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综合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主编 韩亚聪 责编 王 恒
美编 颜 雪 校对 王德新 制作 杨杰2

比技能、展风采，绽放乡村振兴路上“她”力量
——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金牌女选手掠影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景韵润 发自北京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
实施2024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明确今年
中央财政支持招募3.4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
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招募计划
向脱贫地区、东北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
区等倾斜。

通知明确，要统筹开发服务岗位，紧贴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需要，着重开发基层事业发展急需岗位。大力加强

“三支一扶”人员教育培训，实施能力提升专项计划，健全
贯穿全服务周期的教育培训制度，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
性。强化“三支一扶”人员岗位实践锻炼，建立健全导师
制、传帮带等培养制度，鼓励在推动基层发展中锻炼成
长。全力做好服务期满人员就业服务工作，拓宽基层留
用渠道，多措并举促进“三支一扶”人员扎根基层成长成
才。

据了解，2021年第四轮“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以来，
全国共选派12.17万名“三支一扶”人员到基层服务，对
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
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景韵润 张凌漪

5月10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
能大赛闭幕，此次大赛701名参赛选手中，女
选手共320人，占参赛选手总数的45.6%，电
工、农机修理、砌筑3个项目职工组，均有1名
女选手参赛，女选手们在赛场展现精湛技艺，
让更多人感受技能之美。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大赛11个项目共
计决出22金44银66铜。中国妇女报全媒记
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22位获得金牌的选手
中，女选手共有10位。女选手们的冲金之路，
让人们看到了技能带来的无限机遇和可能的
同时，也看到了乡村振兴路上的女性力量，并
期待广大女性技能人才以技能提升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

师徒选手包揽“双金”
“大家好，我是育婴赛项职工组选手蔡艳，

这位是我的学生，我们非常高兴能获得育婴赛
项职工组和学生组金牌！”来自重庆三峡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训指导教师蔡艳和2022级
护理3班的学生向丽蓉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育
婴赛项的一对金牌，师徒二人斩获同一比赛项
目双金牌，在此次全国大赛实属唯一。

照护服务好0～3岁婴幼儿，既要求选手
掌握必要的护理、急救、教育等专业技能，还需
要他们高度专心、耐心细致。“宝贝，姐姐在呢，
喝完药我们快快好起来。”向丽蓉边说边用勺
压住儿童的舌尖，先抬高勺，看见药液全部咽
入后，再取出勺柄。

比赛中，师徒二人动作娴熟，分别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步骤繁多的育婴操作，以最佳的精
神状态展现自己的风采，将科学养育、积极回
应、安全健康、关心关爱等职业素养贯穿育婴
照护服务全过程。

在此之前，蔡艳已多次拿下了国家级、省
市级护理相关赛项的一等奖。凭借对护理技
能的执着与热爱，中专毕业后的她，选择进入
重庆医科大学深造，2018年，她获得全国职业
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2020年，她重返
母校，成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训
指导教师。

“备赛时，我们俩会一起制定详细的训练
计划。”与育婴赛项的职工组其他参赛选手相
比，蔡艳身上的担子更重一些，除了完成自己
的训练任务外，她还要带领学生向丽蓉一起训
练，“我们也在互相学习，她的思维比较活跃，
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就能启发我想
到很好的创新点子。”

获得金牌后，蔡艳表示：“作为一名大学教
师，我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钻研理论知识，更
新育婴理念，提升职业技能，将育婴相关知识
和技能融入教学中，带动同学们共同学习进
步。”

向丽蓉对未来也充满期待：“我希望能在
毕业后从事育婴员工作，为婴幼儿及其家长提
供科学的服务和指导。我也希望能回到家乡
重庆丰都，带领更多农村宝妈考取育婴员证
书，让她们了解育婴服务工作，掌握育婴知识，
让更多乡镇人员关注、发展育婴行业。”

为养老护理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您要来试一试吗，我们拍背的时候，要注

意避开肾区、脊柱、肩胛的位置，五指并拢弯
曲，成空杯状，就像这样，拍的时候也很有讲

究，从外向内、从下往上，也就是从两侧腋中线
到靠近脊柱的位置，从肺底部到肩部。”在养老
护理赛场，学生组选手吴梦贤正在贴心服务老
人，并指导家人如何帮助老人拍背排痰。

“爷爷情况蛮好的，我们可以选择在餐前
半小时或餐后两小时帮他拍背，每天拍三到五
次，每次三到五分钟，以爷爷的耐受程度为
主。”吴梦贤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用手腕发力，
频率保持在每分钟120到180次。

