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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昭阳区
北闸街道红路安置区
寒意甚浓，但依旧阻挡
不了务工人员返岗就

业的热情。上午9时30分，红路馨居同心
广场及公路两旁人声鼎沸，2000 余名务
工人员带着行李有序排队，等待 42 辆大
巴车载着他们奔赴上海、常州、苏州、福
州、广州等地，开启新一年的奋斗。

欢送仪式结束后，外出务工人员排队
有序上车，他们有说有笑，带着家乡的特
产、亲人的嘱托，怀揣着梦想踏上新一年
的务工之路。

今年 45岁的陈国云在浙江一家印染
厂务工，每月有 5000元的收入。他说，今
天外出务工，政府的一条龙服务全力解决
了他们“出行难”的问题，让他们能够“出
门进车门，下车进厂门”，安全顺利返岗。

昭通至泰州，姐弟三人结伴而行
上午 9 时，张洪和父亲张亮华、姐夫

伍燕平早已在红路馨居同心广场附近打
包好要带走的行李。两麻袋腊肉、三个行
李箱、一个手提包、两个手提袋……在父
亲的提醒下，张洪又清点了一遍要带走
的行李，焦急又期待地等着大巴车的安
排情况。

这是张洪第 5年外出务工，但却是第
一次坐上政府组织的免费大巴车，这得源
于父亲张亮华“灵通”的消息。腊月二十
六那天，张亮华在社区群里看到免费乘坐
大巴车报名登记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儿子和女儿。张洪和
姐姐、姐夫到社区报名后感叹，“真是雪中
送炭啊，一直还在为买节后返程车票发愁
呢。”“这下好了，可以安心过年啦！”“我们
3个人能省下1500元，真好！”

“前几年，要么坐火车返乡，要么开私
家车回去，或者就在外地过年。”张洪说，

这几年一直在江苏省泰州市务工，干过外
卖员，做过工地苦力活，现在是一名线上
销售员，销售的产品主要是眼科设备，每
月收入6000元左右。

在外有 12 年打拼经历的伍燕平，看
上去更沉稳些，与人沟通更是游刃有
余。伍燕平在江苏泰州一家重工机械
企业做销售员，多年的销售经验让这位
昭通人在泰州找到了赚钱的门路，每月
几乎都能赚八九千元。企业部门负责
人对他也很不错，“有一年春节，经理给
我报销了往返的车费，有几千元呢；有
一年过年，我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经
理直接让我开着公司的车回家，那年我
在昭通还谈成了一笔订单……”说起在
外务工的经历，伍燕平的脸上洋溢着小
有成就的笑容。这一次，他将带着妻子
和张洪到那个让他赚大钱的地方，去创
造他们的新生活。

一年又一年的辛苦打拼，为的当然
是赚钱养家。“浙江这边的薪资待遇比
老家高很多。”张洪 5年前第一次来到浙
江，就决心要留在这里务工。他打算今
年多存些钱，年底回家把媳妇娶了，“如
果她愿意，我想带她来浙江工作。”张洪
笑着说。

张洪认为，在大城市不光能挣到钱，
还能学到新东西，增长见识。比如工作之
余，张洪还在泰州考了驾照。“在老家，一
辈子只能干农活，我必须出去闯一闯。”

昭通至宁波，三口之家一路向东
对于东部地区，很多昭通籍劳动者都

像张洪一样，对它充满希望，无限向往。
不少人还拖家带口一起去那里务工，队
伍中颇受瞩目的杨敬一家三口就是一个
例子。

人群中，杨敬背着 2岁的孩子安静地
在人行道转角处来回踱步，哄睡孩子之际

靠运动取暖。戴着毛线帽和口罩的她，
时 不 时 望 向 丈 夫 尹 付 寻 找 车 辆 的 方
向。脚下两三个小包和别人几大箱的
行李形成鲜明对比，“都是些孩子的东
西，到那边安顿下来再购置物品，何况
现在快递方便，若想吃老家的腊肉了，
请老人快递过去就好了。”杨敬解释着
自己简单的行李。

“我们早上6点多就起床准备，9点从
旧圃过来的。从我舅舅口中得知政府组
织免费大巴车的消息后，便第一时间报了
名。节省下来的 1000 元，应该够我们在
那边一两个月的房租吧！”

今年 26 岁的杨敬是第一次出远门，
虽然对大城市充满了无限憧憬，但也对即
将遇到的困难做好了心理准备。毕业于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护理专业（中专学历）
的杨敬，一直在昭阳区的一家医院里当护
士，并与医院的后勤人员尹付相恋。两人
于2023年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小家，尹付外
出务工赚钱。经亲戚介绍，尹付进了宁波
的一家电子厂，每月收入七八千元，年底
赚了5万元带回家。

