民
族地區高校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實現高等教育
與就業需求有效銜接。要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
廣力度，提升民族地區群眾掌握使用水平，逐步破
除就業中的語言障礙。要深化東西部勞務協作，發
展「一縣一品」特色勞務品牌，加強少數民族流動
人口服務管理，促進民族地區勞動力從自發輸出向
精準輸出轉變，確保他們走得出、留得下、融得
進。要加強政策宣傳教育和就業指導，引導民族地
區群眾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擇業觀，激發就業創業
內生動力。

勞務轉移「出去」產業轉移「進來」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人口一直在向東部和
內地城市流動，今天，勞務產業仍是民族地區促進
群眾增收最現實最有效的產業之一。
來自貴州的黃榜泉委員用數據說明了這一事

實：貴州省常年約
有900萬農村勞動
力在外務工，務工
收入佔到家庭收入
的7成以上。黃榜
泉認為，應依託東
西部對口幫扶機
制，強化對口勞務
精準幫扶。他建議
由東部幫扶省份負
責企業用工信息收
集發布、指導鼓勵
使用民族地區農民
工、開展勞務對接
和員工培訓等，民
族地區負責開展農
民工外出務工培
訓、訂單輸出、農民工和用工企業維權保障等，並
支持民族地區在東部沿海地區設立農民工服務保障
機構。
民族地區群眾外出務工該如何適應城市生活？

會上，天津市政協委員阿依木汗．烏斯滿介紹了自
己的經驗。1991年，她和丈夫從新疆來到天津，
從賣烤串開始創業，得到當地相關部門的大力幫
助。她說，應進一步發揮社區作用，努力在勞動就
業、子女入學、社會保障、醫療衞生等方面讓民族
地區的勞動者享受城市均等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
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就業創業指導
等培訓，幫助他們更好融入城市。
民族地區一部分農村務工人員走不出去，不僅

僅因為文化習慣差異。來自四川的達久木甲委員建
議推廣農民工進城務工積分制，在就業諮詢、職業
保障等方面提供服務，着力規範勞務中介行為，人
社等部門支持民族地區建立縣級或區域性勞務服務
中心，牽頭制定「勞務中介條例」，引導鼓勵勞務
經紀人成立行業協會，並加大就業市場監管。
除了讓勞動力轉移「出去」，讓產業轉移「進

來」也是一個重要途徑。6年前，國務院參事湯敏
與林毅夫委員開始在新疆和田推動勞動密
集型產業轉移試驗，他把經驗帶到了會
上，建議統籌產業向民族地區轉移的戰略
布局，採取大分散、小集中、一縣一品的
集約化轉移方式，通過產業鏈來彌補區位
劣勢，同時實行更優惠的產業轉移支持機
制。

轉化特色文化資源為就業優勢
民族地區的特色文化資源是催生就業崗位的土

壤。「已公布的四批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中，少數民族項目佔了近40%。如何更好將特
色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就業優勢，是民族地區以產
業發展帶動就業創業的重要選擇。」會上，潘魯生
委員建議整合手工藝產業鏈條，以產業發展打牢就
業基礎。
弱、小、散的傳統手工藝必須進一步產業化、市

場化，才能帶動廣泛就業。潘魯生建議以政策推動
民族手工藝企業攜手合作，並推動上下游企業的合
作，建立民族手工藝產業聯盟，促進跨界整合，引
入專業化運作團隊及社會資本，打造全產業鏈的運
作模式，並通過文旅融合拓展就業渠道。
提到民族地區的特色產業，很容易想到遍布大

江南北的「中華第一麵」——拉麵。正是靠着一
碗小小的拉麵，西北不少群眾才跳出「農門」、跨
進「城門」。會上，劉同德委員說：「『小拉麵』
是可以實現一業帶百業的『大產業』，應以拉麵
產業為龍頭統籌上下游，支持建設現代農牧業示範
區，加大龍頭企業和品牌建設扶持力度，建立覆蓋
全國的集種養、加工、配送、連鎖經營為一體的拉
麵產業體系。」
甘肅、青海兩省群眾已在境外開設拉麵店500多
家，劉同德認為應把拉麵作為「一帶一路」民間外
交的重要內容，做好推介搭橋、簽證辦理、語言培
訓、餐料出境等服務，讓這碗友誼麵沿着「一帶一
路」走向世界。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對於民族地區而

