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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前沿打工前沿G

“一般的毕业生月薪4000元起步，参加过技能大赛的则6000元起步”

一场职业技能比赛能带来什么“催化反应”？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白亚梅

鄂托克前旗毛乌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及

周边集中连片裸露沙地防沙治沙区，一垛垛

沙柳枝条和草捆绳码放整齐，轰鸣的拖拉机、

汽车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

铺设现场，上千名当地农牧民和外来务

工人员正忙碌着进行标距测量、画线和沙柳

栽植，随着一株株沙柳枝栽进提前画好的网

格上，不一会儿，整整齐齐、环环相扣的网状

草方格从无到有、渐次铺开，将黄沙牢牢锁在

原地，为广袤的沙漠增添了无限希望。

“生态变好了，我们的日子也变好了”

鄂托克前旗是毛乌素沙地西部源头之

一，也是毛乌素沙地南缘产业生态廊道重要

节点，更是蒙陕宁三省区集中连片裸露沙地

联防联治的标志性战场，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和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建立整

合治理力量、加强日常监管、推动常态治理的

工作机制，防治模式用沙柳打成 2×2 规格的

网格进行扦插治理，然后在中间种植杨柴等

固沙植物，同时进行围封、抚育、补植等综合

防治，形成生态保护好、沙地治理好、生态效

益好的良好效益，也是边界互通、沙漠相连、

共同治理的联防联治典型工程。”鄂托克前旗

人民政府副旗长尤建庆说。

治沙现场，望着一望无际的草方格沙丘，

还有连绵起伏的沙漠，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二

道川村村民项小飞感触颇深。他说，在鄂托

克前旗建立之初，每年三四月份，整个沙地风

沙走石，环境非常恶劣。后来在防沙治沙的

影响下，他和家人都开始参与沙漠治理。

“用沙柳、柠条和杨柴治沙、固沙，通过多

年防沙治沙压沙，现在整个环境变好了，生态

变好了，我们的日子也变好了。”项小飞说。

如今，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一代接着

一代干，一茬接着一茬压沙治沙，植树造林。

整个毛乌素沙地披绿，风沙越来越小，环境越

来越好，创造了令人震撼的绿色奇迹。

据了解，2023 年，鄂托克前旗完成生态

治理任务 76.4 万亩，其中林业生态建设 11.7
万亩（工程固沙 1.5万亩）、草原生态建设 14.7
万亩、围栏封育 50 万亩，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40 平方公里，全旗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 24%
和 42%，生态得到较大的改变。

打造示范区，带动农牧民增收

今年 56 岁的杜世强是鄂托克前旗昂素

镇乌兰胡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开春以来，他每

天都挨家挨户忙着给群众讲解“百万亩柠条

种植”项目的各种好处。

“自家的草场种植柠条不需要自己花一

分钱，投入劳力的话还有补助。种植柠条的

草牧场不但植被好了、每家每年平茬还有上

万元的收入。我们嘎查的柠条种植面积已经

达到了 3万多亩。”杜世强说道。

2020年 4月，在争取“国家草原生态保护

修复治理”等专项资金支持的基础上，昂素镇

计划用 5 年时间种植柠条 100 万亩，即“百万

亩柠条种植”项目。

“百万亩柠条种植”启动至今，昂素镇 16
个嘎查 3 个社区共新增柠条种植面积 34 万

亩。依托柠条种植，还发展起饲料加工、牛羊

加工等产业链项目。加上原有面积，该镇到

2025年柠条种植总面积将达到 340万亩。

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赢”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昔日一望无