今年，孩子 2 岁了，尹付决定带着妻
儿一起奔赴大城市。务工者常常面临工
作与家庭难以平衡的困境，许多务工者
为了谋生不得不远离家乡，将年幼的孩
子留给老人照顾，自己则在异地他乡打
拼。而像尹付这种带着妻儿一起外出闯
一闯更是反映了务工者内心深处的无奈
和心酸。

“我想带着妻儿一起出去闯一闯。希
望我们能在宁波找到赚钱的机会，打拼几
年，积累一定财富后回到昭通，让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尹付充满激情地描述着在
外地的规划。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务工人员陆续返
岗复工，免费“点对点”专列、返岗复工包

机等让他们返岗更顺畅；职业技能培训、
“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的同步推进，更
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昭通作为劳务
输出大市，始终把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群
众生活的基本前提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昭通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对
接，做好一线用工“红娘”，摸清劳务人员
底数，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寻找用工企
业，并向劳务人员进行推介，有序安全引
导群众外出务工，帮助务工人员开启新一
年增收的新征程。

自 2025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
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昭通市共组织开
展现场招聘活动 448场次，推送就业岗位
43.06万个，达成就业协议4.27万份；开展

“局长直播带岗”活动 37场，累计入场观
看人数达 55.13 万人次，推荐就业岗位
13.13 万个。截至 2 月 7 日，全市 61.25 万

名外出务工春节返乡劳动力已转移就业
44.68 万人（其中省外 33.75 万人、县外省
内8.95万人、县内1.98万人），其中点对点
输出6.08万人。

跨省跨省返岗，昭通2000余名务工人员驶向他乡

“ 我 们 想 去 大 城 市 闯 一 闯 ”
记者 唐龙泉飞 文/图

王永伟：“家门口”办厂
记者 唐龙泉飞 通讯员 周 洪 文/图

蛇年春节刚过，云南博将府门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将府门业”）负
责人王永伟便穿梭于镇雄县以勒五金高
新产业园 2号楼和 3号楼的生产车间，认
真指导 6条生产线的流程生产。2024年
12月，博将府门业如期实现 1300套门的
生产目标；今年 1月，产品数量又突破千
套。这个生产量，放在“中国门都”的浙
江永康也算得上中等偏上水平了。

博将府门业在镇雄县以勒五金高新
产业园拥有 1.4万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
6条生产线分别生产不锈钢、推拉、卫浴、
艺术、非标、防爆铸铝6种门。目前，车间
有工人 124人，其中 119人是镇雄籍的乡
亲，他们人均月工资 5500 元（公司包吃
住），最高的有9500元。

“在家门口为乡亲们提供就业岗位，
真好！”王永伟说，“我把技术和设备全部
从浙江永康带回来创业，是正确的。”

远走他乡，进入门业
2003年，不满 16岁的王永伟开始外

出打工。那些年，他跟着父亲在建设工
地上包过毛石、拌过沙灰。后来，跟着堂
婶坐三天三夜的车到浙江永康进厂，睡
过大城市几近废弃的房子和楼顶……几
经辗转，在老乡李大银的帮助下，他最终
找到了一份注塑工作。

之后，王永伟又在永康机械厂做过
车床、磨床、洗床、台钻等工作，一直到
2009年。王永伟感叹：“要是老家有一家
工厂，我们镇雄的父老乡亲就不用这样
离乡背井地在外地务工！”从那时起，王
永伟就有了一个梦想——终有一天，他
会在老家开办一家工厂，让父老乡亲们
在家门口就业！

2009 年，王永伟进入浙江心动门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动门业”）的生产
装配车间当学徒。这期间，王永伟认真
学习每道工序的具体操作。一段时间

后，他找到车间主任，主动申请做装配的
所有工序。由于个子太小、体力跟不上，
再加上技术不够娴熟，他的工作效率只
有别人的四分之一，别人一上午就能干
完的活，他要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才能
干完。但他的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特别用
心、认真、细致。到年底，他的月工资从
最 开 始 进 厂 时 的 2400 元 涨 到 了 4800
元。更重要的是，他做的产品没有一个
投诉电话，这在全车间绝无仅有。

2010 年初，王永伟被提拔为装配车
间的质检员，进入车间管理层。同年 4
月，他被安排到安徽开展售后服务工
作。在安徽，王永伟用真技术、真本事获
得了经销商蓝建兴的认可，并把他这个

“人才”推荐给永康市万事鑫门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事鑫门业”）当装配车间
主任，月工资6000元。

2011 年，王永伟觉得干装配太单
一，又返回老东家心动门业，从事门业
生产的表面喷砂处理工作。在这里，王
永伟努力钻研技术，月工资 3800 元。
半年后，再经蓝建兴推荐，又被永康的
瀚泰铭尊门业“挖”去做质量总监，月工
资 7000元。

