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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乡村技能人才评价政策
助力乡村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促进人

才评价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不断壮大乡村技

能人才队伍。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安徽省乡村技能

人才评价工作指引（试行）》。据悉，这是全国

第一个专门针对乡村技能人才的评价指导性

文件。

笔者了解，此次出台的评价政策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优化载体平台。评价机构将依托当地农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振兴企业、产业项目

基地，就地建立分支评价点、完善考评场所，帮

助乡村劳动者就近参评。支持农业农村、乡村

振兴龙头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完善评价方式。灵活采取考核评价、以项

目代评、直接比照认定等方式，聚焦“能干”“会

做”“实用”，突出对职业道德、安全生产和核心素

养的考核。对乡村振兴急需的技能项目，支持开

发专项能力考核规范，开展专项能力考核认证。

探索差别化评价。分农产品生产加工、农

业农村建设、农业经营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四

类乡村技能人才，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特点探索

实施差别化评价，重点评价掌握核心技能、完

成生产任务、解决关键问题、提升用户体验感

满意度的能力。

支持“特才特评”。对在乡村振兴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乡村实用

人才、乡村能人和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业绩贡

献突出的技术骨干，可突破从业年限、学历等

限制破格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据介绍，围绕深入实施人才兴皖工程，我

省将持续推进技能人才分类评价，着力构建科

学有效、岗位适用、规范有序的社会化市场化

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推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班慧）

霍邱县夏店镇——

党建引领聚合力同心共筑振兴梦
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四个牢牢把

握”推动农村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牢牢把握“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个“总开关”。夏店镇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振兴

优势。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善治理的基层干部队伍，推动农村党员干部成为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主心骨”。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

工返乡，推动更多农村实用人才向乡村汇聚，以组织振兴、人才振

兴赋能乡村振兴。

牢牢把握“抓产业促乡村振兴”这个“主引擎”。夏店镇认真

编制产业规划，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一村一品、一村

一韵”的发展格局。加大“双招双引”力度，积极培育“和美乡

村+”农业、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牢牢把握“抓生态促乡村振兴”这个“金钥匙”。夏店镇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三大革命”、“双基建设”等，打通“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以生态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牢牢把握“抓治理促乡村振兴”这个“稳定器”。夏店镇不断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入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文明村镇”创建、平安创

建、信访法治化建设等工作，全力保障全域和谐稳定，让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徐坤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休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7月14日，淮北市杜集区荷花基地里的200余种约15万朵荷花绽放，吸引周边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近年来，当地以“千村

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部署要求，以打造“皖美休闲旅游乡村”为抓手，加强产业规划，发展壮大

荷花种植产业，大力提升乡村旅游品质，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李语恬 摄

“绿野振兴 与颍同行”
——合肥大学生物食品与环境学院暑期“三下乡”赴颍上县半岗镇助力乡村振兴

为引领新时代青年深入乡村一线，了解乡

村振兴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7月7日—13日，

合肥大学生物食品环境学院“绿野振兴，与颍

同行”实践团前往阜阳市颍上县半岗镇开展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深入百姓生活，聆听群

众心声。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半岗镇乡村

振兴工作站，实践团了解到，近年来该镇坚持以

党建为统领，按照绿色生态、因地制宜的发展思

路，以绿色可持续产业为抓手，实现高质量发展。

杞柳，是淮河岸边随处可见的植物，也是

半岗镇群众致富增收的“宝贝”。在安徽红柳

工艺品有限公司，实践团见识了杞柳制品的

制作流程与工艺。自2016年成立以来，该公

司通过“合作社+科研+公

司+联合体+农户”的形式带

动周边群众400余人就业，解

决了30余户困难家庭就业。

公司开发创新的柳、木、竹、

草编等工艺品，远销欧美、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

产值达上千万。

在阜阳创亿工艺品有限

公司，实践团见识到了桑树根、

茶树根和茶树枝如何变成精美

的根雕作品，并远销海外。作

为“阜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该公司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了

周边农户大规模就业，年产值

达到上亿元。

作为颍上县水稻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半

岗镇引导群众种植优质稻米，全力打造农、工、

贸一体化的龙头企业，位于该镇工业园区内的

郑氏米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代表。在郑氏米

业有限公司，实践团了解了该公司的发展历

程、发展模式、企业规模等信息，了解到该公司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为周边困难群众提供150余个常年就业岗

位，人均年收入50000余元，带动脱贫村18个、

惠及农户 4000 余户，帮助脱贫户户均增收

3000多元。

在持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半岗镇

积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

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绘制了一幅

秀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走进田间地头，感悟乡村新貌

为更加深入了解半岗镇人居环境、民生保

障、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状，实践团

在戴家湖村、黄连沟村、陈巷孜村、邱家湖等地

开展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共访谈调研400人，

回收调查问卷300份。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

半岗镇人居环境更加优美，围绕村容村貌、农

村厕所、农户卫生、集镇环境等内容持续发力；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扎实推进秸秆禁烧、母亲

河治理、畜禽养殖粪污整治等工作；卫生事业、

教育质量、社会救助均有显著提升，逐渐实现

从“一处美”向“一片美”，“环境美”向“生活

美”，“外在美”向“内在美”的转变。

邱家湖位于颍上县南端的淮河行（蓄洪）

区，是国家划定的18个行（蓄）洪区之一，历史上

曾16次在邱家湖炸堤或切堤行洪。近年来，半

岗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化害为利，邱家

湖省级万亩稻渔种养示范基地就是一个

典型代表。该基地采用稻虾综合种养模

式，深入挖掘“水上、水中、水下”的“三水”

特色资源，扶持水上特色水禽养殖、水中

名特水产养殖、水下特色水生果蔬等产业

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当地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深入教育一线，贡献青春力量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在

了解到当地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后，实践

团主动前往半岗镇侯郢小学开展科技知

识讲座10余次，惠及学生160余人次。

期间，实践团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科普、

生物多样性、生活中的微生物、垃圾分类等与

自身专业相关的科普讲解，让小学生亲身体验

到科学知识的魅力。同时，还开展了“两弹一

星”精神红色文化知识宣讲活动、心理健康知

识讲座、防溺水宣传教育等活动，受到学校师

生的一致好评。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

有效的磨砺。合肥大学生物食品环境学院

“绿野振兴，与颍同行”实践团用脚步丈量大

地，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

搏，深入了解了半岗镇的发展新成果与不易，

深刻见识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面貌。队员们

纷纷表示，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要不断修

炼过硬本领，敢于吃苦，将汗水洒在田间地

头，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展现新时代青年

的责任与担当。

（杨林 刘文婷）

图为调研组成员在邱家湖省级万亩稻渔种养示范基地合影。

图为调研组成员在戴家湖村进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