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炮之乡”不再是浏阳的代名词，

“多轮驱动”将确保经济迅速持续发展。

———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

易佳良

■记者 黄京

提起浏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花

炮之乡”。不过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

记易佳良却认为，随着“四化两型”建设的

全面推进，浏阳经济的迅速发展，“花炮之

乡”不再是浏阳的代名词。他说，浏阳这个

全省人口最多、面积第二大、县域经济基

本竞争力位于全国第65位的县级市，“代

名词”难找，但“代言物”很多，“多轮驱动”

将是两型浏阳的新脸谱。

【代言物一】 医药特色文化城

位于浏阳永安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在创办之初可谓是“前不着村后不

着店”的偏僻区域。但在2010年，创办十

年之后， 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71亿元，

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产值76.99亿元。

谈及奇迹背后的原因，长沙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管委会主任、浏阳市委副书记张贺文

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一对衣着普通、背

着休闲包的夫妇， 来到园区洽谈业务，受

到了热情接待， 并与张贺文交谈甚欢。这

对夫妇立即在这个区位交通并无优势的

园区签下了一笔大合约。原来，他们跑遍

了大半个中国去寻找合适的生产基地，但

普通的装扮让他们连连碰壁，甚至连负责

人的面都见不到。张贺文说：“我们没有加

入拼低价、让税收、牺牲园区和公众利益

的恶性竞争中去， 而是通过打造产业平

台，靠服务来赢得投资者。”

前几天，该园区举行了灵圣寺（药王

庙）迁址重建祭祀活动。新的灵圣寺新址

占地面积20.05亩， 拟建药王殿、 大雄宝

殿、仙寿山等主体建筑及配套设施，总投

入2000万元。 另外计划今年启动药膳养

生城、湖南医药科技文化馆都是体现医药

文化重大项目，湖南医药科技文化馆将于

下月开馆接待参观者。

【代言物二】“名片”手机

随着3G手机的盛行， 触摸屏已经成

为手机生产里必不可少的元件。 3月下

旬，台湾介面光电公司宣布将继续在长沙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触摸屏项目的全

球最大生产基地，而且还将启动建设更为

先进的相关延伸项目、筹备建设触摸屏科

技的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技术产品项目，

预计投资将超过30亿元。

张贺文认为，随着触摸屏生产基地的

建成，以后在浏阳很有可能生产出全球首

款屏幕可折叠的电脑，和外形如同“名片”

的手机。他表示，园区“十二五”的目标是

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税收40亿元。

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化实现工业产值500

亿元。

今年3月8日， 该园区内的永清环保

公司率先上市；尔康制药、威尔曼已完成

股改，盐津铺子、蓝思科技、泰尔制药等已

基本完成上市前期工作。易佳良说，“这些

都是新兴环保企业，符合‘两型’要求，也

将成为浏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代言物三】 高速公路

浏阳境内曾经没有一条高速公路，

但随着2012年长浏、 大浏、 浏醴高速公

路建成， 浏阳37个乡镇街道都有高速公

路通过， 全市高速公路里程将达217公

里， 成为全省高速公路密度最大的县

（市）。对此，易佳良颇有信心地说，“我们

将全面实施‘西融长株潭、南接珠三角、

东连长三角”的战略举措，完善综合交通

网络， 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5%、 达到1000亿元， 财政总收入突破

100亿元。”

【代言物四】 安全无污染的花炮

浏阳市民宋怀智是浏阳一家大型花

炮企业的负责人兼高级燃放师。 不过，他

现在已将事业重心放到了一万亩油茶基

地上。之前，他的花炮企业每年纯利润可

达数百万元，而现在油茶基地却要在5-8

年后才能看到回报。“用工业支持农业，我

关注的不是经济回报，而是希望通过这样

的产业转型，实现生态环保的目标。”

曾引领浏阳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花

炮产业是否将在浏阳逐渐没落？ 对此，易

佳良认为，浏阳目前需要的是“多轮驱动”

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因此花炮产业在经济

总量中所占比重减少， 份额缩小是必然

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安全无污染的花

炮，这对花炮企业在提质转型中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盐津铺子加工车间。 记者 谢婉雪 摄

