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在本地
产业集聚区
就业原因

离家近、
照顾家人方便

81%

在外面打工
生活成本高 6%

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岗位 4%

这里的收入与
外面差距不明显 4%

打算在本地
安家5%

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编辑：石蕴璞 校对：向东 组版：小明
洛阳·财经 05

相关链接▶▶

昨日，市统计局发布《2014年洛阳农民外出务工调
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市每个农村家庭中，至少有一人
是打工族。他们之中，有一半人选择到省外务工，长三
角、珠三角和北京是我市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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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吾夫薛志来，生前系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正科级

干部，于2014年5月11日下

午因病逝世，享年62岁。定

于 5 月 17 日（周六）上午 8

时，在洛阳殡仪馆万安厅举

行告别仪式，敬请吾夫生前

好友前往参加。

妻：吕玲玲 携

子：薛 鹏 媳：邱雨薇

孙辈：薛菲然

哀告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昨日从市地震局获悉，为应对地震、
火灾等突发事件，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更好地为市民提供应急避
险空间，我市将建首个国家II类应急避难场所——洛阳市体育
中心广场避险避难场所。

洛阳市体育中心广场避险避难场所项目区位于洛阳体育中
心人工湖东侧广场，总占地面积 8 万平方米，总投资 200 多万
元，将于6月开工建设，10月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
市首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应急避难场所，最低可容纳1.3万
人避难3天至30天。

避险避难场所建设项目包括：应急指挥管理系统、应急监控
系统、应急供水系统、应急厕所、应急排水系统、应急供电系统、
应急棚宿区、应急医疗区、应急物资供应区、应急消防设施、应急
通道、应急停车场、应急垃圾贮运设施、应急广播系统、应急户外
显示系统、应急通信系统等。所有设施均按II类避险避难场所
配置，建成后将成为我市一个具有综合防灾减灾功能的应急避
难场所，具有应急避难指挥中心、独立供电系统、应急停机坪、应
急消防措施、应急避难疏散区、应急供水等11种应急避险功能，
形成一个集通信、电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于一体的完整网
络，可满足周边2公里内居民的紧急避险避难要求，增强城市应
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据介绍，体育中心广场避险避难场所项目在设计风格上将
与体育中心原有建筑保持一致，坚持物尽其用，充分发挥体育中
心广场现有基础设施的作用，在尽可能不改变原有环境条件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开发应急疏散与避险避难功能。根据场地环
境条件，将整个避险避难场所划分为若干个区，在各分区内设置
不同类型的避难棚宿区，实行分区分列多级管理。同时，根据避
险避难场所总体设计需求，适当扩充必要基础设施，设置各类应
急避难标志及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内容，满足体育中心功能与避
难双重需要，使其成为一个宣传防震减灾的示范窗口，让市民在
平常的休闲娱乐中，增强防震减灾意识。

市地震局科技监测管理科科长张保锋说，体育中心广场
避险避难场所不仅可应对地震灾情，也可在洪灾、火灾等灾害
发生时，为市民提供临时避险避难帮助。目前，我市符合国家
标准的应急避难场所有市区洛浦公园（洛阳桥至西苑桥段）、
吉利区河阳广场和世纪广场等，嵩县滨河公园应急避难场所
正在建设中。

我市将建首个
国家II类应急避难场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21734-2008《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计》规定，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分为
三类：

Ⅰ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备综合设施配置，可安置受助
人员30天以上；

Ⅱ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备一般设施配置，可安置受助
人员10天到30天；

Ⅲ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备基本设施配置，可安置受助
人员10天以内。 （申利超）

【创富主角】

今年24岁的高乾与25岁的余
怡婷，大学毕业后共同创办了一家
文化传播公司，为我市企业制作影
视广告宣传片及三维动画短片。虽
然公司成立时间仅有 1 年多，但凭
借专业的技术和经验，赢得不少客
户信赖。

【创富过程】

外包接单积累经验
“2012 年大学毕业后，我们一

直从网上承接一些国内外动画、游
戏制作企业的外包业务，积累了不
少经验。”余怡婷说，提供外包业务
的企业，往往是业内有实力的大公
司，由于一部三维动画中涉及的内
容非常多，业务分配也特别细致，很
多公司会将其中的一些工作分出来
包给其他小公司或工作室来完成。

余怡婷说，这些大公司对外包
业务的成品要求很严格，一些细微
之处达不到标准，就会被要求返工，
而且接外包业务单的利润比较低，

“通常不超过总价的20%。”余怡婷
说，一单业务总价1万元的话，两三
个同事连续几天加班做出来，利润
仅 2000 元。时间久了，大家的创
业热情受到影响，因此他们开始考
虑转型。