吴梦贤告诉记者，在两天的比赛时间里，
养老护理选手要按照居家、社区、机构三个场

景顺序依次完成任务，对真人扮演的老人进行
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和培
训指导，最后撰写反思报告。“与其他比赛项目
不同，养老护理项目比赛不能满足于‘不犯
错’，而是尽可能地为老人提供关怀与照护。
我觉得获胜的关键是真正从老人需求出发，以
老人为中心。”

“以居家模块为例，我们的任务是照顾标
准化病人爷爷，他的老伴也会在一旁陪伴，因
此，进门后，除了关注爷爷的身体健康外，我们
还要及时观察奶奶的身体状况，考虑是否需要
给奶奶搬个凳子，让她坐着休息一会儿，虽然
比赛时间非常紧迫，在15分钟内要完成两个
操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老人有需求，我们
就要满足她，真正做到以老人为中心，而不是
只完成照顾病人的任务。”吴梦贤进一步说道。

今年只有19岁的吴梦贤是来自上海南湖
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大二学生，在她看来，
相比普通的护理工作，养老护理更注重人文关
怀，更需要爱心、耐心和专业度。“我觉得自己
的性格比较适合做这项工作，这次参加养老护
理项目比赛，对养老护理也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将共
同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养老护理行业，为养老
护理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金牌只是一个起点
“这是我比赛时做的提褶包、松鼠酥、柿子

包。”5月10日，郑州商业技师学院17岁的女
生王少涵在获得中式面点赛项学生组金牌后，
兴奋地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

“这道松鼠酥是我最满意的作品。”王少涵
说，为了打造逼真的效果，她在每个松鼠酥的

“尾巴”上切了80多刀，比赛时她做了10个松
鼠酥，切了800多刀，一共用了大约10分钟。

尽管已经获得了冠军，王少涵却只给自己
的表现打了8分。“扣掉的两分主要是刚开始
的时候有点紧张，有些小失误。”她笑着告诉记
者，“不过后来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状态也
渐入佳境。”

在中式面点竞赛中，选手要运用中国传统
的或现代的成型技术和成熟方法，根据产品制
作要求，对面点的主料和辅料进行加工，制成
具有中国风味的面食或小吃。“裁判在评判时，
不仅会称面点的重量，评判面点整体的形态，
还会切开面点，看馅料是否居中，并对馅料单
独进行称重。”王少涵说。

面对严格的评判标准，在备赛阶段，王少
涵每天7点就到实操间，一直练习到晚上11
点，经常练到手腕酸疼，贴上膏药休息一晚，第
二天又继续练习。“学校的老师也一直陪着我，
研究不同馅料的调制，琢磨不同环境、天气下
发面的诀窍。”

谈到未来，这位来自河南省安阳市的姑娘
信心满满，“金牌只是一个起点，我想继续深造，
继续精进技术，在更多全国性的大赛上拿奖。”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韵曦 发自北京 据教育部
官网5月13日消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国
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7万名。

《通知》明确，要持续优化特岗教师队伍结构，2024
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
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方倾
斜；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进一步加强
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外语、科学、劳动、艺术、信息科
技、心理健康、特殊教育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支
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可综合考虑
服役年限等因素对退役军人相应放宽年龄限制；鼓励以

“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为农村学校输送
优秀高校毕业生。

《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把好招聘入口关，严格招聘
条件和要求，按时完成2024年特岗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边远艰苦地区和急需紧缺专业的特岗教师招聘，可以结
合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采取面
试、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划定成绩合格线。对于特
别边远艰苦、教师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地生源倾
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确保特岗教师工资
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保证三年服务期
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
作岗位。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加强岗前培训，
强化师德师风教育。

在中式面点项目赛场，王少涵正在制作松鼠酥。 受访者供图

在育婴项目职工组赛场，蔡艳在展示陪幼儿做游戏。 受访者供图

两 部 门 启 动 2024 年 义 务
教育阶段“特岗计划”招聘工作

2024年“三支一扶”计划
拟招毕业生 3.44 万名

（上接1版）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长期以来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食物总量匮乏、品种单一，肉类、
水产品、蔬果等农产品种类少、产量低，每年需从
外省大量调入粮食和蔬菜。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习近平同志从“山”与
“海”的辩证角度鲜明提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
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

何为“大农业”？
习近平同志深刻揭示其中内涵：“大农业是

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
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
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

