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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齐心协力 重建家园

下午 3 点，日头高照，天

朗气清。

走 在 河 北 省 涿 州 市 豆

庄镇白马庄村道，只听得一

阵 阵 轰 鸣 声 传 来 。 抬 眼 望

去 ，在 村 西 边 的 大 片 农 田

里，一台台秸秆粉碎机、液

压 翻 转 犁 、旋 耕 机 开 足 马

力，正在交叉作业。

保 定 市 竞 秀 区 驻 白 马

庄村包联帮扶干部滕铭欣、

郑赫二人，正在组织农民积

极开展灾后复耕补种。“农

时不等人！趁着天气好，墒

情不错，得抓紧干起来。”一

整天都待在地里的两人，说

话间，豆大的汗珠止不住地

往下淌。

一场大水，让豆庄镇农

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村里

690 亩耕地全部受灾。“看着

成片枯萎发黄的玉米，东倒

西歪地趴在田间，甭提多难

受 了 。”一 直 忙 前 忙 后 的 白

马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宏，眼

睛布满血丝，有些哽咽，“在

最困难的时候，兄弟区县伸

来 了 援 助 之 手 。 竞 秀 区 委

领 导 带 着 区 直 部 门 党 员 干

部 ，沉 在 一 线 ，和 我 们 干 在

一起。”

一盘棋，一条心。“兄弟

区县的事儿，就是咱自己的

事 儿 。 道 路 清 淤 、抢 栽 抢

种 、帮 助 复 工 复 产 复 学 ，一

样 样 攻 坚 。”竞 秀 区 委 副 书

记 王 波 说 。 他 每 天 都 在 盘

算 怎 么 帮 助 受 灾 群 众 尽 早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据了解，根据保定市委

统 一 部 署 ，全 市 14 个 兄 弟

县（市、区）在保定市 2023 年

洪 涝 灾 后 重 建 领 导 小 组 统

一 组 织 下 ，前 往 涿 州 支 援 灾 后 重 建 ，竞 秀 区 帮 扶 豆

庄镇。

怎样把洪涝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不仅

是全村 700 多名村民的心头事，也是帮扶工作组下定决心

要解决的事。

“农业有规律，时间再紧，也不能蛮干。我们从河北农

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请来专家，对镇上受灾严重的

12 个村庄的土地进行科学分析，受淹较浅、退水早的 300 余

亩土地已经具备复耕条件，我们因地制宜提出复耕方案。”

滕铭欣介绍。

离种植冬小麦还有 50 多天，地不能荒着，能不能抢种

一期农作物？种什么？农业专家介绍，娃娃菜、萝卜等蔬菜

生长周期短，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就能长成。

有了方案，马上就干。帮扶工作组紧急协调大型农机

设备，免费为当地进行秸秆粉碎、翻耕、晾晒、旋耕。

村民杨学站在田埂上，望着自家田地里被洪水淹过的

玉米秸秆被打碎还田，走下地捏了捏复耕后松软的土壤，抬

起头说：“只要地不荒，咱的心就不慌。眼前的困难，咬咬牙

能挺过去，日子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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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

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

意见（试行）》，将原有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从

五级延伸为八级，向上增加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向下增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

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

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

实施一年多来，人社部门推出哪些配套举

措？技能人才感受到哪些变化？各地和相关企

业的政策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新八级工”更符合产业
和人才发展需要

扎根道岔维修岗位 19 年，重庆轨道集团员

工张杰带领团队完成 30 余项科技创新和技研

任务，使设备故障率下降 50%以上。2022 年，他

成为集团首位特级技师。“早在 12 年前，我就取

得了高级技师证书，但那时又喜又忧，忧的是年

纪轻轻技能等级就到顶了，以后发展怎么办？”

“新八级工”制度的实施，让张杰和同事们看到

了希望，“大家都想再上一层楼，争取在技术攻

关、发明创造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新八级工”制度实施一年多来，许多像张

杰一样的技术工人，突破职业“天花板”，当上特

级技师、首席技师；许多初出茅庐的职校学生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天地。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八级工”制度，到五级工制度，再到如今的

“新八级工”制度，我国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经历过多次调整。“每一次调整，都

是为了适应产业升级变化和人才发展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原党委书记陈李翔说。

与“老八级工”制度更强调技能人才对单台设备的操作能力不同，如今，

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普及，对技能人才的综合性、融合性要求更

高。再加上技能人才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因此，在原有高级工的基础上，逐

步增设了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等级。同时，为加强企业生产

和职业教育的联系，在初级工之下增设学徒工，有利于推进产教融合，帮助

年轻技能人才成长。

在湖北省黄冈市，中能建建筑集团的学徒工王森今年刚毕业，却已经在

当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现场工作了近一个年头。管道安装、设备调

试、数据测算……技术人员手把手教，王森成长迅速。在王森看来，“新八级

工”制度新设学徒工，让他拥有更坚实的职业起点，“通过顶岗实习，我获得

更多锻炼机会，能提前一年训练技能，在以后的发展晋升中更有底气。”

