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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河南周口乡村女教

师建廷廷结婚了。婚车路过学校门

口，学生们围了上来：“老师，您要幸

福”“老师，新婚快乐”“老师，您一定

要回来啊”……孩子们真诚的祝福

和期盼，让建廷廷流下泪水，也感动

了很多人。

孩子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

原来，建廷廷大学毕业后考上特岗

教师，分配到家乡小学任教。她不

仅认真教授知识，还用耐心、爱心对

待学生，和孩子们谈心，关心他们的

健康，下课后跟他们一起玩耍。一

点一滴的付出，一朝一夕的陪伴，孩

子们都记在心里。在老师新婚的美

好时刻，他们送上祝福，是对建廷廷

坚守讲台、默默奉献的感激。

这 份 坚 守 是 对 乡 村 孩 子 的 关

爱。无数像建廷廷一样的乡村教师，

用知识启蒙学生，为他们播下求知的

种子；用品德影响学生，助他们明事

理、正言行；用爱心温暖孩子，让他们

幼小的心灵里充满阳光。乡村教师

用青春、奉献、坚守，为贫困、边远地

区的孩子带去成长成才、改变命运的

机会，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拥有了更

开阔的眼界、更远大的梦想。

这份坚守是对贫困代际传递的

阻断。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改变

的是人，而且是几代人。从扎根大山的张桂梅，到“不

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支月英，从用一根扁

担把教材和学习用品挑进大山的张玉滚，到多年坚守

山区小学，背着学生攀爬悬崖天梯的李桂林、陆建芬夫

妇……正是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乡村教师，托举起

孩子的梦想，为一个个贫困家庭带去希望，更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贡献了力量。

这份坚守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把最好的青春年

华献给教育事业，乡村教师用不懈的努力，践行着最初

的诺言：帮孩子们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岗位或

许平凡，但事迹注定不凡。他们像无数爱岗敬业的人

们一样，坚守使命、履行责任，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

同时，也收获了丰盈的人生。

农村娃娃的未来，需要乡村教师的坚守；乡村教师

的成长，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将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向

乡村基础教育倾斜，让老师们在岗位上有成就感、生活

上有幸福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就能让他们真正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乡村教育水平就能稳步提高，孩子

们的梦想就能真正实现。

坚
守
乡
村
讲
台

人
生
充
满
光
彩

王

雪

农村娃娃的未来，需要
乡村教师的坚守；乡村教师
的成长，也需要制度的保障

■民生观R

本报石家庄 4月 19日电 （记者邵玉姿）为推动解决老

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提高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

能力和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加强老年人

日常智能技术应用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明确到 2022 年

底，全省各地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机构普遍开设智能技术应

用课程，向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开展日常智能技术应用

教育培训。

根据《通知》，河北将聚焦老年人日常智能技术应用中的

现实问题和突出困难，开展专题调研，梳理老年人迫切需要

学习掌握的日常智能技术应用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

老年人学习需求，重点针对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

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组织有关部门和院校研发一批贴

近生活、图文并茂、简单易学的老年智能技术全媒体培训课

程。鼓励各地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机构同步开发制作微视

频、直播课、教材读本、宣传册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源。

《通知》要求充实师资服务教学。社区教育学院和老年

大学（学校）要充实加强老年人日常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师资

力量。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到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机构兼职任教或从事志愿服务活动。邀请社

会各行各业智能技术应用人才作为兼职教师或志愿者参与

教学服务。

《通知》提出就地就近开展线下培训。社区教育、老年

教育机构应将日常智能技术应用相关内容纳入教学培训计

划，开设相应课程，对有能力、有意愿的老年人就近就地开

展体验式教学活动。同时把预防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等安

全教育列入培训内容，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与使用智能技

术，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鼓励有条件的

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面向老年人

开展智能技术应用专题培训。

针对出行、就医、消费等高频事项——

河北将开设老年人智能技术课程

“我们靠卖台山黄鳝饭、五味

鹅等美食吸引顾客，餐厅每月收入

都有保障。”来自广东江门的吴广

贤 自 豪 地 说 起 自 己 的 创 业 故 事 。

这要感谢“粤菜师傅”工程，去年吴

广贤报名参加了广东厨艺技工学

校“粤菜师傅”厨艺培训班，从厨房

新手成为掌握台山特色美食烹饪

技术的掌勺大厨，还考取了中式烹

调证书。

“如今，我们继续结合客人口

味不断拓展菜品种类，创业成功让

我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期待！”

吴广贤经营的餐馆生意越来越红

火，一家人生活的幸福味道也越来

越浓。

3 月 29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

布《2021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任务分工方案》，将深入实施“粤菜

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

工程列入 2021 年“民生十件实事”

