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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人社部——

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建立

和完善乡村建设工匠（以下简称工匠）培训和

管理工作机制，提高工匠技能水平和综合素

质，培育扎根乡村、服务农民的工匠队伍，为提

高农房质量安全水平、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意见》要求，到2025年，基本建立工匠职

业体系、职业标准体系、培训考核评估体系，工

匠技能培训和队伍培育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

农房质量安全水平得到普遍提升；到2035年，

工匠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工匠技能水平和综

合素质大幅提升，工匠技能培训和队伍培育管

理工作机制基本完善，工匠成为农房和村庄建

设的重要人才支撑。《意见》提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依据《乡

村建设工匠国家职业标准》，编制培训大纲、通

用教材；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专项培训与系统培训相结

合；设区城市至少建立1个工匠培训基地；要积

极构建覆盖工匠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工匠每3年至

少轮训1次；要提升培训实效，鼓励“一专多

能”，引导工匠熟练掌握具有地域特色农房建

造技术，指导工匠学习掌握农房新型建造技

术。《意见》还要求，要通过优化工匠队伍结构、

建立工匠管理名录、规范工匠队伍建设，积极

培育乡村建设工匠队伍；要通过强化质量安全

责任意识、加强工匠施工行为监管、开展工匠

信用评价，加强乡村建设工匠管理。

（朱凌青）

霍邱县夏店镇——

文明实践扮靓新春佳节
龙年新春佳节，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为进一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贴民心、有实效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欢乐祥和的节日增添了一道靓丽

风景。

集中座谈谋发展。春节期间是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高

峰期，夏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抓住有利时机，纷纷召开

一系列“乡贤叙乡情共谋振兴路”座谈会。镇、村干部宣讲党

的惠民好政策、家乡发展变化新景象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新

举措，在一片祥和、融洽和喜庆氛围中凝聚了乡贤们支持家

乡建设的共识和力量。

志愿服务暖人心。夏店镇镇、村两级党组织针对今年春

节期间暴雪冰冻恶劣天气，组建了由党员、乡贤、致富能手等

为主的志愿服务队伍300多人，围绕保安全、保供给等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入户开展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排查、应急

抢险和在主要交通路口值班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春节期

间志愿服务无处不在，群众过节安然无恙，全镇实现了安全

事故和群众投诉等“零记录”。

主题宣讲树新风。夏店镇充分利用春节期间农闲、人多

等优势，深入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和好婆婆、好媳妇等身边好

人的感人事迹，进村入户“面对面”宣传倡导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孝老爱亲等文明新风，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全镇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

夏店镇坚持春节期间“不打烊”，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榜样力量大，群众实惠多，让“家门口的幸福”深入人心。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河北省滦平县如意家园小区，丁海

艳家一派热闹景象。前不久评上河北

省乡村工匠名师的她，正在指导前来学

习编织的姐妹们织帽子。2016年，她成

立了滦平县美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

带动周边 1500 余名妇女学技能、增收

入。后来，在当地妇联扶持下，她入驻

滦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并开设

了扶贫车间，通过各类平台开展培训百

余场。放眼广袤农村大地，无数个像丁

海艳一样的乡村工匠，扎根乡土、传承

技艺，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

乡村工匠，主要是指县域内从事传

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够扎根农村，

传承发展传统技艺、转化应用传统技

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

收，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技能人才。发

挥乡村工匠的带动作用，既有利于留住

乡愁、盘活乡土文化资源，也有助于带

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

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挖掘培养

一批、传承发展一批、提升壮大一批乡

村工匠，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

艺人创新创造活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

“培育乡村工匠”“挖掘培养乡村手工业

者、传统艺人”“支持鼓励传统技艺人才

创办特色企业，带动发展乡村特色手工

业”。可以说，挖掘培育乡村各类技能

人才，既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

手。

不同的乡村，历史各有特点，文化

各有特色。激发乡村工匠队伍活力，需

要在“特”字上做文章。刺绣印染、编织

扎制、雕刻彩绘、陶瓷烧造等，这些充满

文化气息的传统技艺技能，也是许多地

区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特色标识。

杨云东是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的一名古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13

岁就开始学习古建筑修缮、古村落保护

等技艺。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清

晰地意识到，要更好保护、修复古建筑，

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艺。恰逢广

西举办乡村传统建筑工匠培训班，他便

报名参加。通过参加培训学习，他增进

了对桂北民居大木构造、营造技艺和时

代特征的了解，加深了对桂北民居价值

判断、保护修复理念和原则的全面认

识。立足本土资源，结合当地实际，挖

掘传统工艺，才能更好培养技艺精湛、

带动产业发展能力强的乡村工匠。

在乡村发展不容易，长期坚守更不

容易。做好保障，完善乡村工匠评价体

系，不断增加乡村工匠的职业认同感和

归属感，十分重要。重庆市将大足石雕

从业人员、农村建筑工匠、农机合作社

经理人等乡村工匠纳入职称评价体系，

并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平台建设等项目

给予政策支持；浙江省在各类评奖评优

中对乡村工匠予以适当倾斜，还支持鼓

励将乡村工匠纳入省内各地人才管理，

享受相应政策待遇。从实践来看，营造

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

环境，就能更好激发乡村工匠内生动

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推动乡村工

匠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

农村现代化”。蓝图激发昂扬干劲，乡

村涌动蓬勃生机。相信随着培育机制

的不断完善，活跃在广袤山乡的乡村

工匠，将带着一项项独具特色、承载文

化、带动产业的传统技艺，为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

贡献。 （周珊珊）

传承技艺促振兴

【乡村时评】

春暖农事忙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濉溪县四铺镇五铺村的

亿人种植家庭农场一栋温室大棚，只见几名村民

正忙着采收嫩绿的菠菜。

“菠菜收购价2块钱每斤，市场销路好，不愁

卖。一茬菠菜亩产2000斤，销售收入4000元。”农

场负责人赵世军说，他的家庭农场占地204亩，建

有156栋温室大棚，常年种植时令蔬菜，年产量达

2000吨。

五铺村村民张雷，自2021年6月家庭农场建

成起就在此务工。

“从播种、浇水、施肥到采摘、分拣，除去每年

过年那几天，其余时间都在农场务工，平均月收入

2000多元，挺满意的。”张雷告诉笔者。

目前，亿人家庭农场带动五铺村70多名村民

常年务工，每人年平均收入2.4万余元。

“我们在春节前就把这三棚的瓜苗嫁接好

了。”在五铺村育苗基地，正在忙活的村民陈梅告

诉笔者，嫁接一板瓜苗3块钱，平均每天能完成70

板，工钱就有210块。

五铺村是当地闻名的“蔬菜村”，但过去瓜苗、

蔬菜苗基本靠外购。为延伸种植产业链，2022年，

该村利用部分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村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积累资金，建成占地30亩、3栋高9米的独立温室大棚，年

育苗200万株，在满足本村种植户需求的同时，瓜苗、蔬菜苗

还销往蒙城、萧县、砀山等周边地区。

五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彬告诉笔者，该村依

托土地资源优势，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在“大棚经济”上

做文章，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种植的芹菜、菜豆、辣椒等

农产品均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种植的西瓜、甜

瓜、草莓畅销长三角市场，大棚种植面积2600余亩，带动

6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大棚经济”鼓起了村民“钱袋子”，壮大了村级集体经

济。2023年，五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8万元。

（吴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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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在亳州市谯城区张店乡年丰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在温室大棚内管护西瓜苗。天气回暖，亳州

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培育蔬菜、瓜果秧苗，为春耕生产提供种苗保障。 刘勤利 刘松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