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城：服务就业惠民生
薛城区位于山东省南部，是造车鼻祖奚仲故里、铁道游击队故乡，枣庄市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区辖5镇、2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420 . 5

平方公里，总人口41万，其中农业人口29万，农村劳动力1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5 . 5万人。近年来，该区以“创古薛劳务品牌，塑经济强区形

象”为目标，精心打造“薛城轮胎吊司机”劳务品牌，并荣获“全省首届驰名劳务品牌”和“全国优秀劳务品牌”，邵邵飞，孙福臣荣膺“全国优秀

农民工”，薛城区也被山东省授予“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区”光荣称号，培育了“薛城大惠”、“薛城宏宏大”、“港口装卸”、“堆高司

机”等特色劳务品牌，年输出富余劳动力4万余人，年创劳务收入近5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40%以上。

树立品牌
把劳务输出引向有序集中发展轨道

薛城是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试点区，传统产业结构调整、
落后企业破产改制等，致使工人优
胜劣汰，重新配置，下岗失业人员
交叉出现；城乡统筹步伐加快，农
民生活观念转变，加之城中村改
造、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失地农
民逐年增多，全区就业、再就业矛
盾交织，压力巨大。为此，我们开辟
劳务市场，精心打造劳务品牌，促
进劳务输出产业化，大力推动薛城
区农村输出劳动力实现“四个转

变”，即：由松散型向组织型、由体
力型向技能型、由就业型向创业
型、由普通型向品牌型输出转变。
在培育劳务品牌工作中，我们把劳
务品牌作为发展劳务经济、拓宽输
出渠道的“敲门砖”。经过先期划分
区域探索，结合外出务工人员反馈
意见，组建了薛城区驻沪装卸运输
总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发
展壮大，每年招用农民工500余人，
已累计招用区农民工6000余人。借
鉴驻沪装卸运输总公司经营管理

模式，后期又成立了薛城鲁沪港务
有限公司、枣庄永成劳务有限公
司，以此为依托，联系用工单位，组
织实地考察，洽谈用工意向，培养
务工队伍、特殊工种，1997年在长
三角地区孕育了“薛城区轮胎吊司
机”高技能劳务品牌，以其技术过
硬，憨厚朴实、吃苦耐劳等特色享
誉上海滩及周边地区，在全国劳务
品牌展示交流大会上，“薛城轮胎
吊司机”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300余家参展单位中脱颖而

出，获得全国“优秀劳务品牌”和
“山东省首届驰名劳务品牌”荣誉
称号，薛城驻沪装卸运输总公司职
工邵飞、孙福臣荣获“全国优秀农
民工”荣誉称号。同时，注重典型引
路，每年抓住春节前后务工人员返
乡探亲的有利时机，通过在市区电
视台举办专访、举办劳务带头人事
迹报告会、评选表彰劳务输出和返
乡创业带头人等办法，大力宣传

“轮胎吊司机”，引导广大农民大胆
进入劳务输出大军。注重把“劳务

经济”外延扩大，发展了“创业经
济”、“庭院经济”、“大嫂经济”等业
态，2002年到上海淞江大学城打工
的农民工华振，2008年创办了自己
的公司，并招用了薛城180多名农
民工就业；陶庄镇农民赵秀梅失业
返乡后创办了“巧姐柳编合作社”，
吸纳了1000余名农民工，实现了

“不要岗位的上岗，不出家门的就
业”，并每年为附近农民创造2000

多万元的劳务收入，实现了以创业
带就业的良性发展。

定向培养

把劳务人员引向素质技能发展轨道

按照市场化、多元化、社会化
的培训要求，组建了薛城技工学
校，积极与社会办学机构联合，开
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
培训，每年初根据劳务输出人员培
训意愿、求职意向和企业用工需求
制定培训计划，重点实施了三大培
训：

一是岗前培训 针对农村

劳动力转移，变原业的直接转移为
先培训后转移，主要培训了上海港

轮胎吊司机、捆扎工、叉车司机，日
照钢铁厂电工、焊工，临沂太和食
品厂操作工，南京大惠企业服务
员、保安等，全部安置就业，绝大多
数在工作岗位上展现了才能、创造
了良好效益，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
好评。