际的沙漠变成如今的绿树成荫，从曾经的了

无生气变成现在的绿意盎然。

“今年，鄂托克前旗将通过‘政府统筹、国

企牵头、合作社＋农牧户’的模式，把境内的

毛乌素沙地划分为‘一廊两带两区’进行分区

治理、重点攻克，即毛乌素沙地南缘产业生态

廊道、毛乌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毛乌素沙地

下风口阻沙带、毛乌素沙地西部荒漠草原保

护修复区、毛乌素沙地生态红线巩固提升区，

从而牢牢牵住毛乌素沙地的‘牛鼻子’，掌握

治理主动权。”鄂托克前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何富云说。

据了解，今年，鄂托克前旗将集中打造

2 万亩典型示范区，实施林草生态建设 80
万亩、围栏封育 80 万亩。在保护生态和建

设生态的同时，开展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舍饲畜牧业、高效设施农业，集中建设

高标准农田，实施农牧民参与建设生态的

以工代赈工程，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带

动农牧民持续增收，实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赢”。

生态、生产、生活越来越好

农牧民、外来工共同治沙实现“三赢”

生态、生产、生活越来越好

农牧民、外来工共同治沙实现“三赢”

本报记者 李丹青

“宝宝，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啊，阿姨来抱

你喝药啦，咱们先喝点热水，这样胃会舒服一

些……”在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

赛育婴项目比赛现场，一名参赛选手动作娴

熟地抱起婴儿模型，轻声细语地安抚着。

5 月 8 日至 10 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

职业技能大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大赛围

绕农村实用技能，设砌筑、汽车维修、农机修

理、电工、美发、养老护理、育婴、中式面点、餐

厅服务、电子商务、茶艺 11个比赛项目，吸引

来自全国各地的 701 名选手参与角逐、展示

绝技。

技能竞赛是技能人才培养的“催化剂”。

这些选手通过省级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选

拔脱颖而出，具备扎实的基础和精湛的技

艺。通过这次竞技，他们的技能水平进一步

提升，也将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资源，为

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新活力。

紧贴市场需求和生产实际

眼下，“一老一小”服务行业用工需求旺

盛，养老护理员、育婴员等岗位供不应求。赛

场上，养老护理、育婴两个项目吸引不少人驻

足观看。

比赛刚开始时，来自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的养老护理项目选手李瑶有些激动。这

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技能竞赛。

李瑶抽到的考题是照护一名患有高血压

的帕金森患者，一方面做助行器行走训练，帮

助锻炼恢复，监测患者血压情况，另一方面为

患者翻身叩背排痰，协助进餐。对于第一天

比赛的表现，她给自己打 70分。

护理专业出身的李瑶曾拿过湖南省护理

技能竞赛第一名，并因此免试直升高职院校。

不过说起养老护理，她说自己是零基础学起，

“养老护理，只做好护理还不够，需要具备护

理、康复和老年服务 3方面技能，同时要了解

老人的病情、家庭、喜好等，细心耐心地照护。”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有一款

福利产品贵州老干妈……”电子商务项目比

拼中，选手们有条不紊地介绍着。

该项目裁判长助理时应峰介绍，这一赛

项要求选手扮演卖家角色，运用视觉营销、网

络推广、直播营销等多元化手段，提升店铺运

营成效。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君介

绍，大赛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技能大赛，

制定了技术规则；以相关国家职业标准三级

（高级工）为基础，结合行业技术发展及乡村

振兴相关领域技能人才水平实际，制定了各

项目技术文件。

“比赛是结合市场需求和企业实战而设，

不单单以销量论成败，而是结合营销策略和

运营成本综合打分。过去比赛时，常常采取

人机对抗的方式，现在引入 AI与选手进行交

流、评分，考核选手的市场运营能力和应变能

力。”时应峰告诉记者。

不仅是“竞技场”，更是“练兵场”

农机修理项目比赛场外，一名年轻人和

一名年长些的人正一边观赛、一边交流。

记者上前询问得知，年轻人是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农机教研室教师崔成

成，刚硕士毕业、入职不久，另一位是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农业工程分院院长张双侠，

从事农机工程教育教学 30 多年。他们一方

面是来给自家选手鼓劲，另一方面也想看看

同行情况。

被问到会不会修农机时，崔成成谦虚道：

“理论知道一些，动手差一点，所以想来看看、

学习学习。”

“比赛要求选手进行拖拉机和收割机的技

术维护、故障诊断与排除。你看这些比赛用的

设备，都是实际生产使用的设备。”张双侠介

绍，“一些老师是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学院工作，

动手能力不强，通过参加比赛和训练，能让他

们对农业机械的原理和故障了然于胸。我们

的课程是理论实践一体化，这不仅帮助老师提

升技能，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教学。”

