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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龙园旅游区：

搭建工友创业交流

“新平台”

2018年10月，省总工会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工友创业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
出，力争到2020年，我省建立健全

“互联网+”工会促进职工就业创业
平台服务体系，并依托各级“工友
创业园”，帮助有创业意愿和创业
能力的职工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
业，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山东省临沂市龙园旅游区便
是其中的一个“样板”。自2013年
以来，龙园旅游区立足汤头街道
隆沂庄、辇沂庄、车庄、龙王堂子、
红埠岭5个村的“三农”资源，投资
4亿元，将文旅农“三产”融合，在
2600亩河滩地上从无到有，带动
村民创业就业与发展旅游经济、
增加村集体收入、带领群众致富
紧密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河滩地
上建创业乐园”的乡村振兴新路
子，把5个贫穷落后村庄和3827名
村民带上了致富路。

2017年6月16日，临沂龙园工
会成立。自成立以来，积极吸纳员
工入会，现有会员240名。这意味
着龙园旅游区的大部分职工有了

“娘家人”。
近年来，龙园工会举行各类

专业讲座448场次，培训人员2357
人次，培训关于水果种植技术、除
草技术、防治病虫害技术、蔬菜种
植技术以及花卉、农家乐、服务礼
仪等技能，提升周边村民生产创
收技能。

杨宪明作为园林部经理，积
极发挥高学历人才的优势，对园

区树木种植、花草培育、植被病虫
害防治等专业知识有深入研究，
通过技术指导、人才输出成功帮
扶10余家农业合作社和近千名农
民工在果树种植、温室大棚反季
节水果蔬菜等方面实现技术突
破，培育出二月兰、鼠尾草、假龙
头、薰衣草、绣球等品种，带动直
接就业100余人，间接就业800余
人，带动137家蔬菜、草莓种植农
户脱贫致富。

此外，通过提供龙园商铺和
农业创业项目等综合服务，安置
农民工就业，带动农民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旅游区原址占地2600亩，多

为贫瘠土地，村民以1200元/年/
亩的分红，每五年递增5%，每年
增收近200万元，实现了利用荒地
做旅游，不与粮食争农田。

入园工作得薪金。旅游区直
接提供500多个就业岗位，95%以
上员工为当地村民，间接带动
1500人就业。

入园经营得现金。工会为当
地居民提供商铺120余间，村民入
园经营商铺自主创业致富。

成立村民合作社，开展水果、
蔬菜综合种植销售促进村民增
收。建成特色民宿龙泉客栈，莱茵
小镇、荷香园、王府宴、陶然居、玉
龙生态园等乡村餐饮。

淄博乡村能人陈作顺：
“小”桔梗成就脱贫

“大”企业

《意见》提出，组织农民劳模、
企业劳模和新兴农业组织带头
人，以及爱心企业和劳模企业，以
项目指导、技术服务、资金参股、
贸易合作等方式，对口支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项目，帮助初创企业
培训技术人才，解决技术难题，实
现成功创业，振兴乡村经济。

陈作顺便是振兴乡村经济的
其中一只“领头雁”，同时，也是淄
博市沂源县工会的会员之一。

桔梗种植是淄博市沂源县南
鲁山镇的特色产业。2000年，27岁
的陈作顺还是南鲁山镇璞邱一村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看到村里
的乡亲们把地里种的桔梗直接卖
到博山区池上镇，自己收益却不
高，敢想敢干的他单枪匹马跑到
池上镇四处“取经”，借力镇上的
产业扶持政策，陈作顺开始从事
桔梗种植加工生产。

2013年，陈作顺成立了沂源
鹏旭商贸有限公司，把桔梗产业
延伸到深加工。为了打响南鲁山
镇桔梗产业品牌，他争取到30家
企业的支持，成立了沂源桔梗产
业协会，实现抱团发展。如今，全
镇桔梗年产量达到8000多吨，桔
梗加工企业78家，带动就业3000
余人、人均增收8000余元。

同年，随着桔梗加工点规模
的不断扩大，公司产品销往东北、
韩国等地，在南鲁山、悦庄、鲁村
设立了16个加工点，年产量3000
吨，产值3000万元，共有农民工
696人，人均月收入800元，一度成
为沂源品牌桔梗生产的领航者。

2018年5月，南鲁山镇把脱贫
攻坚事业与桔梗产业相结合，探索
推行了“产业协会+龙头企业+扶贫
车间+小微扶贫站”的扶贫新模式，
建设高标准扶贫车间5个，发展小
微扶贫站60个，带动2600名农民工
务工，其中贫困户1600多名，60周
岁以上贫困老人达到1360人，为贫
困户尤其是贫困老人实现精准脱
贫找到了一条好路子。

到今年，陈作顺已经从事桔
梗加工行业20年，他成为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农民工创业创新先进
典型。

记者了解到，省总工会本级
列支专项经费1770万元进行资金
扶持,给予补贴。其中，对省级工
友创业园分别给予5万元扶持资
金，获得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
的给予10万元；对省级农民工培
训基地分别给予10万元扶持资
金，对省级农民工之星和工友创
业先进个人分别给予1万元扶持
资金；列支150万元为1000名返乡
就业创业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和
岗位对接服务补贴。

山东“工友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培育工会载体，打造工会品牌

深化工友创业行动，培育市级工友

创业园25家，市级农民工之星25名。

培育市级工友创业园50家，任城
区培育农村农业领域工友创业园示
范园16个，做到了一乡一品，工会组
织和“工友创业园”对全区农村特色
产业行业全覆盖。

培育17家市级工友创

业园和15名农民工之星。

共培育60个单位和52名个人分别为
“青岛市工友创业园”和“青岛市农民工
之星”，发放以奖代补资金。

以58家省、市级工友创业园为重
点，着力打造高标准创业园工会。

培育县级工友创业园 4 8
个、农民工之星47个，市级工友
创业园30个、农民工之星30个。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市级
“工友创业园”评选活动，评选
出44家市级“工友创业园”。

打造50家市级工
友创业园，培育51名市
级农民之星，打造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品牌。

制定出台“助力乡村”工友创业园、
农民工之星选树办法，分两批命名选树
40个工友创业园、40名农民工之星。

搭建“工创在
线”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全市各级申
报市级工友创业
园22家，农民工之
星19名，工友创业
优秀个人11名。

培育市级工友创业园5 0
个、农民工之星50名、工友创业
优秀个人10名、支持农民工创
业优秀项目22个，将分别给予
一定数量的以奖代扶资金。

创新实施“劳动模范+创业

园”“技术能手+创业园”“党支

部+创业园”模式。

培育选树市级工友创业园51家，2014-2016年
共申报省级工友创业园3家，工友创业园共扶持
创业12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15800余个。

培植“工字号”基地362家，重
点培育72家市级工友创业园和57
名农民工之星。

将工友创业列入市总工会工作
重点，培育56个“工友创业园”。

培育县级以上工
友创业园166个，农民
工之星187名，工友创
业优秀个人38名。

临沂龙园工会举办服务礼仪大赛。

发挥工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工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参与者
和职工权益的代表者、维护者，为工友创业就业提供着全方位服务。2018年6月，山东
省总工会研究制定了《山东工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十项措施》，明确省总工会每
年培育一批优秀工友创业园、一批返乡创业“农民工之星”。临沂龙园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涌现的优秀工友创业园；而淄博沂源鹏旭商贸公司董事长、沂源桔梗
产业协会会长陈作顺正是十佳“农民工之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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