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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扎根农村 执着坚守
“最盼望的就是能把老手

艺传承好，让更多人受益”

清晨的云雾山，薄雾蒙蒙，空气中弥漫着

清新的茶香。

每天清晨，四川青川县七佛村，四川省青

川县绿勾坊茶叶有限公司质量主管罗嘉发早

早起床，开始了新一天的制茶工作。从 1999
年开始制茶，他已与茶叶相伴 22 年。

将前一天傍晚收来的茶叶收集起来，罗

嘉发将茶叶缓缓倒入杀青机，他说：“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最盼望的就是能把老手艺传承

好，让更多人受益。”

在罗嘉发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开

始从事茶产业。龚详碧便是其中之一。“做青

包括摇青和晾青……”龚详碧边拿着簸箕轻

轻摇动，边向记者介绍。今年已经是龚详碧

跟着罗嘉发学习制茶的第六个年头。过去，

她家因病致贫，丈夫只好外出打工。

“在罗师傅带动下，我种了六七亩茶叶，

并跟着他学制茶。”龚详碧说，如今，作为公司

里的“技术能手”，她一天的工资能到 300 元。

“前一阵子，每天都有几十户农户把采摘

的新鲜绿芽送过来。”罗嘉发说，每天傍晚，公

司门口都排起了队。

“罗师傅还给大伙儿培训种茶、采茶和制

茶手艺，光去年就进行了 12 期培训。”龚详碧

说，“去年，来听课的村民有五六百人次！”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乡村工匠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守护者，能帮助

村民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资金和营销等

方面的难题，是带领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中

坚力量之一。”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才认为。

学好手艺 带动增收
“非遗产品上了网，根本

不愁卖”

时值正午，记者来到南郑藤编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陈良顺工作的合作社，大到桌

椅、小到瓶篓，各色藤编产品琳琅满目，它们

大都出自陕西汉中的农民之手……

“南郑藤编有 100 多种编织技法，编一个

就要 36 道工序……”陈良顺有一双大手，细

看，新伤压旧痕，手指已磨出老茧。一捏起藤

条，他的手指就仿佛轻盈起舞，不一会儿，散

落的根根藤条便被编成各式花纹。

这个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水井

村走出的农家汉子，7 岁起就跟父亲学习藤

编。“以前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会些藤编手

艺，但如今坚持做的人不多了。”陈良顺说，

“藤编是我们的乡村记忆，把它传承好，对乡

村振兴也很有好处。”

为藤编寻个好市场，是陈良顺一直的梦

想，儿子陈凌凯帮他实现了愿望。2017 年，

陈凌凯开起网店帮助父亲卖藤编，把深山里

的农家手工艺品送向全国，甚至走向海外。

如今，陈凌凯组织了一支“95 后”电商团

队。陈凌凯说：“非遗产品上了网，根本不愁

卖！去年‘双 11’，仅一天线上销售额就突破

了 200 万元。”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支持鼓励传统技

艺人才创办特色企业，带动发展乡村特色手

工业。“非遗文化是发展乡村产业的特殊资

源，那些符合时代需求的非遗产品会很有市

场竞争力。”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研

究员赖甫跃说。

吉林省镇赉县双宝岱村村民李艳红是红

花香草编工艺品加工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人。

“把农家常见的玉米秸秆、树叶编织成草帽、

篮子、拖鞋等用品，就是草编。”李艳红说，

2008 年，草编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013 年成立合作社后，和很多乡村工匠

一样，李艳红不仅摸索出了开网店的方法，还

把草编技艺推广给更多人。“我知道村民们赚

钱不易，我愿意把草编手艺分享给更多人。”

2015 年，李艳红开起了草编班，一个班 50 人，

免费教学；6 年来，从长春、通化，再到天津、

哈尔滨……不少地区都邀请李艳红去开班。

草 编 培 训 班 至 今 开 了 40 期 ，学 员 超 过

2000 人。

改良技艺 勇于创新
“一定得把手艺做精做透”

清晨 6 点，家住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六

户镇的王海波准时走出家门，将一张张薄如

纸、色如金、韧如绸的干豆腐搬到开往县城的

客车上。近一个小时后，这些印有“六户镇葛

家 屯 ”字 样 的 干 豆 腐 就 被 送 进 了 县 里 的 超

市。再过上几个小时，这些干豆腐就将变成

一道道菜肴，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这便是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六户干豆腐”。