技能竞赛不仅是“竞技场”，更是“练兵

场”。时应峰以电子商务举例，不少院校在培

训学生的过程中，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有的设

立实训基地，邀请电商企业共同打造课程、开

展教学，有的将学生送去企业开展真实场景

的实训，如去超市和生鲜店卖货，去电商平台

学习拍摄短视频和直播卖货等，通过实战及

时查缺补漏，提升实操技能。

“比赛还给我们提供了切磋技艺、共同进

步的平台。”在赛场外观摩的盐城技师学院幼

儿健康与护理学院副院长王淑红告诉记者，

她所在的学校承办了此次大赛养老护理和育

婴两个项目的江苏省选拔赛，“相关领域的专

家和技能人才集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人

才培养、技能提升，取长补短，以赛促学。”

“参加过竞赛的学生很多企业抢着要”

“这些参加过技能竞赛的学生，因为实操

能力强、可以直接上手干，相当于熟练工，很多

企业抢着要，而且给的工资更高。”来自江苏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应峰介绍，“像在南京，一

般的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月薪 4000元起步，

参加过技能大赛的选手则6000元起步。”

时应峰所言非虚。谈及学生的就业情

况，不少职业院校老师答道：“需求量很大”

“找工作不用愁”“很抢手”……

“新疆地广人稀，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对

农机修理的技能人才需求量大，也很迫切。”

张双侠透露，“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一

些家长和学生不断转变观念，报考人数逐年

增加，学生毕业也很抢手。”

王淑红介绍，她所在的学院在开展幼儿

教育、家政服务、健康与社会照护等教学过程

中，学生“琴棋书画”全学，“课程有意思，学生

有兴趣，我们培养的是中高端家政人才，学生

就业可以说供不应求，很多用人单位提前来

预定。”

“砌筑比赛要求选手砌出来一堵墙，包含

秀甲楼、苗族头饰、牛犄角、贵阳首字母等元

素，十分考察选手的功底。这样的一堵墙，不

是简单的产品，更是作品和艺术品。而完成

这些操作的选手，也实现了从工人到工匠的

转变。”砌筑项目裁判长周果林在中建五局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说，这样的选手在市

场上，日薪可达千元。

此外，记者了解到，获得大赛各比赛项目

职工组前 3名的选手，将被推荐授予“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各项目比赛获得金、银、铜牌

的选手，可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于近日举办，11 个项目 700 多名选手参与角逐。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通过这次比赛，选手们的技能水平进一步提升，也将获得更多就业机

会和创业资源……

陕西将举办106场职业技能竞赛

守护乱弹戏守护乱弹戏

云南技能人才总量逾540万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 155万人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年来，云南省越发

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性作

用。云南人社坚持从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实

施“乡村振兴技能人才计划”、大力发展技工教

育三大板块，通过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实施高

原特色农业领域技能促增收试点工作，大力发

展面向乡村振兴的技能人才培养。目前，全省

技能人才总量 541.28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55.8万人，提前完成“技能云南”行动提出的

到 2025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500万人、高

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55万人的目标任务。

云南省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不断加

强技工院校引导规划，优化技工院校办学结

构，开设乡村振兴订单班、定向班，持续为乡村

振兴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目前全省正常办

学的 36所技工院校 14.25万在校生中，来自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学生达31309人。

通过“一县一业+若干项目”“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和实施乡村工匠培育

计划，2023 年认定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39 名。

围绕新业态、新技术和乡村特色产业、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等，培育高技能领军人

才。建成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28个、技

能大师工作室 39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 11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533个，提前完

