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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阿 克 苏 市

依干其镇依干其村，有个由浙江杭

州 市 援 疆 指 挥 部 与 阿 克 苏 有 关 部

门一同设立的创业实践基地，里面

展 示 着 杭 州 千 鹤 村 妇 女 辛 勤 耕 作

的事迹。“人家行，我为什么不行？”

当 地 居 民 布 维 散 木·吐 尔 洪 参 观

后，被深深地鼓舞着：“60 多年前，

千鹤村的妇女主动下田劳作，‘顶

半边天’。而 30 多年前，绿化柯柯

牙荒漠，我们阿克苏妇女也踊跃参

加、艰苦奋斗。”

她想干点自己的事业。于是，

从爱好出发，布维散木·吐尔洪利用

自己的手艺经营起一家美容美发

店，给爱美的村民们烫发、化妆、做

造型。

看似是个小生意，里头门道还真不少。要写项目书、租

赁店面、办营业执照，还得购置梳妆镜、消毒柜、烫发器等设

备。依干其镇妇联的干部想到了前头：“鼓励群众创业，我

们可不只是口头鼓励，还得提供全过程帮扶。”

美容美发店开业后，妇联干部也持续关注。眼瞅着门

庭冷落顾客不多，妇联干部又给布维散木·吐尔洪想了个新

招：去深造。在杭州市援疆指挥部和杭州、阿克苏两地妇联

共同推动下，布维散木·吐尔洪得到免费赴杭州学习美容美

发的机会。

布维散木·吐尔洪的故事并非个例。阿克苏市妇联干

部介绍，在走访中，大家发现很多妇女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需要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但家门口找不到合适的岗位；

自己有一定的技术和想法，想创业又面临资金和技术方面

的困难。

这个创业实践基地的落成，一方面鼓励当地群众艰苦

创业；另一方面，杭州市援疆指挥部、阿克苏市妇联以此为

平台，联合培训机构举办线上线下培训，实打实地帮扶想要

创业的妇女。“我从杭州学会的染发技巧、烫发样式，顾客可

满意了。我和杭州的老师每个月都视频聊天，她都会把新

造型教给我。”布维散木·吐尔洪说，小店生意好起来，她带

了 3 个学徒，顾客有时候还得排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群众解决就业创业难题，是各级

干部的肩头重任。如何找到一条尽量长远可靠的致富路，

把好事抓得更实？需要深入调研，也需要科学决策，更需要

躬下身子做好服务。

怎么帮到群众心坎上？杭州市援疆指挥部和阿克苏市

妇联干部一开始鼓励当地群众转变思想，接着提供创业辅

导，后来还有职业技术培训。扶上马，送一程，这些原本空

闲在家的群众，成了创业发展的受益者。布维散木·吐尔洪

的事业已经步入正轨，她拥有比先辈们更好的发展环境，也

必将书写更加精彩的故事。

（作者为本报新疆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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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申请、外省份同领域专家评审通过、签订科研业绩积

分任务书后，广西科学院李京博士获聘正高级专业技术岗

位。“以前只有评上正高职称，才能被聘任，现在改革后可以由

单位‘以聘代评’，对我们科研人员是一种鼓舞。”李京说。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破除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藩篱，在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岗位结构比例自主设置试点，完善自治区

本级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专项编制保障机制……一系列

改革举措有效激发了人才的创新活力。

作为广西首批岗位结构比例自主设置试点单位，广西科

学院建立了动态管理的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度，设计了一套

可量化的科研业绩计分办法。“我们根据科研体系布局需要，

优化岗位设置，把岗位资源向专业技术岗位倾斜，科研氛围更

浓厚了。”广西科学院院长元昌安说。

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是否见效，用人单位、人才感受最真

切。“依靠‘揭榜制’，我们顺利地与两个创新团队签了合同，可

以联手开展技术攻关了。”在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壮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说。

林晓提到的“揭榜制”，是广西正在实施的一项科技项目创新

管理方式。2022年，经征集企业技术需求、论证和遴选，广西共发

布了 50个“揭榜制”科技项目榜单，立项支持 33个重点项目。

同时，广西还聚焦新时代人才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推出一批改革举措，向用人单位授权赋能，助力人才成长，不

