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埋单，我们接受培训，很实用。”早在

2003年，浙江常山县为鼓励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推出了劳务“培训券”。这种做法得到了高度

认可，2004 年，“培训券”制度模式在浙江全省推

广。2006年，常山县被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认

为第一批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

如今，先行示范进展如何？经济日报记者调

查发现，常山农民培训正从早期的“培训券”1.0

版、农民学校 2.0 版，升级到如今的系统化培训

3.0版——常山阿姨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工匠学

院等六大专业院校相继成立，全员化、精准化、分

众化、特色化、数字化培育让常山 10万新农民走

上幸福之路。

“常山阿姨”为啥俏

上岗培训提供质量担保

曾经，常山所在的衢州市是浙江省的经济欠

发达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常年在全省排名倒数。

为了致富，常山有 10万余人外出打工，成了典型

的山区劳务输出县。不同于多地“男方外出打

工，女方留守在家”模式，常山有相当一部分妇女

选择到大城市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她们有一个响

亮的名号——“常山阿姨”。

“有技术在手，不愁赚不到钱。”48 岁的何春

萍是一名金牌“常山阿姨”，她说自己初中毕业，

刚找工作时屡屡碰壁。如今，她手持早教、美食、

护理、育婴等多项专业资格证，有时还能挑一挑

客户。“我们都是提前预订的，一般要提前两个月

以上，老牌阿姨要提前半年以上，市场很俏。”何

春萍告诉记者，“常山阿姨”的这份底气，来自政

府的“质量担保”。

2017年以来，常山创新实施“常山阿姨”品牌

建设工程，县里专门成立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

挂帅；增设全国首个专为保姆成立的事业单位，

全面负责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培训组织、标准制

定等工作；成立常山阿姨学院，设立“常山阿姨”

发展专项基金，每年投入 500万元用于保障事业

发展。

而要成为“常山阿姨”可不容易，需经过层层

把关。县里出台《常山阿姨品牌管理规范》，为每

位阿姨建立家庭、品行、技能、健康和从业五类档

案。对申报“常山阿姨”的个人，必须通过个人申

报、资格初审、部门联查、综合会考、专项体检五

项流程，才能获得《常山阿姨资格证书》。

在日常工作中，“常山阿姨”实行AB岗机制，

即 3 户家庭共用 4 个保姆，如果 A 岗出现不能服

务的情况，B岗马上可以接替，确保 365天服务不

间断。

“通过培训，学生就业率从之前的 10%提升

到 40% ，经 过 认 证 的‘ 常 山 阿 姨 ’就 业 率 达

100%。未来 3年，常山县还将完成‘常山阿姨’培

训 1万人次以上，实现增收达 13亿元以上。”常山

县妇联副主席郑霞告诉记者。

“常山阿姨”上岗证可谓是一块“金字招

牌”。大桥头乡新村村民张根莲是一名月嫂，目

前每月工资近 1.5 万元。可她刚入行时，每天只

能拿 90 元工资。经过培训，张根莲成为经过认

证的“常山阿姨”。“现在不仅还清了前几年为医

治丈夫欠下的 18 万元债务，还为家人带来生活

依靠。”张根莲说。

“目前，大约有 120 多位村民在外地做‘阿

姨’，一年至少可以为村里带回收入 500 万元。”

常山县象湖村妇联主席郑小菊说，“现在，‘阿姨’

们比自家男人赚钱还多。”

“放心保姆哪里找？常山阿姨就是好！”经过

3年实践，“常山阿姨”深受市场认可，供不应求，

成为行业新标杆。2019年，常山成为全国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唯一试点县。

“订单班”精准对接

职业学校创新培养方式

“又接了好几笔订单，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千万元。”从曾经的打工仔变成如今的胡柚种植

大户，记者从青石镇砚瓦山村村民汪明土身上，

看到了农民培训与农村产业精准对接带来的喜

人成果。

2000 年以前，汪明土驾驶运输车收购胡柚，

每天仅拿着五六十元工资。2006年，汪明土尝试

着种了几十亩胡柚，却因不懂种植技术，血本无

归。后来，他去常山县职业中专报名参加胡柚种

植培训，随班到外地考察，掌握了技能，开阔了眼

界，还担任了常山县胡柚产销行业协会会长。

“针对市场需求，学校还与企业合作开设‘订

单班’，先后推出了‘先导班’‘锦禾班’‘环宇

班’。”常山县职业中专副校长周宏亮告诉记者，

2019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工匠学院”，针对轴承、

新材料、大健康等重点培育产业，开设机械、机

电、民间技艺等 6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定向培养

高级技工，有效破解“技工荒”。

“近年来，我们通过培训已为轴承领域输送

了 100多名专业技工，不少成为骨干。”常山县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说，轴承人才的集聚也成为轴承

企业落户常山的推动力，目前当地已有轴承企业

130余家，年税收达3231万元。

当新型职业农民逐渐挑起大梁，“培训计划”

