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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更多乡村能工巧匠

吴

浩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要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

乡土人才，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

人才支撑。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工匠

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十四

五”期间，挖掘一批传统工艺和乡村

手工业者，认定若干技艺精湛的乡村

工匠，遴选千名乡村工匠名师、百名

乡村工匠大师，培育一支服务乡村振

兴的乡村工匠队伍。此举对激活乡

村人才“源头活水”，推动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乡村工匠稀缺是不争事

实。乡村工匠面临老龄化问题，年轻

人不愿意当“手艺人”，部分传统手工

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失传风险。同时，

传统手工艺产品多以小作坊式生产，

难以规模化标准化量产，乡村工匠市

场 开 拓 能 力 不 强 ，收 入 整 体 水 平 不

高。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选购传统

手工艺品多看重其文化或审美价值，

决定了此类消费带有“小众”属性。

传统手工艺产品“酒香也怕巷子深”，

市场推广仍面临不少难题。

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成为乡村

工匠，关键是让乡村工匠成为令人向

往的职业。让乡村工匠受尊敬、有荣

誉、得实惠是推进乡村工匠培育的重

要目标。加强对乡村工匠的支持力

度，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扶持传统

手工业发展壮大；通过构建完善的职称评价体系，让乡村工

匠增强职业荣誉感，有前途、有奔头，使其真正成为带动技艺

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乡村“领头雁”。

乡村工匠培育还要创新培养模式。“师徒制”是乡村工

匠手艺传承的重要方式，但无法满足大规模培养乡村工匠

的需求。各地要积极探索培育路径，构建多元乡村工匠培

育机制，通过设立乡村工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

所，开展师徒传承，传授传统技艺。还要加大力度推动传统

手工艺进校园，把传统手工艺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育融入中

小学教育体系，让人们从小接受传统工艺文化熏陶。在职

业院校中开设传统手工艺相关专业，不断完善乡村工匠培

育体系。

乡村工匠培育更要厚植产业土壤。小手艺也可能做成

大产业、形成大市场。近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就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

表，小小茶叶托举起巨大市场，从业者数以万计，也涌现出一

批批制茶大师。通过厚植产业土壤，推动传统手工艺从小作

坊发展成为大产业，乡村工匠队伍才能日益壮大，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方能愈发持久强劲。一批批乡村工匠接续奋斗，

传承传统手艺，繁荣乡村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就能描绘出一

幅幅繁荣美好的乡村振兴图景。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十大行动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黄长秋

作为农业大市，近年来，福建漳州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十大行动

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种业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在漳州市农业农村局一级调研员林德泓看来，乡村振兴需要持续加

大对种业的支持力度，坚持品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发挥良种支撑作

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漳州是农业大市，传统种植品种的经济价值渐渐低了，农户的

收入也少了。农户要增收，发展优质品种尤其重要，好品种的效益能

达到几倍甚至几十倍。”漳州市委副书记黄水木说，2022 年，漳州市

委、市政府启动了全市农业优新品种示范推广行动。2022 年初，漳

州市举办了农业优新品种推广行动研讨会和推介会，邀请中国科学

院院士谢华安等 13 位种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充分研讨论证，遴

选确定了 100 个漳州市适养适种优新品种。

针对每个优新品种，漳州各地分别指定 1 名专家“一对一”做好

帮扶指导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特派员

深入各种养大户指导，做到良种良法两结合两促进。

2022 年上半年，漳州市推广优新品种 93 个，立项示范片 335 个，

完成全年立项计划任务 197.06%，示范带动推广蔬菜、食用菌、水果、

茶叶等种植面积 12.4 万亩，产值达到 159.1 亿元，新增产值 11.7 亿元。

眼下，漳州农业产业优势不断扩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更多优

质的特色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漳州大地产出。然而，对市场来说，只

有形成品牌，才能基业长青。为此，漳州以“互联网+”“品牌+”的思

维整合运营农产品，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借助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或

自建平台开设网店，拓宽农产品网络零售渠道，让农产品搭上“互联

网快车”，让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产业区域特色的形成，以及品牌农业建设的不断加强，不仅提