断释放和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他 1996年技校毕业参加工作，从中级工到高级工，从技师

到高级技师，再到现在的特级技师，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工匠到全

国技术能手的成长。”在广西首批特级技师颁证仪式上，主持人

向大家这样介绍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铣工、特级技师丘柳滨。

以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标准，解决人才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去年 5 月，广西在 7 家区内企业开展特级技师评

聘试点工作，充分放权给企业，由企业自主确定评审方式、评

审内容、评审程序，合理确定结构比例、聘任与待遇、解聘条件

等，使选出的人才真正符合企业生产需求。

“特级技师实行评聘结合，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可

比照本企业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相关待遇。”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周南屏介绍，广

西通过开展“技能广西行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激励体制机制，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不断壮大创新

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队伍。截至 2022 年底，全区技能人才

总量达 789.12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76.41 万人。

广西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给用人单位赋能 为人才成长助力
本报记者 庞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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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又是鸿雁北飞的时节。

当晨光照彻广袤田野，辽宁抚顺的乡村

人才也在“振翅”起飞——刘辉走进草莓大棚

调试滴灌设备，冯耀开着拖拉机到老乡家里

收秸秆，于泽朋走进村委会与村干部一起商

议村里事务，邓玉国翻开案头的榨油坊筹建

计划细细研究……他们年龄各异，所在区县、

所处行业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抚

顺市“三向培养”对象。

“三向培养”即将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

村干部。20 年来，抚顺市连续实施“三向培

养”工程，建立初、中、高级“三阶梯”，既挖掘

储备本乡本土的种养能手和带富能人，也鼓

励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电商能手等返乡创

业，构建党员致富能手、村干部、产业带头人

梯次衔接的乡村振兴人才“储蓄池”。

致富能手入党记

田 间 春 寒 未 散 ，温 室 大 棚 里 却 暖 意 融

融。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草莓藏在翠绿的叶片

下，散发着幽幽果香。

刘辉半蹲在垄间，低头仔细查看土壤情

况。“村党支部确定你为入党积极分子，还向

乡党委申请将你列为‘三向培养’对象，把你

这样的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一阵电话

铃响，新抚区千金乡前邓村党支部书记关切

地说道。

挂 了 电 话 ，刘 辉 兴 奋 得 握 紧 拳 头 挥 了

挥。此前，他已经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今年 47 岁的刘辉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外

地 创 业 。 2021 年 ，因 被 家 乡 的 草 莓 产 业 吸

引，当年他就在前邓村投资 600 万元，建设 15
座温室大棚。去年销售草莓 15 万

斤，收入 300 多万元，带动 40 多户村

民增收。

“这两年乡党委和村党支部帮

助我发展产业，让我愈加体会到党

组 织 的 凝 聚 力 ，很 想 成 为 一 名 党

员。”刘辉坦言，能成为“三向培养”

对象，更是意外之喜。“我早就知道

这个工程，张思慧就是培养对象嘛，

我很羡慕。”

刘辉所说的张思慧，正是前邓

村另一名草莓种植大户，同时也是

“三向培养”对象。今年 37 岁的张

思慧本科毕业后在市区找了几份工

作，后来看到不少老乡家里的农产

品滞销，便辞职回乡，带领农户们在

网上销售农产品。

“我在大学时没能入党，回到村

里后，向村党支部递交了申请书。

党支部发展我，让我感到自己被认

可、被信任。”张思慧回忆。

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张思慧牵头成立

合作社，在区、乡两级帮扶下，几年间先后建

起了 22 座草莓温室大棚。合作社去年收入

近 240 万元，带动 17 户村民增收。“相比于其

他形式的帮扶和培训，我感觉‘三向培养’更

精准。”张思慧介绍，抚顺市农业农村局的定

向结对帮扶，为她在种苗培育等方面提供很

大帮助。

恰逢周末，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们走进大

棚采摘草莓。张思慧递上装草莓的小盆，转

身拿起响个不停的手机处理起订单。“前几

年，同学们听说我回老家种地，挺不理解。但

现在他们觉得我选对了路，有的同学还主动

帮我介绍客户。”