唤醒沉睡的山海资源！
习近平同志指出：“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

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福建人素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传统。
在闽东人的餐桌上，长期有两样食物：一是

“地瓜米”，就是把地瓜刨成丝，再晒干，作为粮
食；一是大黄鱼，我国特有的海水鱼，俗称“黄花
鱼”或“黄瓜鱼”。

提起大黄鱼的故事，已年逾八旬的刘家富至
今记忆深刻。

1988年底，时任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长的刘家富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
类养殖技术的报告》。报告中提到野生大黄鱼因
为过度捕捞日益濒危，而人工养殖存在技术缺失
等现实困难，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

让刘家富倍感振奋的是，习近平同志在报告
上作出批示：要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
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

“这一批示让福建大黄鱼迎来新生契机。”刘
家富告诉记者。此后，他牵头攻关的批量繁育大
黄鱼技术获得成功，研究成果逐渐推广到更多的
养殖户。

此后数十年间，宁德市不断加大科研攻关力
度，逐步扩大人工养殖大黄鱼规模，大黄鱼新品
种和新品系选育不断取得突破。

如今，“宁德大黄鱼”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全国80%以上的大黄鱼产自宁德，不仅是天
南海北百姓的美味佳肴，也成为我国养殖规模最
大的海水鱼品种之一和优势出口养殖产品，全产
业链产值超百亿元。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在福州乌山上，有一座“先薯亭”。这是为了

纪念明朝时期一位福州人陈振龙的事迹。
明朝年间，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冒

险从东南亚引进的甘薯种苗，经官方推广种植
后，为缓解旱饥立下了汗马功劳。随后，这一高
产耐贫瘠的作物经由福建走向全国，成为福建人
千方百计拓展食物来源的见证。

在传统以粮为纲观念中，山多地少是绝对劣
势；而随着观念转换到大食物观视角，劣势却成
了独特的优势。耕地给予不了的，海洋来给、山
林来给……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深情回
忆道：“我在福建工作时，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
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禽、奶、鱼、
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这么一算，福建
虽然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食物来源就多了。”

在福建工作期间，从沿海到山区，从地市到
省里，习近平同志不管走到哪里，总是牵挂着老
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

——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宁
德大黄鱼、古田食用菌、福安坦洋工夫茶、平和琯
溪蜜柚……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指导过的八闽“土
特产”，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

——推进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指导推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
心”的山林之变；注重乡土人才培养，推动科技服
务下乡，总结推广“科特派”制度。

——协调统筹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指导
厦门偏远山村种植茶树“做到山下开发，山上‘戴
帽’”；致力破解宁德食用菌产业中出现的“菌林
矛盾”，推动菌草技术发展；在南平炉下镇调研
时，嘱托“要认真走好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路
子”。

——让群众“吃得好、吃得放心”。为破解福
州群众“吃菜难”问题，推动郊区建立“菜篮子”基
地、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大力推行“农改超”，在
全国率先开展“餐桌污染”整治……

2001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
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在总体思路中贯
彻大食物观，用有力措施推动大食物观落地落
实。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的“大食物观”不
断丰富发展，指引“三农”工作走向：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
业、大食物观念”；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
入“树立大食物观”，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
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总书记指出，“解决
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
开，树立大食物观”。

观念引领变化，坚持必有所成。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福建践行大食物观取

得显著成效。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不断优
化，特色优势农产品走俏市场，食物供给日益丰
富多元。

“稳粮”有力：作为耕地面积仅占全国0.73%
的粮食主销区，每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
产任务。

“耕海”有方：水产养殖快速发展，水产品育
苗覆盖鱼、虾、贝等120多个品种，水产品人均占
有量200余公斤，居全国第一。

“土特产”有市场：食用菌栽培种类全国最
多，其中9个品种产量稳居全国第一。茶叶年产
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5万吨增长到当前50
多万吨，产值、单产均居全国前列。

福建省农科院院长余文权表示，“大农业观”
和“大食物观”呈一体两面，前者侧重生产角度，
后者注重民生需求。发展目标从“吃得饱”向“吃
得好”升级，消费结构从“粮食”向“食物”拓展，生
产资源从耕地向更广阔的国土空间转变。

空间拓展：“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食物资源”

耕地以外，我国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
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

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提出，“把农业作
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发挥总体效益”。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
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
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
构和区域布局。”

30多年来，福建深入践行大食物观，大力实
施“山海田”战略，努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

