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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好乡村工匠“双百双千”
培育工程，充分发挥乡村工匠名师、
大师在乡村工匠培育工作中的示范
带动作用，近日，农业农村部、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
布《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力
争自 2023年起，启动实施乡村工匠
“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力争到 2025
年底在全国认定百名乡村工匠大师、
设立百个大师传习所，认定千名乡村
工匠名师、设立千个名师工作室，弘
扬传统技艺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
值，活态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
化，顺应乡土人才成长规律，激发乡
村工匠内生动力，扶持乡村工匠领办
创办特色企业，打造乡村工匠品牌。
《实施方案》提出，由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妇联组成乡村工匠培育工作推进小
组，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研究名
额分配，协调推进乡村工匠名师、大

师组织评选、赛事举办等事宜。原则
上每年每个省份可推荐 9—10 名乡
村工匠名师，西部省份可增加 1—2
人，根据乡村工匠名师评定结果，每
年每个省份可从中推荐 1 名乡村工
匠大师，西部省份可增加 1人。

乡村工匠名师、大师主要从县域
内刺绣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制、雕
刻彩绘、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刻
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
印刷装裱、器具制作等领域的省级乡
村工匠名师中产生。各地可结合实际
适当拓展范围。
《实施方案》还对推进乡村工匠

“双百双千”培育工作提出五点支持
措施。

支持技艺传承。支持乡村工匠名
师、大师设立工作室、传习所，开展师
徒传承，提升技艺水平。对技艺设计
提升能力强、带动县域产业发展、带
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达到一定规模
的工作室、传习所，经个人申请或组
织推荐，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推
荐，由推进小组认定为乡村工匠名师

工作室、大师传习所。
支持技能培训。教育、文化和旅

游、妇联等相关部门将乡村工匠名师
工作室、大师传习所开展的技能培训
纳入专项研培计划和专班培训，农业
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乡村工匠专门研培计划。鼓励普通高
校、职业院校邀请乡村工匠名师、大
师进学校、进课堂，参与相关专业设
置，特别是实践类课程建设，培养传
统工艺专业人才。支持社会力量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乡村工匠提升技
能水平。各地利用现有资金政策对乡
村工匠名师、大师开展技艺交流、产
品研发、技能培训给予支持。

支持产业发展。支持乡村工匠名
师、大师领办创办经营主体，对吸纳
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
的，按规定落实相关就业帮扶政策。
鼓励乡村工匠名师、大师领办创办特
色产业项目，对发展产业带动就业，
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并建立健全联农
带农富农机制的，按规定统筹使用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东西

部协作资金、定点帮扶资金和社会捐
赠资金等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

支持品牌培育。鼓励乡村工匠
名师、大师弘扬技艺、开发精品、创
设品牌。鼓励高等学校和社会力量，
挖掘乡村工匠品牌文化内涵，提升
品牌策划设计水平，提高品牌价值
和竞争力，打造乡村工匠产品品牌、
劳务品牌。加大乡村工匠品牌宣传
力度，讲好品牌故事，不断增强乡村
工匠品牌知名度。支持开展多种形
式的乡村工匠品牌交流展示活动，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支持评先评优。对传承传统技艺

较好、产业带动效果明显、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乡村工匠名师、大
师，优先推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在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
人等表彰中予以适当倾斜，增强其获
得感和荣誉感。组织乡村工匠名师、
大师参加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
赛、巾帼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提高
乡村工匠名师、大师知名度。

为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争先进位的精气神，
树牢实践、实干、实效的工作
导向，近日，四川省什邡市供
销社围绕“执行力提升年怎
么办、怎么干，不做躺平干
部”开展专题讨论。

会上，什邡市供销社监
事会主任蔡昭霞传达学习中
共中央办公厅《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以及四川省委、德阳
市委有关要求，深入学习领
会《领导能力不足不适宜担
任现职科级领导干部调整办
法（试行）》的重要意义、工作
原则、方式步骤等内容。

什邡市供销社党组成
员、监事会副主任王辉作表

态发言，他指出，要深刻认识
出台《规定》的重大意义，对
照新时期干部标准和新形势
下供销工作的要求考量自身
工作、查找自身不足，积极对
标对表，不断提升自身政治
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

随后，参会人员开展“执
行力提升年怎么办、怎么干，
不做躺平干部”专题讨论，围
绕《青年干部应对“躺平”说
“不”》等系列评论文章，全体
干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进行
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表示，要
进一步在学习贯彻中提高能
力本领，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挑重担、扛
重责”的工作举措和实际行
动。

钟正有

七部门联合发布《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激发乡村工匠内生动力

提高安全意识 增强防范能力
四川省供销农资集团农资大厦公司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的消
防安全管理，增强消防安全防
范意识，近日，四川省供销农
资集团农资大厦公司邀请成
都市利民消防宣传中心专业
教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农资
大厦公司全体员工、大楼安委
会成员及各入驻单位消防安
全工作负责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消防宣传中心
教员围绕提高社会单位“检
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
初起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
生、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四个
方面能力，结合高层写字楼
现实情况，通过多媒体导图、
视频等方式，进行鲜活的剖
析与示范讲解，给大家带来
了强烈的感官和心理冲击，