一旁的村民王莉熟练地包装着草莓，在

草 莓 种 植 合 作 社 务 工 的 她 每 月 能 领 3000
元。“思慧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她能从城里回

村，带着大伙儿一起干，我们都很佩服。”王

莉说。

农村党员致富记

将满载秸秆的拖拉机停到院门口，新宾

满族自治县北四平乡北四平村村民冯耀跳下

车，麻利地将一捆捆秸秆抱进院。锄草机启

动，机器轰鸣，碎屑纷飞，冯耀只是微微眯起

眼睛，填装秸秆专注如常。

忙 完 摘 下 手 套 ，冯 耀 拍 了 拍 身 上 的 碎

屑，憨厚一笑：“这是用来制作牛饲料的，一

天得处理四五车。”如今的冯耀是全乡有名

的“牛倌”。

今年 37 岁的冯耀已有 16 年党龄，初中毕

业后入伍，在部队入党，退役后到外地与战友

创业，开过饭店、当过电工，2014 年结婚后回

到了农村老家。

几番考察，冯耀感觉养牛有前景。养了

7 头牛，但因管理不善，差点赔钱。在村干部

的帮助下，才渐渐扭亏为盈。2020 年，冯耀

被纳入“三向培养”对象，方向是“党员培养成

致富能手”。县乡两级党委为他协调牛舍场

地，发放秸秆补助款，还邀请养牛专家解决技

术难题。

如今，冯耀的养牛场初具规模，存栏 30
头牛，去年收入 15 万元，还带动全乡 10 余家

农户养牛。“我养牛早，谁家有技术问题，我多

少都能帮上点忙。”

选对致富路，越干越起劲儿。 2020 年，

冯耀听了驻村干部的建议，开始做百合粗加

工。产品很受欢迎，去年收入超 10 万元，从

11 月到次年 2 月是加工旺季，得雇 10 名村民

来帮忙。村民曲晓倩在加工厂负责清洗、包

装鲜百合，3 个多月挣了 5000 多元。

午后片刻闲暇，冯耀在加工厂车间一边

踱步，一边规划着购买几台新设备。“我们今

年 准 备 加 工 鲜 玉 米 ，这 几 天 就 去 申 办 许 可

证。”冯耀展望着。

引“归雁”，筑“暖巢”。新宾县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说，抓培训、抓资金、抓帮扶，新宾

已重点回引返乡创业人才 149 人，其中 94 人

为“三向培养”对象，分布在种植、养殖、装修、

加工等行业，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党员致富能手治村记

“彩钢房 20 万元，黄精蒸箱两台 3 万元，

晾晒场地 2 万元……”一大早，清原满族自治

县英额门镇大林子村村委会办公室里就传来

阵阵讨论声，于泽朋和村干部们正谋划着今

年的基础设施项目。

自从去年当上村支书，村里大事小情，于

泽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既要当好村干部，

也要当好致富带头人，有压力，但也有信心！”

于泽朋说。

42 岁 的 于 泽 朋 曾 外 出 务 工 多 年 ，能 吃

苦、敢打拼。2014 年，一场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让他看到了中草药产业的发展前景，便以

自家的几亩地为“试验田”开始种植。龙胆

草、苍术……中草药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于泽

朋又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带动 179 户村民年

均增收超 2 万元。

2019 年 ，于 泽 朋 被 列 为“ 三 向 培 养 ”对

象；去年，他又担任大林子村党支部书记。“前

年换届时，我们镇党委组织委员兼任了村党

支部书记 1 年多，就是为了带一带于泽朋，让

他尽快熟悉工作。”英额门镇党委书记杨雷

说，“现在于泽朋干得越来越好，村两委班子

也很团结，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

“我这 10 年就是在不停学习。”于泽朋笑

道，“以前是学咋种中草药，现在当了村党支

部书记，又开始学怎么带好班子、怎么服务好

村民。”