在育人才、提绩效、畅通道上效果初显

除了增加新的职业技能等级，“新八级工”制度还推出一系列配套措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童天介绍，在

等级认定方面，明确不同等级采取用人单位自主考核、用人单位和社评组织

认定、人社部门指导认定等不同的考核评级方式；在技能人才培养上，推行工

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在待遇上，引导用人单位工资分配向高技能人才倾斜等。

“‘新八级工’制度实施后，我们团队有两人被认定为首席技师，5 人被

认定为特级技师，公司每月分别发放技能津贴 6000 元、3000 元，总体薪资待

遇比原来翻了一番。”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首席技师刘辉说，

新制度让技能工人有面子、更有里子。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肖涵予表示，

“新八级工”制度让技能工人搞项目攻关更有干劲了，公司也更加重视高技

能人才的待遇保障，成立专项基金为技能人员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新八级工’引导企业打破技能工人收入的‘天花板’，建立与职业技能

等级相匹配的薪酬和激励机制，实现技能高则工资高、贡献大则待遇优。”陈

李翔说，一些企业探索实行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岗位分红等激励办法，让

优秀高技能人才在工资待遇上达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待遇水平。

走进天津大港油田，一排排抽油机上下起伏，汩汩原油被抽出地表，由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赵增权带领设计的液压旋转

除锈装置正在作业。

赵增权从事井下作业已 29 年，是公司的创新达人。去年 11 月，他从高级

技师被提拔为公司首批首席技师之一。“当上首席技师后，不仅薪酬待遇大幅

提升，集团还为我带头的技能专家工作室升级了功能，让技能型人才有更多

机会和技术型人才共同攻克难题。”赵增权说，“我的徒弟里，还有博士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全

国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超过 1100 万人次，较 2021 年增加幅度超过 80%，

评聘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近 500 人，高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不断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

前不久，在中能建建筑集团合肥长丰 9F 燃机项目现场，90 后焊工王振

宇头戴防护罩，手持电焊枪，和 11 名同事一道比拼焊接技能。技能比武表

现将影响他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顺利的话，这次我能从中级工升级到高级工。”王振宇说。作为安徽省

首批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试点单位，中能建建筑集团建立了专业考评队伍。

目前，集团认定工种达 140 多个，已有 396 人取得技能等级证书。

“从理论水平，到工作业绩，再到品德作风，中能建建筑集团已建立一套

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考评体系。”中能建建筑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曹宗保

说，未来公司还将在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补齐技能人才短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八级工”

制度实施以来，已有江苏、安徽、重庆等近 20 个省份组织企业开展特级技

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还有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一批企业积极

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陈李翔认为，如何避免企业技能认定“自说自话”，既增强认定工作的专

业性，又提高市场化、社会化参与程度，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人事处副处长李长波介绍，为严

格把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司先后主编了 10 余个工种的教材，题库约 3 万

道题，研究制订了紧贴一线生产的评审标准，以专题理论研修、前沿技术培

训、师徒技艺传承、技能技艺交流、创新成果分享等方式选拔高技能人才。

童天建议，未来，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新形势，

不断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标准体系和认定机制，让技能劳动者在更大

范围、更高平台上获得公平发展机会，更好激发技能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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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设
置体系，畅通技能人才职
业发展通道。“新八级工”
制度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
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
境，力争培养造就一支数
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产业工人队伍。

■深阅读R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常钦）

23 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自然资源部全力应对“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7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滚

动发布国家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针

对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和台风“杜苏芮”“卡

努”影响的 18 个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

Ⅲ级、Ⅳ级响应 12 次，派出 14 个由司局级

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及专家，赴预警区和重

要隐患点开展巡查排查，及时向地方提出

防范应对和临灾处置建议，督促指导地方

落实应急预案和预警响应措施。

北京共发布 9 期区域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6 期道路崩塌预警，针对高风

险泥石流沟发布 300 余次地质灾害预警

提醒，协助地方政府提前转移 2.9 万余人；

雨后安排部署 45 支地灾应急调查队伍，

出动 1715 人次，动员部署 1163 名群测群

防员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排查隐患

5400 余处，处置地质灾害 1200 余起。河

北组织 51 组 132 人下沉 9 个山区市 71 个

重点县，排查隐患 2600 余处，协助地方政

府转移 2 万余人。黑龙江共出动 8000 余

人次，排查隐患 6400 余处，指导公路部门

临时封闭 24 条道路，协助地方政府转移

3800 余人。

据了解，今年 1—7 月，全国共发生地

质灾害 1243 起，发生造成人员死亡失踪

的地质灾害 26 起，造成 52 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约 26794 万元。

自然资源部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滚动发布风险预警 及时提出处置建议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潘俊