二是订单式培训 以市场

和企业的需要为转移，确定培训专
业，实行定向招生，开展微机、电
焊、电工、市场营销等专业培训，培

训人员已根据个人意愿全部安排
到上海、苏州、南京、日照等地工
作，基本做到了培训一批、就业一
批。

三是储备式培训 面向有

转移愿望且无技能的农村劳动力
开展培训，并登记储备存入劳动力
资源库，一旦有用工信息及时组织
输出，年均培训农村劳动力3000多
人。在培训中，我们不仅在提高输
出人员技能上求质量，而且在提高

输出人员爱岗敬业、憨厚朴实、吃
苦耐劳，诚信服务意识上下功夫，
涌现了诚实守信的“时家三兄弟”，
连续三年实现100%安全、100%优
质、1 0 0%准时装卸的“邵飞突击
队”。我们的劳务以“诚实、守信、主
动、礼让”的形象，赢得了外地用工
单位的充分信任，赢得了更广泛的
劳务市场，劳务输出规模稳步扩
大，输出质量明显提高，打造了薛
城劳务品牌，实现了劳务输出信誉

和形象双赢。
近年来，薛城区向外输送品牌

专业技术性人才8000余人，特别是
“轮胎吊司机”，占据上海洋山港轮
胎吊司机总量的40%，占据上海港
务集团SCT轮胎吊总量的70%以
上，每名轮胎吊司机每月收入都在
6000元以上，仅1300多名轮胎吊司
机每年就能为薛城带来近亿元收
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倾力服务

把劳务人员引向规范和谐发展轨道
就业服务旨在稳定人心，重在

真诚用心。为做好输出基地和务工
人员的双向服务，我们三措并举，
把劳务人员引向了规范和谐发展
轨道。

一是建立了劳务输出跟踪
服务制度。

集中输出时积极帮助外出务

工人员办理各种手续，安排免费输
送；每年“三夏”、“三秋”等时节，组
织人员为外出农民工家庭抢种抢
收、为留守老人和儿童等提供帮
助。

二是输出中严把用工单
位关。

对新输出用工企业派专人进

行实地严格考察，凡因把关不严造
成人员大量回流的，追究输出单位
负责人的责任。

三是严把务工人员的输出
质量关。

做到有劣迹行为的不转移、

手续不健全的不转移、培训技能不
合格的不转移、身体不健康的不转
移，使企业用着放心、管着省心。早
在1988年，在上海率先设立了驻沪

办事处，按照“三个服务”(服务于全
区劳务输出大局、服务于输出职工
权益、服务于劳务输出企业)，实行

“四个免费“(免费提供输出和用工信
息、免费招录劳务人员、免费输送劳
务人员、免费对输出人员进行培训)

开展劳务输出工作，积极构建劳务
输出发动、培训、输出、后续服务”四
位一体“的工作机制，着力打造薛城
品牌劳务输出基地，从负责协调省
际劳务关系，对外出人员进行跟踪
服务，定期到上海等输出基地开展
回访活动，发放慰问信、就业政策读
本，检查工资待遇发放和合同鉴定

情况等，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关系。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不

少企业纷纷裁员，大批输出人员纷
纷返乡，此时，薛城区劳务品牌发挥
了“三个稳定”效应，即：劳务输出队
伍稳定、输出人员思想稳定、输出人
员家庭稳定。薛城区的劳务输出转
移就业数量不降反升，上海一些用
工企业为稳定“轮胎吊司机“从业人
员，主动提出不减员、不减薪，并优
先安排从业人员家属进港工作。做
法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和上海港高
度评价和肯定，并得到上海港务集
团的认可和奖励。驻沪装卸运输总

公司先后被上海港务集团评为安全
生产和综合治理先进单位、驻港诚
信劳务输出企业；在上海港务集团
组织的技能竞赛中，轮胎吊司机获
得了第一、第二和第六名的好成绩，
以邵飞命名的“邵飞突击队”轰动了
上海滩。

奚仲故里的能工巧匠们用自己
的勤劳和技术树立了品牌，对品牌
建设的重新审视定位，又将最大
限度挖掘品牌潜力，让劳务经济
更加生机蓬勃，为推动薛城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荣誉团队

创业培训 对创业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新落成的薛城零工劳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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