也进一步吸纳青春力量。辉埠镇彭川村“80 后”

村民王玉林毕业于常山职业中专，如今成了一家

制冷企业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彭川村有 60%

的人从事制冷行业，推动常山商用冷柜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90 后”海归官文景创建了常山县第

一家大学生创业园，目前已有 42家企业入驻，全

年销售额超2.1亿元，带动102人创业就业。

激活人才“一池春水”

打开农民发展新视野

“你有故事，我有酒，不妨一起相约村上酒

舍。”这是一座新昌乡泰安村的古建民宿，由一座

百年老宅改造而成。民宿的主人是“80 后”乡贤

余家富，几年前，他辞掉杭州的电商工作，带着女

友回到老家，扛起了锄头，当起了农民。

“家乡有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厚的文化

底蕴，还有完善的配套政策、系统的培训体系，回

来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我觉得很幸福。”余家

富说，自己身上多了一个身份——新型农民。

激活人才“一池春水”，方能释放乡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一大批乡村

能人成为群众致富带头人、乡村振兴“领头雁”。

“秒杀来一波，常山胡柚包您满意……”走进

青石镇大塘后村的胡柚仓库，只见“80 后”“乡土

直播员”张舍雨成正在直播带货。他平均每天卖

出 1万多斤胡柚，月增收 1万余元。“我初中毕业，

文化程度不高。没想到通过‘村播学院’的培训，

我掌握了新技能，找到了增收新路子。”张舍雨成

说，自己还收了很多徒弟，把村播技能推广开来。

今年 1月，位于常山县同弓乡同心村的荷虾

混养项目正在施工。400多亩荒地被改造成荷花

塘，混养龙虾后将大大提升土地产出。“这个项目

让村民有土地流转收入，村集体入股每年增收约

30 万元。”同心村党支部书记邹清华告诉记者，

村企合作让“土地变资源，农民变股民”，而这一

探索源于一次培训。

邹清华回忆，在不久前的常山县党支部书记

学院“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上，优秀村党支部书

记受邀分享了治村经验。听到村企合作模式，

他很受启发，赶紧学习借鉴，对接洽谈，才让原

本荒地多、集体经济上不去的同心村有了如今

的变化。“多出去培训、考察，发展的思路才能打

开。”邹清华说。

村干部干事有思路，村民有收益，村庄才能有

发展。为此，同心村推行了协商民主议事会制度，

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难点工

作，都由村民们参与讨论解决，形成了“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和谐村风民风。

常山县党支部书记学院第一副院长郭永平

告诉记者，该学院自 2018年 3月成立至今，已举

办了以党支部书记为主要对象的专题培训班 31

期，培训人员 2827 人次。为避免学习“走过场”，

他们引入班主任评价、学员档案等考评机制，结果

不但影响个人，还与所在党组织考核挂钩。

借助深入细致的农民素质培训，农民生活越

发富足。数据显示，常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从 2002 年 的 3307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22149

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180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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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3年，浙江常山县作为第一批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就发

起一种由政府买单、农民自主选择培训内容的劳务“培训券”制度。时至今

日，当地劳务培训和输出有何新的进展？经济日报记者深入采访发现，常

山县的农民培训并未停下脚步，形式、内容愈加丰富，让常山10万新农民

有一技傍身，走上致富路。

新 型 农 民 如 何“ 养 ”成
——浙江常山县农民素质培训调查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郑徐丽

甘 肃 乡 村 电 商 跑 出“ 加 速 度 ”

本版编辑 郎 冰 美 编 高 妍

“2020年，9个西部省份新‘入淘’创业者人

数增幅首次超越其他地区。其中，甘肃新‘入

淘’创业者增幅位居全国前五，年销售额超百万

的商家数量 5 年来增长 83%……”近年来，随着

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回流

“新农民”增多，城市人群对原产地优质农产品

需求增多以及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电商一跃成

为西部地区助农增收新平台，带动当地数字经

济跑出“加速度”。

这个西部地区农产品销售新渠道、创新创

业聚集地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日报记

者近日在甘肃省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

“天下百合第一村纯天然的土坑坑，富含甘

肃沙露露的微量元素……”2月2日，甘肃兰州市

七里河区袁家湾村举办了一场“时髦”的年货发

布会。60岁的袁家湾村原党支部书记高作旺在天

猫推出自制农货盲盒，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

“希望这种农货盲盒的形式能让年轻人喜欢

上百合。百合卖得好，我们农民的日子才过得好。”