强）23 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近期极端降雨灾害，为农业生产带来

了不小损失，北京市正在加快政策性农

业保险理赔工作。截至 8 月 21 日，接到

5564 户次农业保险报损 7.6 万亩，已完

成 2794.5 万元保险赔付。

据了解，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对

7 家 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 公 司 调 度 ，安 排

2299 人次，出动 1118 车次，加快查勘理

赔工作进度。会同财政、金融等部门开

设理赔绿色通道，对受灾较重的门头沟

地区简化优化理赔程序，从快从高处理

理赔案件，完成查勘估损后 5 天内，按

照 不 低 于 估 损 金 额 的 80%向 受 灾 户 预

付保险赔款。对灾害损失严重、一周内

无 法 入 场 查 勘 的 地 块 ，推 定 为 全 部

损失。

在 补 助 政 策 方 面 ，对 受 损 的 农 业

设 施 需 要 重 建 或 恢 复 的 ，按 照 建 设 成

本 50% 的 补 助 标 准 给 予 支 持 ；对 完 全

受损的高标准农田设施，按照 3000 元/
亩 的 补 助 标 准 进 行 重 建 或 改 造 提 升 ，

对轻微受损的设施按照 200 元/亩的管

护 补 助 标 准 予 以 维 修 管 护 ，以 上 政 策

已 向 各 区 明 确 ，并 派 出 指 导 组 跟 进 服

务 。 同 时 ，积 极 争 取 3890 万 元 中 央 农

业 生 产 防 灾 减 灾 资 金 ，全 部 用 于 支 持

房山、门头沟、昌平三区加快种植业恢

复生产。

北京推动灾后重建

政策性农业保险已赔付 2794.5万元

“我家院子里还有积水，需要协调一

个泵。”“家里电闸泡水了，能不能找人帮

忙看看？”……

8 月 21 日上午，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

口朝鲜族镇三岔口村党总支书记金二男

的电话响个不停。

“连轴干了八九天，村民家里都收拾

得差不多了，全村路面已完成清淤，田间

的排水排涝也都结束了。”忙碌间隙，金

二男介绍，多亏了解放军和帮扶工作队

的支援。

北部战区某旅的官兵挺进村庄，分

成若干小组，清淤疏通排水沟，切割、搬

运树木等杂物。由东宁市市直机关干部

组 成 的 灾 后 帮 扶 工 作 队 带 领 青 年 志 愿

者，也赶到三岔口村，帮助清扫路面淤泥

和其他垃圾。

村民金银槿家的院子里，晾晒着已经

洗 好 的 衣 物 、被 单 ，屋 内 已 基 本 清 理 完

毕。“帮扶队的队员说，家里受损的房屋在

鉴定后，政府会帮助重建，这可让我安心

多了。”金银槿说。

“三岔口村的帮扶工作队，由东宁市

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妇幼保健院、人民武

装部等单位的党员干部组成。”灾后帮扶

工作队队员、东宁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组组

长刘鑫桐说，牡丹江市委组织部还下拨了

专项党费，为困难群体派送物资，支持受

灾严重村屯进行重建。

目 前 ，东 宁 市 组 织 80 余 个 党 组 织 、

1072 名党员成立了 100 支灾后帮扶工作

队，进驻 100 个受灾村包村支援，加快恢

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我们发动全市党组织、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投身一线。”东宁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崔姝镜介绍，目前，东宁市各镇村供

水、供电、通信全部畅通，全市农作物排水

排涝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灾后农技指导也在扎实推

进。黑龙江省成立省、市、县三级专家联

合指导组，走访 50 余个受灾村庄，现场提

供技术指导。

三岔口村的水田上，10 架无人机驶

过，均匀喷洒着促早熟叶面肥，这是最近

一周来的第二次。“我们采用新技术、新机

具、新肥料，对东宁市的受灾水田全覆盖

式喷施促早熟叶面肥，有效防治病害，稳

定产量。”东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

任张建国介绍，目前，全市第二轮喷施正

在有序进行。

食用菌产业是东宁市的主导产业之

一。针对过水受灾菌袋，专家线上线下加

强指导，村民们抓紧补救。

在三岔口朝鲜族镇五大队村的菌田

里，菌袋重新整齐排列，不少菌袋上钻出

朵朵新菌。村民崔化杰正将菌袋顶部扯

开透气，重新摆袋，“按照专家说的抢救措

施，还真抢回来部分木耳。”

“我们为全市 6 个乡镇成立了农技指

导群，帮助菌农开展生产自救和复工复

产。”东宁市供销联社食用菌研发中心相

关负责人郭雯带领技术团队，已实地走访

30 余个主栽木耳的受灾村屯。

东宁市委书记时林表示，要确保所有

受灾无房户都住有所居，组织镇村全面开

展农田道路修复或新建，确保秋收前全部

完成，“建立包联工作机制，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黑龙江省东宁市—

全面开展农田道路修复或新建
本报记者 张艺开

▲8 月 23 日，在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

当地的农民抢修队正在架设简易木桥，开展

灾后重建施工作业。

张春祥摄（人民视觉）

◀8 月 20 日，吉林省舒兰市金马镇金马

村村民在家中检修农机，做好灾后农业生产

恢复准备。

郑智文 李安安摄影报道

▼ 8 月 22 日 ，在 河 北 省 邢 台 市 信 都 区

邢 襄 古 镇 景 区 ，施 工 人 员 在 修 复 受 损 的 仿

古建筑。

柴更利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