升了漳州农产品的美誉度，更给漳州农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

益。”黄水木说，截至目前，漳州市拥有中国名牌产品和名牌农产品各

1 个、福建名牌农产品（含加工品）156 个、地理标志商标（产品）142

件；共有 23 件涉农商标获得驰名商标保护，还有声名远播的平和琯

溪蜜柚、白芽奇兰等 8 件地理标志商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漳州依据《关于加强漳州市乡村人才振兴

的八条措施》，加强乡村人才激励培养，推动教育人才资源向基层一

线倾斜，支持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漳州市乡

村建设，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此外，漳州进一步选优配强市领导挂钩联系、驻村第一书记、市

直单位党组织、乡村振兴工作队、科技特派员、市管干部乡村振兴指

导员、乡村振兴金融指导员等“七支队伍”，壮大乡村振兴工作力量，

让乡村更富更美。

打造美丽家园升级版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近日，记者在贵州省天柱县蓝田镇

东风村看到，村民们在为 400 亩羊肚菌

基地扎棚、撒菌种、铺营养袋，一派繁忙

景象。

“我在羊肚菌基地负责翻地、搭棚、

盖膜、撒种等技术调度和管理，工资加

奖金一年收入 6 万元。在家门口就业，

上下班也就几分钟路程，收入高，开销

少，还能照顾孩子。”在羊肚菌基地当管

理员的张泽英说。

近年来，天柱县设立村级乡村振兴

服务站，推动产业发展，抓实乡村治理，

把渡马镇共和村、蓝田镇东风村、坌处

镇三门塘村等 8 个试点村打造成为美

丽乡村“升级版”。

2022 年，东风村乡村振兴服务站把

“稻+羊肚菌”轮作作为主导产业，村里

投入 200 万元与龙头企业贵州发鑫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种植羊肚菌 435

亩，村里负责土地流转、投入资金，公司

负责种植、回收、加工、销售，预计利润

500 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增收

100 万元，解决就业 300 余人。

东风村坪寨片寨脚组村民张泽英

成为“稻+羊肚菌”轮作中获得就业稳定

增收人员之一。

受益于乡村振兴服务站发展产业

的不只是东风村。天柱县渡马镇共和

村甘溪 300 亩菊花盛开，坌处镇三门塘

村“合约食堂+旅游”入股村民喜分红，

凤城街道南康村 500 亩西瓜、南瓜、洋

荷享誉县内外，远口发豆腐产业园于

2022 年底投产使用。

“我在菊花基地起垄、移栽、施肥、

除草、采摘，一年收入 6000 多元，在家

也不愁没活干⋯⋯”长期在菊花基地干

活的村民吴桃柳说，菊花烘干、包装也

少不了她。

天柱设立村级乡村振兴服务站，布

局“一村一品”试点产业，开展以党组织

联经济组织、经济组织联特色产业、特

色产业联家庭经济、家庭经济联保险金

融，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户增收

的“四联双增”工作；“人才下沉”开展产

业技术服务 600 余次，帮助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 3000 余个。同时，投资 850

万元，建设“稻+油菜”、功夫菊、羊肚菌、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项目 10 个，带动发

展烤烟、油茶、辣椒、黄豆等产业种植近

3000 亩。各试点村的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 全 部 超 过 30 万 元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400 多个，为 8 个试点村群众带来就业

和增收。

此外，石洞镇槐寨村开展“庭院美

化”“庭院绿化”，改造房屋立面、人行步

道、庭院、观光步道，建设污水处理池及

管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政企村共建”做强村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在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生