30 年前，王海波随父母搬到吉林四平，

父亲在那里学会了制作干豆腐的手艺。学成

之后，王海波一家回到六户镇。

王海波小时候是在豆腐坊里长大的，“每

天很早就会被做干豆腐的声音吵醒。”王海波

说，躺在床上，光凭声音，他就能分辨出工序

进行到哪一步了。

2018 年，王海波成立了六户镇手工干豆

腐厂，平均每天生产干豆腐 1500 多斤，一年

的营业额达到 400 多万元。随着周边村民加

入豆腐生产加工行业，王海波的干豆腐技艺

每年帮助乡亲增收 100 余万元。

“乡村工匠既有文化价值，也有经济价

值。”内蒙古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盖志毅

说，乡村工匠要找准自己的技艺在市场中的

定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海波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制作干豆腐的

手艺更精湛，更好传承。在父辈做法的基础

上，王海波进行了一些工具和做法上的改良，

使干豆腐的口感更加细腻，满足更多人的口

味需求。

“如今，干豆腐的做法有了很多改进，吃

法也越来越多。不变的是我们帮助乡亲们脱

贫增收的心愿。”王海波说，“既然学了这门手

艺，就一定得把手艺做精做透，让更多人尝到

咱们的干豆腐。”

（本报记者李家鼎、原韬雄、王永战、翟钦

奇、刘以晴）

守护传统手艺、开拓线上市场、带动村民增收，乡村工匠——

传承老手艺 奔向好生活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 济 体 系 的 指 导 意 见》，提 出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因地制宜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

化 ，推 进 塑 料 污 染 全 链 条 治

理 。”垃 圾 分 类 再 次 引 发 社 会

关注。

近年来，垃圾分类作为一

种新时尚，正被越来越多人接

受和认可。截至去年 12 月，全

国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居民小区覆盖率达 86.6%，垃

圾分类对生态环境、社会发展

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垃圾分类过程中，居民前

端投放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后

端的处理效率。针对居民分类

方式方法问题，各地各部门正

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解决。

垃圾分类观
念逐渐深入人心

提着袋、端着盆，一大早，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

道 的“ 环 保 卫 士 ”李 玲 走 出 家

门 。 袋 里 是 塑 料 包 装 的 废 纸

巾 ，盆 里 是 茶 渣 果 皮 碎 骨 头 。

路过收集点时，她熟练地将废

纸巾放入干垃圾桶，盆里的茶

渣果皮倒入厨余垃圾桶，还不

忘叮嘱路过的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李陆军：“李师傅，看紧点，分

不到位的，多指导指导。”

李玲坚持垃圾分类，已有好几个年头了。“以前，居民把

垃圾囫囵一装，随手丢弃，汤汤水水洒一地。”回想起从前垃

圾不分类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困扰，李玲就开始琢磨如何进

行正确分类，并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多变少，大变小，干湿分离最重要。”李玲将自己的“小

妙招”分享给大家：在厨房水池里放个过滤盆，平时择菜、切

水果、倒茶水，直接将湿漉漉的渣滓倒入盆里，滤掉水分，便

捷又高效。不少居民都借鉴了李玲的“厨余垃圾分类法”。

随着垃圾分类在各地陆续推行，像李玲这样主动宣传

推广垃圾分类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在安徽铜陵，早上天刚

蒙蒙亮，74 岁的垃圾分类督导员戴恒勤便早早地等在垃圾

分类投放点前。不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拎着一个塑料袋走

来。“大姐，您的垃圾我帮您看看。”说罢，老戴接过袋子看了

看，里面两块废电池格外显眼。“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得和厨

余垃圾分清楚。”老戴一边说，一边替她把垃圾重新分好。

“我们建立了垃圾分类督导员制度，督导员定时定点蹲

点检查，成为社区垃圾分类前端的‘守门人’。”铜陵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中心主任周江磊说。

“垃圾分类贵在人人参与，重在习惯逐步养成。”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

国认为，垃圾分类需要群策群力、久久为功，各地应该进一

步加强宣传引导，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居民的积极性，让垃

圾分类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形成人人参与的

良好氛围。

科技促进分类落实落细

“原来生活垃圾分类也能有‘科技范儿’。”家住合肥蜀

山区丁香家园小区的方春琴，站在小区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前，用卡片对准扫描区域，“嘀”的一声，垃圾盖瞬间打开，她

将已分好的垃圾投入其中，垃圾分类积分随之打入她的

账户。

“我们小区每户都有实名认证码。”方春琴说，通过实名

认证，每户投放的垃圾可在线溯源；长时间正确投递，还能

获得积分、兑换礼品。

“互联网+”参与垃圾分类，各地都在尝试：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街道引入智能垃圾分拣站，通过红外感应、机械手