成“技能云南”行动任务。

此外，云南示范引领激发人才发展活

力。目前，全省劳务品牌 147 个，其中，国家

劳务品牌 6个、省级劳务品牌 30个，全省劳务

品牌从业人员约 256 万人，年经济收入规模

总量达 1522亿元。

陈俊宇

陈直应该没有料到，某一天他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

个体样本。毕竟他这些年一直在穷究“意义”——进行更为

深层、本质和根本的“生存”的寻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更

为主要的任务，这也是他为什么会阅读、翻译海德格尔。

“工厂里的海德格尔”，这个标签会持续伴随着他，尽

管如今他已经离开了工厂流水线生活，受邀在河北一所

高校的期刊出版社里从事了两年的编辑排版工作。从新

闻报道里得知，因为和学校签的是 3年合同，陈直希望能

够通过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哲学论文来获得认可，从而

可以续签。

3年前，因为一篇报道《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90后陈直进入公众视野。彼时，他想

出版自己翻译的哲学专著《海德格尔导论》，于是在网络

发帖询问。最新的消息是，陈直的译作即将出版。

陈直的生活，在向着我们认为“好”的方向推进。

对于读书这件事，他回应过，即便不读哲学了，也应

该读点别的书。如果单纯就是打工赚钱的话，个体本身

就太缺乏价值了。寻求价值、探究意义，实践另一种有别

于日常生存的生活方式，从而觉得更加有意义、活得更有

价值——放置在庞大的打工群体中，陈直是“异类”，但是

稀缺的，也是珍贵的，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珍视。

当然，热爱的同时陈直也明白需要承担对家庭的责

任，不得不去多赚点钱。这一人生课题，是我们活在人世

都需要去面对和认领的。所以，写诗写散文的爆破工人，

写了 5000多首诗的外卖员，在菜市场摆摊的女作家……

他们在精神探求与生存现实这一对“矛盾”中突围，即便

遭遇颇多磨难也要坚持写下去。

人们所追求与看重的东西肯定各有差异，最好的局

面是各求所愿、各得其所。陈直考了驾照，并注册了外卖

骑手。按他所说，如果不能继续在高校里工作，以后也可

以去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如真这样，他就成了“送外卖

的海德格尔”。

哲学教授陈嘉映曾说，“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

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

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

手一样。”

如果陈教授知道陈直翻译哲学专著的故事，应该会在

上述身份中加上“农民工”——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

通的劳动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投去关注的目光。

“工厂里的海德格尔”需要珍视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日前，陕西省人社厅发出通知，开

展 2024年全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办各类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共 106场 219个职业（工种），培养和造就大批高技能人才。

作为陕西省今年 10 月中旬举办的陕西省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的系列活动之一，通知明确：参赛人员范围，包括各类

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陕企业的一线在职职工，高等院校、职业

学校（含技工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其中，职工类比赛参赛选

手需取得中级工职业资格 3年以上或从事本工种 6年以上，新

型职业或特殊工种在赛事通知中另行规定。

通知明确了奖励激励：以职工身份参赛的选手，省级一类

竞赛，各职业（工种）决赛单人赛项前 5名、双人赛项前 3名、三

人赛项前 2名；省级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决赛单人赛项第

1名，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技能等

级（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

同时，推荐授予荣誉称号。获得省级一类竞赛，决赛单人赛

项前5名、双人赛项前3名、三人赛项前2名且为职工身份的选手，

获得省级二类竞赛，决赛单人赛项第 1名且为职工身份的选手，

均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获得省级一类竞赛，决赛单人赛项第

1名且为职工身份的选手，可推荐参评“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劳模宣讲进工地
5月 8日，来自公安、教育、交通等行业的6位劳模工匠齐

聚山东省济南市中雨污分流项目工地，为中建五局济南公司
建设者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精彩的事迹宣讲会。图为现场工友
为劳模事迹鼓掌。

宣讲活动结束后，劳模工匠们还现场与建设者们就新时
代劳模精神的传承，以及如何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为企业、
属地的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进行了交流探讨。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岳春晓 摄

5月14日，时敬华在排练乱弹剧目。
今年59岁的时敬华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冯庄村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威县

乱弹省级传承人，她致力于乱弹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共培养了100余名乱弹从业人员。
40年前，威县唱乱弹戏的演员所剩无几，时敬华下决心把威县乱弹传承下去，不让这

个古老剧种消失。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