态养殖小区内，一栋栋鸡舍整齐排列，

鸡舍内部自动喂料、送水等现代化设备

正在高效运转。“这里的环境干净又卫

生，我在这里工作 3 个月了，每个月工

资 3000 多元，加上土地租金，收入没有

受疫情影响反而增加了。”在富林镇养

殖小区务工的村民李伙带告诉记者。

富林镇养殖小区是云浮市 2022 年

兴建的 17 个“政企村共建”生态养殖小

区之一，于 2022 年 7 月底实现投产，年

出栏肉鸡 288 万羽，带动 44 个行政村年

平均增加经营性纯收入 6.3 万元。

2022 年以来，云浮市委、市政府为

解决行政村村集体经济不平衡短板，在

全市发起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攻

坚行动，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

推动、村村参与，通过政策撬动、产业驱

动、政企村联动，构建“政企村共建”的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新模式，不断增强

村集体“造血功能”。

2022 年 10 月中旬，新兴县新城镇

大稳养殖小区、水台镇布茅养殖小区迎

来首批共 8.3 万羽肉鸡出栏上市，并且

在全市率先获得收益回报；11 月中旬，

全市首个回购成功的养殖小区——郁

南县平台镇古龙塘养殖小区迎来首批

5.1 万羽肉鸡出栏上市。

目前，云浮市已统筹驻镇帮镇扶村

资金、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等

系列资金，共投资 7.73 亿元推动 17 个

“政企村共建”养殖小区项目落地建设。

据了解，在“政企村共建”发展模式

下，平台公司每年按不少于总投资金额

10%的比例获取固定收益，固定收益在

扣除银行本息及固定资产折旧后，形成

纯收入作为分红，由此平台公司每年可

稳 定 获 得 占 总 投 资 额 5%左 右 的 纯 收

益。这样，15 年的纯收益将达到 6 亿元

左右，每年可为行政村村集体增加经营

性收入达 4000 万元。

“平台公司与农业龙头企业协定，

合作期满后养殖小区的资产和土地租

赁期内的经营权等相关权益仍归平台

公司所有继续经营。15 年后，下‘蛋’的

‘老母鸡’仍然归平台公司所有。”云浮

市委书记卢荣春说，“政府主要是起到

牵头搭台的作用，负责协调资金、用地

以及建设或收购养殖小区，企业可马上

养 殖 开 展 经 营 生 产 。”云 浮 市 5 个 县

（市、区）均已组建了国有投资平台公司

作为项目投资和收益分配主体。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已有 70%以上

的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突破 10

万元。据测算，2023 年起，云浮市所有

行政村每年每村集体经济经营性年纯

收入超过 15 万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雁归经济”兴起就业创业潮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初冬时节，河南周口鹿邑县太清宫镇后双村却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施工队在为村内沟渠、道

路、小游园等进行铺装硬化，特色肉牛养殖项目也已

经进入牛舍建设阶段，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钢结构框

架，为这座豫东乡村平添一抹现代工业气息。

“我们抢抓农闲休作的空档期，组织多批施工队，

同步推进各项目进度，目前已初步完成各项基础设施

建设。”后双村党支部书记李万峰指着村委会议室墙

上挂着的一幅规划设计图说，“乡村振兴、共富后双”

的发展蓝图正在一步步实现。

李万峰是后双村人，此前一直在外地从事建筑装

饰行业。2020 年，太清宫镇发布“引才、育才、用才”

三项举措，邀请有技术、会经营、懂市场的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回村助力乡村振兴。李万峰返乡带领大家增

收致富。

近年来，鹿邑县紧抓第二批国家级区域类“双创”

示范基地建设机遇，深入实施“凤还巢”工程，探索出

“输出打工者、引回创业者、带动就业者”的“双创”典

型模式和实践经验。

“目前，全县外出务工人员累计返乡 9 万余人，创

办各类实体 3.5 万个，带动就业 19.5 万人，劳务输出大

县变成了‘雁归经济’热土。”鹿邑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副县长史凯歌介绍，通过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大

批实体经济项目落地落户鹿邑，吸引大量返乡人员家

门口创业就业。如今的鹿邑县，成为八方客商创业的

沃土，农民就业创业的乐园。

福建漳州

贵州天柱广东云浮

河南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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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

县响肠镇千佛塔村，草莓大棚与

蔬菜种植基地交相辉映，构成一

幅美丽乡村画卷。

吴均奇摄（中经视觉）

图②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

秀谷镇丰收村设施农业基地。

邓兴东摄（中经视觉）

图③ 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澥浦镇十七房村，澥浦船鼓民

俗 表 演 吸 引 市 民 游 客 驻 足 欣

赏。 郑凯侠摄（中经视觉）

图④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鹤峰县容美镇槽门寨

子的村民在晾晒茶叶。

覃 涛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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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强方能国强。。

本期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本期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报道了福建报道了福建、、河南河南、、广东广东、、贵州等地积极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贵州等地积极推进乡村振兴的实
践和探索践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