言，就業不僅關係到鞏固脫貧攻堅成

果，更關係到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國

家長治久安。十三屆全國政協第47次

雙周協商座談會日前在京召開。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

會議。他強調，要深入領會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民族工作的重要論述，從政治高

度認識民族地區就業問題的特殊重要

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

持從實際出發、精準施策，堅持供需兩

端發力，發揮我國政治優勢和制度優

勢，推動民族地區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

量就業，讓各族人民共創美好生活、共

享改革發展成果。委員們從不同角度建

言資政。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 44月月99日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四十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四十
七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七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全國政協主席汪
洋主持會議並講話洋主持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民族地區就業難，還難在大學生的就業。
會上，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劉新樂委員列出
這樣一組數據：全區2020屆普通高校畢業生
134380人，初次就業率為68.11%，低於全
國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其中蒙古語授課畢
業生初次就業率僅為53.77%，又低於全區平
均水平。
劉新樂分析認為，民族語言授課生大多來

自少數民族聚居的農村牧區，普通話表達能
力差，專業選擇局限性大，而且就業區域相
對集中、去向分布相對固定。他建議深化教
育體制改革，實現高等教育與社會需求有效
銜接，根據社會需要開設專業、設置課程，
着力培養學生普通話表達能力和通用技能，
實現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在各學齡階段全
覆蓋。
西藏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也和內蒙古有相似

的煩惱。來自西藏的阿沛．晉源委員說，應
進一步優化政府部門的協同機制，做好幫扶
就業政策解讀、宣傳工作。高校教育應以就
業為導向，增強動手、實踐能力培育，提升
畢業生就業綜合素養。提供精準的就業指導
服務，既做好「強信心」的思想引領工作，
又做好「暖人心」的就業服務工作，引導畢
業生和家長樹立正確的就業創業觀念。
在相對落後的民族地區，大力發展職業教

育是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更為現實的選擇，
會上，孟憲明委員建議加大現代服務業發展
力度。他說，社會上「白領」、「藍領」標籤
觀念依然嚴重，部分欠發達地區畢業生就業
主要傾向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招考，參加
各類企業招聘和實訓的積極性不高。孟憲明
建議提升職教人員的社會認同，並完善相關
政策法規，將職業教育和產業化人才的培養
融為一體，一方面職業教育學校認真開展相

關專業課程教育，另一方面企業提供
培訓、實習所需軟、硬件條件，
讓學生在企業裏進行「真槍
實彈」的技能培訓，從而
更快走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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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學生就業走向全國，圖為在拉薩市
舉行的西藏自治區高校畢業生人才專場招聘
會上，求職者與企業招聘人員交流。

資料圖片

●●青海拉麵館開進埃及青海拉麵館開進埃及，，圖圖
為拉麵師傅在表演把拉麵穿為拉麵師傅在表演把拉麵穿
過針孔過針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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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總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香港特區政府 13
日公布的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內容，昨日提交立法會進行選舉修例草案的首讀。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決
定和基本法附件的修訂內容，開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相關工作，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龔俊龍認

為，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體現「愛國
者治港」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充
分體現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更加廣泛
的代表性。
龔俊龍堅信，完善後的選舉制度回應了香港的主

流民意，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香港的整體利益，草
案平衡了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聲音，亦正式賦予香港重

回正軌的機會。香港各界應把握新時代的契機，以開
拓創新的視野將現有的工作做得更廣、更深，專注發
展經濟民生，推動香港的經濟升級轉型，在外循環中
發揮積極作用。
廣總全體成員期盼立法會盡快審議通過完善選舉制

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使香港回歸正軌，恢復社
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