抚顺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村两委换届时，抚顺全市共有 1797 名“三

向 培 养 ”对 象 当 选 ，占 村 两 委 成 员 总 数 的

57.3%。抚顺市委将“三向培养”工程定位为

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抓手，持续为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储备力量。

农村产业领头人成长记

开门、进屋、打开手电筒，漆黑的养菌室

有了光亮，摆满菌段的铁架子映入眼帘。“屋

里一共有 8 万多袋菌段，菌段培养周期是 45
天……”邓玉国一边仔细查看菌段生长情况，

一边讲起心得。

今年 54 岁的邓玉国是抚顺县峡河乡三

家 子 村 村 民 ，2004 年 被 列 为“三 向 培 养 ”对

象，同年当选村委会主任；3 年后，他又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过去，村民几乎就靠打工、种

地、养蚕维持生计，生活不富裕。”10 年前，邓

玉国带头成立食用菌种植合作社，6 户村民

参与，当年收入 10 万元，此后越来越多村民

加入其中。

在三家子村，邓玉国带头经营的木耳生

产基地面积达 120 亩，年销售收入达 600 万

元，为 120 余人提供就业岗位，户均增收约

1.8 万元。目前全乡有近 260 户农民在他的

带动下种植食用菌，年产值近 3000 万元。

发挥“头雁”效能，打造产业“雁阵”。峡

河乡党委书记刘祥宝说：“邓玉国带动致富作

用很大，工作能力很强，如果没有‘三向培养’

工程助力，达不到这种效果。”

抚顺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

的乡村人才培养往往是村两委班子或者村集

体经济发展缺什么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缺

口补齐了，培养也就中断了，系统性和连续性

都不够，难以形成长效。“三向培养”工程则明

确“三级阶梯”分段培养，推行动态管理机制，

通过定期开展培训、积极对接帮扶、搭建交流

平台、明确培养目标等措施，形成科学合理的

长效机制，确保实现对乡村振兴人才的高质

量培养。

为确保培养机制落实到位，抚顺市将“三

向培养”工程定位为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

记工程，纳入绩效考核和县（区）委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各级党委全程跟踪帮扶，

由县级领导、乡镇干部、村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作为帮扶人，与培养对象结成帮扶对子，对

培养对象的成长全程关注。县、乡、村三级根

据培养对象实际需求、自身发展情况，采取逐

级培养、靶向培训、互动培训等方式组织培

训；各县区委结合自身实际，向培养对象倾斜

帮扶政策。

多年来，抚顺市健全“联系一批、选拔一

批、巩固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机制，市县乡

村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现场指导、专项培训、

结对帮扶、网络培训等方式，推动培养对象经

验共享、问题共解、成果共用。

辽宁抚顺连续20年实施“三向培养”工程，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本报记者 刘佳华

编者按：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

设，辽宁省抚顺市连续 20 年实施“三

向培养”工程，将致富能手培养成党

员、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党员致富能

手培养成村干部。近日，记者走进抚

顺，围绕致富能手入党、农村党员致

富、党员致富能手治村、农村产业领头

人带头发展等展开调研，记录乡村人

才振兴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强乡村人才

队伍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要把人力资本

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不仅要引来人才、留住

人才、用好人才，更要探索创新，精细化做好

人才培养工作，加快对新型职业农民、乡村

干部、技术人才等的教育培训，为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有力的内在支撑。还应加大对广

大乡村劳动力的专业化培训力度，通过专题

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专家授课等方式，补齐

技术短板。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以实践

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需要各类人才来书写，需要科技人才、管理

人才，也需要“土专家”“田秀才”，因此不能用

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健全乡村人才评价使用

机制，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各类人才的潜力。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强有力的

组织和制度保障。要让人才助力人才发展，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

干部队伍，将“农创客”“田秀才”培养成为产

业负责人，带领更多群众共同致富。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赵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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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春日里新宾稻田一景。

李纯福摄

图②：刘辉正在采摘草莓。

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图③：于泽朋在查看中草药储存情况。

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图④：冯耀在运输秸秆。

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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