吃得饱，粮食是基础——

南平市建瓯市东游镇的万亩玉米基地里，正
处于成熟期的玉米长得郁郁葱葱。再有10多
天，其中一部分就可以采摘了。

东游镇党委书记林武俊说，这是福建省农科
院研发的鲜食玉米品种，不仅口感好，上市时间
也与广东、海南、云南的玉米错峰，深受市场欢
迎。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基地已建立起工厂化育
苗、加工、秸秆回收等完整产业链，进一步提高效
率、降低种植成本，农户每季每亩的纯利润达到
3000元。

东游镇发展现代化玉米产业，是福建践行大
食物观的一个缩影。作为粮食主销区，福建努力
扛起粮食安全责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真
金白银”稳粮惠农，建成高标准农田超千万亩，
2023年实现粮食生产面积、产量、单产“三增
长”。

科学开发，向森林要食物——
广袤的森林，不仅让福建成为全国最“绿”的

省份，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能够提供木本
粮食、木本油料、蔬菜、菌菇、动物蛋白等。

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森林
是水库、钱库、粮库”，为科学开发森林食物资源
提供了清晰指引。

“尝鲜无不道春笋”。油焖春笋、清炒甜笋、
笋烧猪脚……茫茫竹海，鲜笋生产一年四季不打
烊。

“相比富含纤维的春笋，这种在桃花盛开时
节采收的冬笋颜色漂亮、口感更嫩。我们还利用
新研发的急速冷冻技术，让消费者一年四季吃到
口感更好的‘鲜笋’。”三明极野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逸平告诉记者。

2002年，赵逸平看中了这里的毛竹资源，从
浙江杭州来到福建三明投资建厂。

“刚来的时候山里还没有进车的路。如今，
这里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们陆续开发了40多
种笋产品，远销到其他省份和国外市场。”他说。

竹林摇曳，林果飘香。
林下空间是福建人的第二块“耕地”。福建

充分利用森林立体空间，发展林下经济，形成了
林菌、林药、林蜂、林禽、林油、林粮、林果等多个
系列的森林食物，打造天然的“绿色食品工厂”。
2023年全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超3000万亩，产
值超800亿元。

耕海牧渔，向江河湖海要食物——

福建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有大小海湾
125个、海岛2200多个。蔚蓝的大海，是蕴含着
富饶海洋物产、丰美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要“像重
视耕地一样重视海域，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海洋
开发，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
伸”。

在习近平同志指导和推动下，福建积极建设
海上牧场，推动水产种业振兴，加快渔业产业发
展，努力做好海洋开发保障粮食安全大文章。

在福建连江定海湾海域，坐落着“闽投1号”
“乾动1号”“定海湾1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从
高空俯瞰，一座座篮球场大小的钢构平台卧于海
上，大黄鱼等养殖品在深海“畅游居住”。

在“定海湾1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工作人员
通过安装在水下的监控系统可以随时监测海水
pH值等数据，观察鱼群生长情况。

平台负责人卢统辉介绍说，平台总面积近
2000平方米，所在的深远海水质更好、水流更
急、空间更大，养殖的大黄鱼肉质口感接近野生，
零售价高出传统养殖的大黄鱼。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时指
出：“把远海深海养殖搞起来，把渔业‘种子工作’
这一篇文章做精做好，对我们的粮食安全可以起
到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如今，不仅是大黄鱼，“东优一号”“西盘鲍”
“绿盘鲍”等几十个国审水产新品种，耐高温“福
参1号”等近百个高产抗逆的水产优良新品系也
陆续实现突破，主要养殖品种良种覆盖率大幅攀
升，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福建省海水养殖产量近580万吨，居全
国第二位。其中，大黄鱼苗种产值达到2.37亿
元，鲍鱼苗种产值超过28亿元，牡蛎苗种产值
4.44亿元，海参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
福建人今天的食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

又科学合理。2023年，全省肉蛋奶产量首次突
破400万吨，水产品总产量约890万吨。

“舌尖上的安全”不容有失。在福建工作时，
习近平同志就对“餐桌污染”治理作出系统性、整
体性批示。福建也成为全国率先治理“餐桌污
染”的省份。

新鲜度检测、生物安全项目检测、安全风险
项目检测……在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的安全
保障检验室，几十台机器正在运行。每份奶产品
出厂前，要经过几十道检测，出厂后实现了可追
踪、可溯源、有监管。 （下转3版）

丰富食物“资源库”唱好农业“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