使培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教育效果。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
次消防安全培训内容丰富、
实用性强、收获很大，不仅提
高了对消防安全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认识，更强化了火灾
预防、逃生方法、灭火器材正
确使用的技能。农资大厦公
司后续将深入大厦内重点单
位，针对各单位消防安全负
责人员、管理人员、实际操作
人员等重点岗位，多层次、多
角度、多渠道开展贴近工作、
贴近生活、现实有用的安全
知识宣讲教导，普及安全相
关法律法规，为营造良好的
消防安全及经营环境打下坚
实基础。

□本报记者 李艳

广元市苍溪县石马镇供销社：
订单辣椒获丰收
农民致富后劲足

当前，正值辣椒采收的
时节。近日，四川省广元市苍
溪县石马镇供销社为农服务
中心里人头攒动，村民们忙
着将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辣椒
称量、搬运、装车，现场一派
喜人的丰收景象。
“我们村里发展的是辣

椒订单产业，我家今年尝试
种植了 1亩辣椒，供销社给
的收购价也合适，明年打算
扩大种植规模。”正在交售辣
椒的石马村村民黄玉香说。
在供销社的鼓励下，黄玉香

家种植起了辣椒，育苗、移
栽、除草、采收……她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也为美好生
活铺上了“暖心底色”。

据了解，2023 年，石马
镇供销社为避免干旱等不
利因素的影响，创新农业生
产模式，积极号召农户“走
旱路”，通过包技术服务、包
苗木供应、包销售渠道的方
式，推广韩国大辣椒订单种
植 320余亩，实现了农业产
业发展同群众增收的有机
结合。

□本报记者 李国华

什邡市供销社开展
“执行力提升年”专题讨论

为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提高居民垃圾分
类意识，近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供销社联合红
星社区工作人员到红星街道醇窖广场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耐心地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城区垃圾分类工作进展等内容，引
导广大居民从源头做好分类，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正确投放，让居民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通过演
示，让社区居民现场进行模拟分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增强了社区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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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龙马潭区供销社：
联合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290 万元、400 万元、500 万元
……”“砰！”“恭喜 2 号竞买人，以
1420万元/亩的价格竞得！”

这是古蔺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拍卖会现场的场面，经过 33轮激
烈竞价，最终 2号竞买人以 1420万
元/亩的价格成交，溢价率达到 390%。

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通
过创新拍卖服务模式，给国有资产处
置开辟了“合理、合法、快速流通”的
渠道，让拍卖走进乡村，服务乡村，助
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0年至今，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
通过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罚没物资、
商业冻猪肉、抵贷资产、租赁权等的
拍卖，成交额达到 20.35亿元，其中，
2023年上半年已完成 6.05亿元。

随着拍卖市场、拍卖标的不断发
展，传统“坐等型”拍卖交易方式发生

了改变。要想更好地适应现在的市场
需求，更快地实现资产变现，改变传
统营销方式迫在眉睫。

2020年，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
承办的成都市商业冻猪肉拍卖项目，
在产品定位、竞买人定位以及对项目
的包装营销上都进行了改变。

在产品及潜在竞买人定位方面。
首先，根据对拍卖标的质量、数量、是
否临期、分包现状等进行分析，并走
访省内大中小型猪肉经销商、肉制品
加工企业等，制定了面向全国进行广
泛招商的拍卖策略；其次，在拍卖方
式上选择网络竞价，一方面杜绝串
标、围标等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打
破传统线下拍卖的地域限制，促进商
品快速变现，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项目包装、营销宣传方面。首
先，区别于传统拍卖只是刊登拍卖公
告后“坐等”客户上门的方式，“主动

出击”，通过互联网扩散拍卖信息，并
在对口的专业网站寻找求购意向人；
其次，对市场接受度进行试探、摸排，
主动拜访猪肉经销商及肉制品加工
企业、联系畜牧协会，从而精准锁定
潜在意向客户。

经过对标的进行精准分析及使用
恰当的营销策略，最终，本次拍卖会汇
聚了全国 30余家厂商，经过 274轮的
激烈竞价，7000 余吨冻猪肉最终以
1.66亿元成交，溢价率高达 78.5%。

目前，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同
成都海关、各区县执纪机关保持长期
合作，用“清廉社企”“阳光拍卖”作为
企业文化，创建了国有平台代管社企
的拍卖服务品牌，充分体现了拍卖公
司以优质高效服务，引领拍卖交易模
式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商品流通领
域的广泛运用，对委托单位资产处置
难点、痛点进行有益探索，有效打破

地域限制，并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多
元化的营销推广方式，合理配置公共
资源，让国有资产处置放置到阳光之
下，有效避免内部控制、暗箱操作等
廉洁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据了解，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
于 2023年完成提档升级，被正式评
定为中国拍卖行业 AA级拍卖企业，
也是四川省首家 AA级国有平台代管
社企的拍卖企业，不仅具有丰富的拍
卖经验，同时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
涉及多个产业范畴的客户资源库，做
到精准营销、实现快速变现。

此外，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将
积极探索农产品拍卖模式，通过“拍
卖+互联网”的模式实现线上线下拍
卖，跨越时空，商物分离，进一步降低
农产品交易成本，实现农户增收。

张欣

四川昌达拍卖有限公司：

打造“清廉社企”文化 创新探索服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