等设备实现厨余垃圾整包投放、免手动破袋等功能；上海建

成垃圾分类全程信息化监督平台，实现生活垃圾全程追踪

溯源、垃圾品质在线识别；兰州引入垃圾分类声光报警系

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摄像头和对讲机远程指导居民进行垃

圾分类……

不过，一些居民也提出了意见：有些设备操作复杂，老

年人用起来不顺手；有些智能垃圾桶清运不及时……“这些

问题，都是行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要加快政府、企

业、居民三方合力，建立起智能垃圾设备行业发展的相关规

则，让居民乐享便利。”重庆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

部副主任周芳名认为。

灵活引导居民养成分类习惯

在督导时，戴恒勤发现，大多数居民具有环保意识，只

是分类方式“不得法”。“粽叶是干垃圾，树叶却又是湿垃圾

……”在网络社交平台，不少网友讨论了垃圾分类中遇到的

难点、疑点。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新版标准颁布，垃圾分类规

则也更加明确。各地规范虽有差异，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是：要正确分类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湿垃圾（包括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不一定要分得太细。”刘建国说，垃圾分类

要兼顾效果和效率。

为帮助更多居民了解垃圾分类，江西赣州崇义县义安

村的“垃圾分类达人”王祥有编写了一首小曲儿：“生活垃圾

要分类，大人小孩都应会，废铜烂铁旧报纸，收购站里卖票

子，瓜皮果屑苞谷叶，集中沤肥壮农田……”随着小曲儿的

传播，越来越多村民既愿意分，又分得准。

“推行垃圾分类，要做到‘疏堵结合’，立法是‘堵’，激励

是‘疏’。要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立灵活多样的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众积极性。”周芳名说。

“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应不断提高各地垃圾分类

配套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常纪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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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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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嘉发与茶相伴 22 年，义务分享制茶技

艺；陈良顺借助网络销售，将藤编产品送出深

山；王海波改良传统制作工艺，带动周边村民

致富增收……如今，乡村工匠在乡村振兴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他们不仅传承传统技艺，保存

乡村记忆，还对接市场需求，服务一方村民。

为壮大乡村工匠队伍，各地已纷纷出台

政策：广东省发布《广东省农业农村专业人才

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统筹推进乡村工匠

专业人才等 3 个类别职称评价改革；浙江实

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助力乡村工匠

不断成长……

不过，应该看到，乡村工匠也面临着从业

人数总量偏少、年龄结构失衡、高端人才占比

不高等问题，需要采取综合举措，逐步加以

解决。

培育乡村工匠，要构建好乡村工匠培养

体系。一方面，可以引进农业院校等不同教

育主体，提升乡村工匠整体素养；另一方面，

根据不同类型乡村工匠的培育需求，可以采

用在线学习、跟进解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提

供相应的职业教育、技艺技能培训等。

构建培养体系 提升技术水平
吴 凯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
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在
广阔的乡村，有这样一群乡
村手工艺者和传统手艺人，
他们生于农村、扎根农村，传
承传统技艺；他们紧跟潮流、
拥抱时代，开拓线上线下市
场；他们执着坚守、积极进
取 ，只 为乡 村更富 裕更美
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乡村工匠。

核心阅读

图①：李艳红（右）向当地农村留

守妇女传授草编技艺。 潘晟昱摄

图②：陈良顺正在制作藤编。

资料照片

图③：王海波在做干豆腐。

李洋洋摄

图④：罗嘉发在炒制茶叶。

资料照片

本 报 北 京 4 月 21 日 电

（记者刘毅）《中国气象局加强

气象科技创新工作方案》（以

下 简 称《工 作 方 案》）日 前 发

布。《工作方案》明确了未来 5
年气象科技创新目标：到 2025
年，科技研发人员数量比 2020
年翻一番，科技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进一步提高。

《工 作 方 案》围 绕 组 织 实

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学

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科研

机构试点改革、加强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健全科技评价和成

果转化机制、加强科学普及和

创新文化建设等 6 个方面，提

出 27 项重点工作任务。

在 组 织 实 施 关 键 核 心 技

术攻关方面，《工作方案》确定

了 加 强 重 大 天 气 气 候 机 理 研

究 、研 发 下 一 代 数 值 预 报 模

式、研发第二代再分析系统、

推进气象观测装备技术研发、

强化气象卫星遥感应用、加强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气 象 融 合

应用、推进气象服务数字化智

能化等 7 项重点任务。

《工作方案》提出，将优化国家级科研院所、

国家级业务单位、省级及以下气象业务单位学

科和研发布局；统筹优势资源，完善学科布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试点重组一批研究机构，突

出战略核心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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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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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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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

4 月 20 日，武警甘肃总队组织 2021 年度院校招生军事考核。据了解，此次参加军事考核的是通过文化科目预考的考生，军事考核突出以

米、秒、环为标准，使考核进一步向实战能力聚焦。图为考核现场，考生们在相互鼓励。

侯崇慧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