高作旺说，农货盲盒效仿时下的潮玩盲盒，将真

空包装的百合、土豆、南瓜等埋进土里，再用纸盒

包装好，随机发货。消费者在收到盲盒的同时，还

将收到一把铲子，以便于从土里挖出“宝贝”。

8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高作旺在陇南市

一个淘宝村学会了如何通过电商售卖核桃。回

村后，他把在西北师范大学上学的小女儿高艳

玲拽回家，张罗着开网店。2014 年，百玉旗舰

店在天猫开业；2018 年，兰州百合官方旗舰店

上线天猫——袁家湾村的百合成为兰州的招牌

产品。“如今，我们的电商销售额已占据全村销

售总额的一半。”高艳玲告诉记者，他们的天猫

旗舰店年销售额已达五六百万元。

在高作旺带动下，袁家湾村村民不是做电

商，就是在为电商供货。全村 1500人都过上了

小康生活，70%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借助电商实现腾飞的，还有陇南市文县。

当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为抓手，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

源、农特产品、民俗文化进行整合，打造出以农

带旅、以旅促农、文旅结合的电商融合发展模

式，推出了“天境文县”县域公共品牌，推动电商

有序发展。

“2020 年，甘肃省农产品网上销售 194 亿

元，带动全省农民人均增收 400 元。”甘肃省商

务厅电商处副处长孔军告诉记者，目前甘肃已

实现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所有村均

实现了电商功能全覆盖；全省有活跃实物网店

9 万多家，其中涉农网店 4 万多家，成为农产品

网上销售的主要力量。

淘宝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至今，甘肃淘

宝店铺皇冠及以上数量增长 144%，年销售额超

过100万元的商家数量增长83%。

“加速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

因是基数低，但是能跑赢中东部，还有 4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阿里新乡

村研究中心秘书长左臣明表示，首先，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及大数据互联网通信技术的不断建设

完善，为当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

一公里。其次，大批优秀电商人才汇聚，助力当

地电商高质量发展。再次，在当地大力支持下，

一批优秀电商平台脱颖而出，有效促进城乡深

度融合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也催生出更多农产

品需求，促进了电商加速度发展。”左臣明表示。

电商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完

善网络、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其次要把好‘品

质关’，加大乡村电商人才培养。”左臣明说，农

产品品质的稳定可持续提升，是电商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立足点。这需要当地政府标准化

监管，保证农产品质量；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电商

人才培养基地，稳步提升乡村电商行业利润率。

“解决好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是

当地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晓锋表示，甘肃要从保护当

地基本生态环境出发，从挖掘当地特色传统文

化、特色旅游资源和乡村建设角度入手，加强基

本服务意识培养、旅游文化宣传和基础旅游环

境建设，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可持续的文旅电

商产业。

农民培训要有针对性
黄 平

在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下，想要从“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变成“在土里

掘金的新农民”，仅靠过去积累的老经验是远

远不够的。新技能从哪儿来？农民培训是重

要手段。但在不少地方，专家名头大、培训内

容多，农民却觉得“不对路”“不解渴”——原因

在于供需之间的矛盾。

从需求端看，因人施培，方能实用实效。

农民的文化程度、接受心理、语言风格、实际需

求都不一样，不能广撒“胡椒面”、下“毛毛雨”，

要因人而异、注重实效。比如常山阿姨学院，

根据年龄段、知识素养和服务方向的差异，通

过技能鉴定，将学员在入学前分为初级“简单

劳务型”、中级“知识技能型”和高级“综合管家

型”，有侧重地培养学员。同时构建“常山阿

姨”服务站，对没有就业意向的妇女，实行 3至

7 天基础培训；对有就业意向但无经验的，经

过 21 天职业化培训后，提供实地实习机会。

再如常山党支部书记学院，针对党支部书记

这一特殊群体，制定 3天、5天等不同培训周

期课程表，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通过理论

授课、现场教学、实践锻炼，有针对性地解

决基层问题。

从 供 给 端 看 ，因 产 施 培 ，方 能“ 对 症 下

药”。有的地方“第一天养牛养猪，第二天养虾

养兔，第三天种药种菜”，课程繁杂，往往“雨过

地皮湿”，导致学得不深、学得不专，学了用不

上、不好用；更有甚者，农民培训办成任务工

程、政绩工程，应付了事。常山在课程设置上

注重让农民“点菜”，按需制定培训内容，按需

选好培训专家。作为“中国胡柚之乡”“中国油

茶之乡”和“中国食用菌之乡”，常山结合产业

发展实际，紧跟时事热点，直播带货实践教学、

农业智能化提升改造等一批热门课程教学成

为常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地农副产品

不仅没有出现滞销，反而成了热销品。

实践证明，农民培训来不得半点马虎、半

点应付。分析常山的劳动力培训模式，不管是

农业技术、产业形势培训，还是学习意识、创新

创业精神培育，都很有针对性，符合产业发展

需求、符合农民自身需

求、符合新型城镇化需

求，值得借鉴推广。

学员们在“常山阿姨”学院接受技能培训。 （资料图片）

在常山县的胡柚合作社仓库，色泽金黄、果实饱满的胡柚堆成一座座山。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赵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