之中。抓好这民生“三招”，将为广

东稳定就业大局、促进经济增长提

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推动校企合作培养
粤菜师傅一专多能

“我开了间自己的餐饮店，现

在全家都脱贫了。”来自湛江雷州

松竹镇山美村的吴明俊今年刚满

20 岁，年收入已超过 30 万元。

吴明俊告诉记者，几年前自己

偶然看到一则顺德厨师学院“粤菜

师傅”培训班的招生启事，被“一人

学厨，全家脱贫”这句话打动，就报

了名。通过培训，吴明俊从刀工开

始，到食材的搭配、炒菜的火候、摆

盘 等 ，一 点 点 掌 握 烹 饪 粤 菜 的 技

能。课程结束后，吴明俊进入顺德

一家餐饮名企工作，因为技术过硬

又踏实肯干，不久之后他便获得了

去澳门分店锻炼的机会，接着又开

始自主创业。“这一切的改变都来

自于‘粤菜师傅’工程的帮助，我现

在还计划开分店，扩大生意。”吴明

俊笑着说。

3 年来，广东累计开展“粤菜师

傅”培训 12.3 万人次，累计带动就

业 创 业 33.6 万 人 。 通 过“ 粤 菜 师

傅”等培训工程的高质量发展，广

东把提升技能作为促进就业的关

键一招，以“小切口”推动解决就业

“大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大

力提升人才供给质量。”广东省粤

东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黄志则非常

关 注“ 粤 菜 师 傅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

目前，广东已有 184 所技工院校、职

业院校开设了粤菜相关专业，在校

生达 6.8 万人。

除了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

层编制“粤菜师傅”课程教材、开发

“粤菜师傅”线上远程培训课件之

外，下一步，广东将运用现代学徒

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模式推动校

企合作培养，促使“粤菜师傅”一专

多能。还将围绕“人”“菜”“服务”

“营养”几个层面制定完善相关标

准，加快构建起“粤菜师傅”职业技

能等级的多层次评价体系。

到 2025 年，广东计划开展“粤

菜师傅”培训 20 万人次以上，直接

带动 60 万人以上实现就业创业，将

“粤菜师傅”打造成展示岭南文化

的亮丽名片。

应用新标准新技术
全力培养技能人才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产业

工人大省。广东通过大力推动高

技能人才大军建设，助力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

拥有参加职业技能大赛的经

历，从技校毕业后短短两年内，陈

衍很快成长为企业研发经理，月薪

2 万元以上，还带领着一支高学历

的团队，研究城市地下空间无人化

检测项目。

“如果没有职业技能大赛的训

练和参赛经历，一个高中肄业生，

能有多少公司会相信我有出色的

工作能力？”陈衍坦言，从高中肄业

生到研发经理，最关键的一步是报

名就读广州机电工业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专业，并加入移动机器人项

目集训队。

“近年来，我们坚持对标职业

技能大赛标准，把大赛的新标准、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广泛应

用在教育教学和技能培训中。目

前，广东技能人才共计 1330 万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 443 万人，占技能

