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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城市健身设施

温济聪

乡村旅游带动就业
本报记者 马玉宏

日前，在位于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庆华绿生物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加紧作业，做好食用菌产品生产与市场供应。

近年来，当地坚持发展绿色产业，重点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效应强的项目，推动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变。 季春红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张 虎 李思隐

近日，记者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通天河畔的称多县拉

布乡拉司通村看到，规划整齐的村落别具风味。

拉司通村是典型的高原康巴古藏乡村，玉树地震后，重建

工作按照“修旧如旧”和“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以人

为本”的原则，使民居外观保持了原有的风貌。

近年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拉司通村以生态和文化

旅游为主导产业，打造独具魅力的拉布古藏小镇。曾经的山

水家园成了今日的打卡景区。拉布乡党委书记加吾尼玛介

绍：“这两年来，拉布乡政府以拉司通村为中心，将莫洛天险等

景点连成线，打造成旅游景区。”

走进村民久美才仁的古藏村家庭宾馆，只见古朴的石墙、

雕花的门窗呈现出典型的康巴建筑风格。久美才仁说：“宾馆

营业以来，游客往来不断，宾馆收益非常可观，同时间接带动

9 户农牧民增收，解决剩余劳动力 30 余人。”

近年来，才仁等 16 名回乡的本地大学生，在乡里引导和

支持下组建了青海古藏村大学生旅游专业合作社，为家乡旅

游事业贡献力量；传统家具手工艺人罗松龙珠、索南叶西、尼

奔等人接受了民族藏式家具手工艺培训，今年年初接到 18 万

元的订单；在小镇建设过程中，本地砌石工匠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为家乡建设出力⋯⋯这些都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我们将继续在小镇建设上发力，做强以农牧基础产业为

主导，以文旅、文创和研学为重点的产业内核，打造特色农产

品地域性品牌，发展好生态山地观光产业。”加吾尼玛说。

技能人才支撑“工业强市”
本报记者 童 政

0.002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 1/40。这是广

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实现

的零部件加工精度。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工艺

装备 900 多项，参与设计制造自动化生产线 10

多条。

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队伍。为深入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加快

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元工业强市，柳州市

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夯实了制造

业发展的根基。

2 月 28 日，职高毕业、从事钳工 25 年的郑

志明获评 2022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成为广

西首位“大国工匠”。工业城市柳州有很多像郑

志明这样的技能大师，既传承了老工匠们持之

以恒的精神和精湛的技艺，又顺应智能化、数字

化变革的趋势，自学掌握先进技术，助推科技自

强自立。

今天，柳州 60 万产业工人中有 12.71 万名

高技能人才，挺起了制造城的脊梁。柳州以广

西 1/13 的面积、1/12 的人口，创造了广西 1/5 的

工业总产值。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体现在一代

又一代柳州产业工人的敬业奉献和实干拼搏

中，积淀塑造了柳州特有的工业文化和城市品

格，是柳州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持续凝聚着推动

柳州工业做大做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

量。”柳州市委书记吴炜说。

近年来，柳州市委、市政府通过改革拓宽

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激励产业工人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改革后，柳州市的产业工人可

通过技能提升拿到与厂长一样的收入。技能

人才最高可达到特级，打破了技能人才最高级

别是高级技师的“天花板”。高技能人才还可参

加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实现职业发展融合

贯通。2022 年，柳州将 4 月 26 日设立为“柳州

工匠日”。

柳 州 市 总 工 会 主 席 梁 日 春 说 ，2019 年 至

2021 年柳州市开展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完

成企业职工培训 17.45 万人次，成功建设 49 个

自治区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和 17 个自治区

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柳州市还构建了

完善的职工技能竞赛体系，每年参赛职工超过

50 万人次。

“3 年来，柳州累计发放各类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奖励补助资金 6884 万元，高技能人才数量

连续 3 年以 30%以上的速度增长。”柳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韦志革说。

同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为柳州培养了一

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后备军。柳州如今有 26

所职业院校、15 个现代产业学院、30 个自治区

级特色专业实训基地、超 10 万名在校职校生。

柳州市教育局局长潘旭阳说，作为国家首

批现代学徒制和产教融合试点建设城市，柳州

从企业下单，学校培养“订单班”，到校企深度合

作共建产业学院，再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助力跨国企业国际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创新

推出了许多技能人才培育举措。

厂中有校，校中有厂，现代学徒制和产教融

合使工匠精神在工厂车间和职业院校都得到了

很好的传承。郑志明通过传帮带培养出高级

工 、技 师 、高 级 技 师 、公 司 特 聘 专 家 等 200 多

人。在他的影响下，车间里的李琪、游新亮两名

大学本科生也选择了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

郑志明等技能大师还纷纷到校园设立大

师工作室，在向学生传授技能的同时，也传递

着产业工人有奔头、有地位的信号。如今，柳

州每年有 2 万多名职校生走出校门，奔赴产业

一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为此，完善城市

健身设施必不可少。辽

宁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近日表示，辽宁省正着

力构建多层级健身设施

网络，城市 15 分钟健身

圈已基本形成。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

及是城市现代化程度的

重要标志之一。着力构

建 多 层 级 健 身 设 施 网

络，建成更高水平的城

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是顺应市民对高品

质生活的内在要求，加

快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基

石和引擎。

当下，不少城市正

加 快 形 成“ 城 乡 有 统

筹 、健 身 有 地 方 、运 动

有技能”的全民健身格

局。例如，沈阳市于洪

区 打 造 的 丁 香 东 湖 智

慧体育公园，成为实现

“文化亲邻、体育近邻”

的 新 平 台 。 不 过 在 一

些城市，与建成更高水

平 城 市 全 民 健 身 公 共

服务体系的目标还存在一定距离。例如，城市全

民健身功能布局仍不完善，市民群众健身“最后

一公里”还没有完全打通，城市优质体育健身资

源仍需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市民全民健身参与程

度仍需不断提高，等等。为此，要继续努力建设

“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设施，进一步构建多层级

健身设施网络。

持续优化城市全民健身功能布局。超大特大

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员楼宇密集，应推广立体式、复

合式的集约紧凑型健身设施发展模式；大中城市

可打造多层级、多中心、多节点的全民健身资源和

场景；县城城镇在居民小区内建设更多实用化、亲

民化的健身设施。在同一城市，老城区、中心城区

和新建城区、城乡接合部要因地制宜，增加设施，

打造现代时尚与绿化环保共存的健身场景。

打造市民身边的体育生态圈。健身场地离得

近，市民能获得更大便利，提高健身参与度。建设

一批塑胶跑道体育场、小型体育公园、小型全民健

身中心、儿童健身广场、口袋式体育公园等群众身

边的健身设施，构建城镇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

推动健身场地开放共享。在安全、有序的前

提下，鼓励高校、中学的体育设施对社会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倡导有条件的企业适当开放自有健身

设施，从而提供更多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