专业服务赢得客户
高乾说，目前洛阳的专业广告

影视制作公司数量较少，专业程度
也不高，但客户希望得到专业水准
的作品，以取得最佳的企业宣传效
果。自己和余怡婷两人有专业技术

和经验，如果主攻洛阳本地市场，一
定能有作为。

2013年1月，高乾和余怡婷合
办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我们只有 20 多岁，而不少客
户企业的负责人年龄都在四五十
岁，他们总觉得我们太‘嫩’了。”余
怡婷说，为了扭转客户对他们的印
象，他们要花费不少心思：尽快全面
了解客户的广告需求，以最短的时
间拿出一套详细的策划方案，并做
出样片让客户看，如果客户满意，立
即加班加点做出成品。

这些做法为公司赢得了客户，
1 年多时间就已接到 20 多单广告
宣传片业务。

未来主推房产动画
“房产动画是通过三维软件将

复杂繁多的平面设计方案模拟成直
观的建筑实景，让受众仿佛身临其
境体验到住宅小区建成之后的风
貌。”余怡婷说，房产动画广告在房
地产市场上的需求量很大，这是公
司未来发展的主攻目标。

余怡婷说，如今洛阳的很多房
地产公司都在使用房产动画广告，
不过多数广告制作业务被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的广告制作公司接
走。他们正考虑多吸收一些专业技
术人才，成立房产动画广告部。

【创富点评】

洛阳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付王
鹏：我市制作动画、影视广告宣传片
的公司并不少见，但称得上专业的
公司并不多。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开
设有动画制作、影视制作等相关专
业，此类专业毕业生完全可以利用
自身的技术优势自主创业。不过，
实际操作经验是很多毕业生的软
肋，建议想在动画、影视广告宣传片
制作行业中打拼的创业者，先花一
些时间积累实战经验，然后再自立
门户。 本报记者 王蕾 文/图

专业服务让小公司受青睐

《2014年洛阳农民外出务工调查报告》发布

半数农民省外务工
三成想在城镇安家

近期，市统计局组织工作人员就
农民外出务工数量、就业结构、地域分
布、务工期盼等问题，对我市210户有
外出打工人员的农村家庭进行了专项
调查。

调查显示，2014年，我市76.7%的
农村家庭有劳动力转移，户均劳动力转
移 1.4 人。虽然外出务工群体的总体
规模仍呈增长态势，但新转移劳动力增
势趋缓。2014 年，我市农村劳动力转
移群体中新增转移劳动力的比例为
9%，比往年增幅减小。

从就业结构看，农民外出务工主要

集中在“建筑家装行业”“电子制造行
业”“物流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占
总体的比例为75.4%，而外省务工回流
人员主要从事管理和技术岗位。调查
人员表示，两者对比反差说明，我市农
民工技能培训的层次需要提升。

在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
50.7%的人选择到省外务工，表明我市
农村富余劳动力“省外转移”趋势仍较
明显。从外出流向看，长三角、珠三角
和北京仍是我市富余劳动力省外转移
的主要地区，其中到广东、江苏、浙江、
北京、天津的人占73.5%。

从调查结果看，我市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中选择在本市、本县（市）务工的占
41.8%，“就业本地化”趋势更明显。

调查人员表示，我市产业集聚区的
快速发展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本地化
的主要载体，也是劳动力回流加速的主
要原因。

对农村家庭的调查显示：市内转
移的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60%进
入产业集聚区就业。这样的“家门口
就业”，有效解决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

“钟摆式”流动带来社会矛盾和风险的
问题。

对产业集聚区务工人员的调查显
示：我市产业集聚区企业务工人员中，
94.3%来自本市、本县（市），其中有省
外务工经历的占56%。

调查人员表示，大量回流务工人员
在本地产业集聚区内找到用武之地，并
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满足了
我市产业集聚区规模扩大、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对优质劳动力的需要。

产业集聚区促进了产业和人口在
空间布局上的合理集中，不仅如此，农
民离乡务工所带来的留守儿童、留守老
人等社会问题，也得到缓解。

未来 3 年，我市农村家庭打算在
城镇买房、安家的比例达31.7%，其中
打算在县城买房、安家的比例最高，为
13.2%，打算在乡镇买房、安家的务工
人员占13%，打算在城市买房、安家的
务工人员占5.5%。

调查人员认为，这表明我市农村
家庭对在城镇买房、安家期盼较强烈。

这种愿望在产业集聚区务工人员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5%的产业集聚
区务工人员已经在城镇买房、安家，
35%的人打算未来 3 年内在县城买
房、安家，12%的人打算未来3年内在
乡镇买房、安家。

调查人员表示，近年来，我市产业
集聚区的加快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

“进得来”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发展空
间，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产业集聚区让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超三成农村家庭打算在城镇安家

外出务工者青睐粤苏浙京津等地

2014年，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最关注的问题是增加收入、子女教育
和提高劳动技能。

在对这一多项选择的回答中，
希望“涨工资、增加收入”的务工人
员有 73.7%，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
好的教育”的有 37.2%，希望“能够学

会技术、提高劳动技能”的有 35.3%，
希望“用工机构能为自己办理‘五险
一金’、加强劳动保障”的有 33.3%，
希望“家人能够在一起团聚”的有
31.1%。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李书
阁 李宝华 王飞

最关注增加收入问题

工作中的余怡婷

方便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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