安达电子，桃江县这家支柱企业，年

初计划招聘员工1000人，该县层层发动，

却只招到300多人。与此同时，不少企业

为应对招工难，开出的工资不断上涨。长

沙一家保洁公司招工， 开出的月薪就达

2400元。 虽然我省是全国五大劳务输出

大省之一，但也跟沿海地区一样，出现了

“用工难”、“用工贵”现象。不论是电子、

机械、纺织、服装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

还是保安、家政、环卫等技术性要求不高

的行业，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用工难”必然导致“用工贵”

企业“用工难”和“用工贵”，实质上

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工难”必

然导致“用工贵”。冷静分析，这种现象的

出现决非偶然。

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跟不上用工需求

的增长，这是“用工难”、“用工贵”产生的

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积累多年的农

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

移，经过30多年的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绝对量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国家经济

快速发展，对岗位的需求始终在增长。

务工人员工资待遇偏低， 也是引发

“用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企业总

是抱怨“用工难”、“用工贵”，招不到人。

其实，“用工贵” 是相对于过去劳动力廉

价而言的。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国家，

特别是在我们湖南，用工还是不贵的。现

在，国家进一步重视粮食生产，一系列惠

农政策的实施， 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上

升，城市的吸引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另外， 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之间的

竞争，也使得招工形势更加严峻。

“用工难”、“用工贵”现象的出现，直

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引

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各级党委、

政府在招商引资中， 开始统筹考虑劳动

力供应问题； 各地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 省政府还将其纳入对市州政府

绩效考核评估体系； 更加重视提高和监

督执行好最低工资标准， 帮助农民工工

资到位； 加大进城务工人员的信息服务

和职业培训工作的力度；努力创造条件，

逐步解决农民工购房、社保、医保、子女

受教育等问题， 真正为企业“用工难”、

“用工贵”排忧解难。

理性对待“用工难”“用工贵”

那么，我们的企业和求职者，又该如

何理性地对待“用工难”、“用工贵”呢？

对企业来讲， 应该主动提高员工待

遇，增强企业的吸引力。

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逐步提高员工的工资，为员工办理养

老、 医疗等社会保险， 增加员工福利待

遇，特别是不能拖欠工资。同时，要切实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特别是要牢固树立

人本理念， 创造条件丰富员工精神文化

生活，拓展员工发展空间，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让员工感觉在企业工作有归属感、

有奔头。

对求职人员来讲， 对自己的工资待

遇应有合理的预期，不要盲目攀比，以免

丧失就业机会。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用工

难”、“用工贵”与“就业难”往往同时存

在，就业形势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务

工人员要全面、 准确地把握劳动力市场

的新形势。作为务工人员，既要积极争取

较高的工资收入，又不能抱过高的奢望，

以免失去就业的机会。

总而言之， 企业和务工人员双方都

要理性、客观地看待“用工难”“用工贵”

现象，并积极主动地应对，企业和员工只

有在“双向选择”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才能真正地实现“双赢”。

（供稿 省委宣传部 执笔 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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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县域经济

“多轮驱动”新浏阳

全球首款屏幕可折叠电脑或产浏阳

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的阵痛中。城市

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着觉醒中的大地。大

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打工收入是广大农

村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于是，廉价的劳动力，

成为“中国制造”称霸全球市场的独门利器。

量变引起质变。当普通的劳动力成长为

技术工人，当法律的健全促进了劳动力权益

的保障，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便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人口红利”的不断降低，企业很难

再利用低工资、低福利、长时间劳动的廉价

劳动力来谋求发展，不得不寻求技术的进步

及员工劳动保障的完善。“用工难”、“用工

贵”，体现的是社会可贵的进步。

当然，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立在平等、

自愿， 及有利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

企业和员工只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才会真

正做到“双赢”，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希

望，这个过程可以更短一点。 ■单湘平

“用工难”“用工贵”体现社会进步

短评

“双向选择”路子广

———如何理性看待企业“用工难”和“用工贵”问题

热点话题谈心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