人才总量的比重达 33.3%，为推动

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撑。”广东省人社厅相关负

责人说。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相关负

责人说，疫情防控期间，广州市机

电 技 师 学 院 161 名 同 学 坚 守 在 华

为、格力和中广核等企业的工作岗

位，展现出广东技工过硬的能力和

素质，受到了企业的肯定。

据了解，广东已基本建成现代

技工教育体系，技工院校成为培养

技能人才的主阵地。目前，全省共

有技工院校 146所，在校生 61万人。

规范培训家政人员
带动就业稳定增收

“生了小孩之后，家务负担变

重了，家政人员却比较难找。尤其

春 节 前 ，家 政 服 务 的 价 格 不 断 上

涨，不少时段已经约满。”家住广东

汕尾市城区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她

家请的阿姨既做保洁，又当保姆，

很抢手。

为了满足“一老一小”对家政

服务的迫切需求，增加家政服务人

员供给，汕尾市通过助推“南粤家

政”工程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劳动

者有技能、有就业。当地鼓励家政

企业通过深度校企合作、定向对接

的方式，联手职业培训学校，共同

培育高技能家政服务人才。

“家政从业人员诚信卡，还有

育婴师证、催乳师证，我都有。我

的期望薪资是一个月 9000 元。”参

加“南粤家政”培训后的王阿姨告

诉记者。王阿姨的底气来自汕尾

市今年以来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的新举措。

家门口培训，领证就能上岗。

“参加培训后，学员可获得人社部

门颁发的证书。相比没有参加过

规范培训的家政从业人员，消费者

对他们的专业认可度更高，工资也

会有一定提升。”汕尾市人社局有

关负责人说。据统计，去年以来，

汕尾市人社局持续组织家政企业

开展“送教下乡”培训，共完成培训

任务近 7500 人次，有力地带动了当

地就业发展。

家门口服务，便捷又靠谱。汕

尾市鼓励家政企业与社区合作建

立基层服务站，打通家政行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5 分钟家政服务圈”让汕尾

市海丰县海城镇海珠社区的老人

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

的家政服务。针对社区内老龄人

口多、存在困难家庭和失业人员的

情 况 ，社 会 基 层 服 务 站 组 织 开 展

“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向居民提

供母婴护理、养老陪护、家庭保洁

等家政服务项目，免费为老人量血

压、剪头发……这些便民服务，受

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再

辅助“互联网+家政服务”，汕尾尝

试打造一家集“供需匹配+服务体

验+交流展示+品牌培育+就业服

务”于一体的家政服务“超市”，更

好满足社会需求，规范家政服务业

市场发展。

据介绍，“南粤家政”工程实施

以来，广东省人社厅会同各地各部

门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出台制定家

政服务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和信用

等级划分评定标准，开展家政技能

等级认定试点。同时，大力实施母

婴 、居 家 、养 老 、医 护 四 大 培 训 项

目，累计开展“南粤家政”培训 58.4
万人次，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和稳

定就业逾 91 万人次。全省 283 所

各类院校开设了护理、老年服务与

管理、幼儿教育等家政相关专业，

在校生约 13 万人。

目前，广东已建成省家政服务

公共平台，录入家政服务员信息超

过 70 万人次，完成验证人数超过 9
万人。

广东高标准培训厨师、技工、家政人员 ——

技能过硬 就业稳定
本报记者 吴 冰 洪秋婷

核心阅读

近日，广东省出台
方案，将深入实施“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项工程
列入 2021 年“民生十
件实事”之中。通过制
定培养标准、规范培训
流程、建立评价体系，
广东不断提升技能人
才 专 业 素 养 ，带 动 就
业、促进增收。

■办好民生实事②R

春日暖阳下的綦江山水，显得

格外苍翠欲滴。沿着蜿蜒的盘山公

路一路前行，汽车驶进了重庆市綦

江区隆盛镇振兴村。

一进村，记者的目光便被漫山

的李子树所吸引。“李子种植业是我

们振兴村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村党总支书记胡远勇说。

2014 年 胡 远 勇 到 村 里 任 干 部

时 ，振 兴 村 还 是 贫 困 村 。“ 村 里 有

4000 亩土地，地里种的多是玉米、

红薯。”胡远勇说，振兴村亟待振兴，

必须要走出一条特色产业之路。经

过几番探索，当地引来专业的农业

公司，采集土壤，拿到重庆农科院，

测试了土壤的酸度、湿度等各种指

标，找到了李子这颗“金果果”。

如今的振兴村，共有 17 家企业

入驻，果树种植面积达到 3800 亩，

主打綦江奈李。“我们振兴村种出来

的李子有三大特色，一是个头大，二

是甜度高，三是吃起来绵软、口感独

特。”綦振合作社社长周显模告诉记

者，去年李子树第一次挂果，产值达

100 多万元。这为当地老百姓带来

了务工收入、土地流转收入，还解决

了家门口就业的需求。

“去年，给老百姓的租金和工资

有 600 多万元，村里人均收入达到

16200 元左右。”胡远勇说，振兴村

近些年来的发展，让当地村民享受

到了切切实实的红利。

脱贫后的振兴村，没有松劲歇

脚，而是乘势而上，接续奋斗。胡远

勇信心满满地说：“未来，我们将继

续坚持科学种植，不断壮大振兴村

的优势产业，打造精品奈李，让老百

姓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脱贫之后，如何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綦江区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方

面，产业要继续做大做强。目前，綦

江持续打造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

系，依托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投资

1.2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9.8 万亩。

同时，依托重庆市级山地粮菜产业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市级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发展特色草兜萝卜、辣椒

20 万亩。农旅融合的新业态也为

綦江带来更多人气。农耕教育、乡

村旅游示范区……美丽的乡村吸引

着更多游客，每到周末，村子里多了

不少城里人。2020 年，綦江区农旅

综合收入超过 35 亿元。

另一方面，实现稳定就业，持续

带动增收。为了让更多农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綦江为乡亲们准备了不

少培训课程。农业经理、农林药种

植技术等职业工种，都在培训的范

围内。去年，綦江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 3.3 万 余 人 次 ，组 织 创 业 培 训

14279 人次。目前，98%的行政村创

建充分就业村，开发的公益性岗位，

吸纳了农村建档立卡人员 2010 人

就近就地就业。

（金子涵参与采写）

脱贫后，重庆綦江继续壮大特色产业，带动持续增收——

不 歇 脚 ，向 着 振 兴 奋 力 跑
本报记者 常碧罗

目 前 ，江 苏

省淮安市洪泽区

一处安置房建设

项 目 有 序 推 进 ，

正抓紧进行主体

结构和装饰装修

施工。该项目完

工后可容纳 700
余 户 居 民 ，入 住

对象主要为棚户

区 改 造 回 迁 居

民 、上 岸 渔 民

等。图为项目施

工现场。

周太松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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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淮南 4月 19日电 （记者姜洁）日前，由国务院参

事室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新华网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第四届

“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安徽省淮南市凤

台县店集村举行，征文评选结果同时揭晓。第五届“费孝通

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也正式启动。

据介绍，第四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组委会

对全部 2100 余篇征文进行筛选后，邀请 10 位社会学、人类

学、民族学等学界的知名教授和学者组成征文评审专家委

员会审阅推荐，最后由组委会终审评议，并进行学术原创性

检测和公示。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3 篇、二等奖 5 篇、三等奖

10 篇、优秀奖 41 篇。

第四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