其间，他下沉到板筋车间，虚心向工
人师傅们请教。一年后，他已熟练掌握
门业生产的三大车间技术：装配、表面喷
涂、板筋，并升任厂长，月工资9000元。

2015年，王永伟在朋友的介绍下，回
到老东家万事鑫门业的一个分厂做车间
主任，月工资7000元。一年内，万事鑫门
业业务扩展上升成为万事鑫集团，王永
伟也在这期间先后做了万事鑫门业生产
板筋、表面喷涂、装配 3个车间的主任及
办公室主任。

当车间主任期间，他每天都要细致
地巡逻检查一遍整个车间的生产情况，
加强质量监管，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工
作做得比之前的任何一个车间主任都

到位。因此，他进一步得到公司赏识，
2017年，升任生产厂长。

升任厂长后，他针对生产中传统的
冲床容易出现安全事故的状况，主导把
冲床替换成了以激光切割机为主的数
控操作，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安全风险。另外，他还优化车间管理，
在场地和用人上提高使用效率、节省生
产空间、节约公司成本，为企业带来了经
济效益，得到了集团高层的极大赏识。
2018 年，集团提升他做了万事鑫门业的
副总。

成为公司副总后，他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将公司之前单一的传单式营销升
级为电话与网络相结合的现代化营销。
此外，他还在永康研发出了“防爆铸铝门
四开合一”生产技术，并创建了万事鑫门
业的门头生产车间、门花生产车间和网

络营销平台。2021 年，王永伟年薪达到
50 万元，并熟谙了门业企业的生产、管
理、营销等一整套业务。

辞职回乡，创业就业
2021年5月，王永伟从万事鑫门业辞

职，踏上了创业之路，成立了云南博将府
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主要是镇雄籍
的老乡。

博者，大也，王永伟希望自己的产业
能做大做强，同时，“博”与“搏”同音，吻
合自己这些年来一路拼搏；“将”，代表自

己已从一个最基层、最普通的“兵”，成长
为一名业内的“将”，要进一步带领企业
员工去打胜仗，同时也寓意购买、使用公
司门的用户家庭能够出将入相；“府”，自
然就是府第，企业做的是尊贵、气派的

“府第”的门。这是王永伟对自己公司的
定位。

这些年，王永伟一直不曾忘记自己
要在家门口建厂给乡亲们提供就业岗位
的梦想。在永康成立门业的第一年，他
同步将门业生产的业务回流到了家乡镇
雄的赤水源镇洗白村。厂虽建在家乡

了，但由于很多条件不成熟，大部分产品
得从永康生产后再拉过来，运输成本高，
带动就业人员少。此时，王永伟特别盼
望能在镇雄有一个规范化、规模化的生
产基地。

2023年，镇雄县委、县政府到永康招
商引资，向在外企业推荐正在建设的镇
雄县以勒镇“中国西南五金城”产业园
区，呼吁镇雄籍企业家回乡创业发展，在
家门口带动更多乡亲就业。

“这可是我多年来一直期盼的呀！”
王永伟到园区实地考察并了解相关政策
后，他的博将府门业于 2024 年 6 月正式
入驻以勒“中国西南五金城”，成为以勒
五金产业园入驻的第一批企业，同时也
是第一家投产的门业。在接下来的两个
月，王永伟把永康门业的生产设备和技
术工人全部迁到了以勒产业园区。“现
在，镇雄的创业环境太好了，我相信镇雄
县委、县政府，相信我的家乡。”王永伟
说，“这半年来，镇雄县委、县政府真心关
心回乡创业发展的企业，职能部门的服
务做得非常好，企业需要办的事情，好多
都是园区产管委的同志办好了，给企业
送上门。”

现在，王永伟的生产车间拥有在全
国都算得上先进的激光切割机、云南省
最大的一条非标门生产线以及云南、贵
州两省最先进的一套铸胶喷涂设备。王
永伟说，现在，博将府门业能达到这样一
个水平：凡是永康能生产的门，这里都能
生产。

半年左右的时间，博将府门业以镇
雄为中心，在西南地区 300 公里内拥有
了稳定的 700 余户线下商家，月均生产
量达到了 1200 余套，月产值超过了 300
万元。王永伟计划 2025 年实现月生产
门 2000 套的目标，同时在市场上实现
以镇雄为中心，覆盖西南地区 500 公里
范围。

“那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父老乡
亲，不用背井离乡，在我的厂里、在他们
的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
作。”机器轰鸣，发出各种金属碰撞的脆
响。回乡创业的王永伟，正造梦眼前、逐
梦远方……

乡亲们聚在路边等待乘坐务工专车。

王永伟（左一）在工厂指导生产。

志愿者引导前往上海务工的乡亲们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