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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带动劳
动者素质整体提升，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对
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就业结构性矛
盾、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技
工院校是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我们
要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切实肩负职
责任务，以技工院校高质量特色发展全面推
动经济更好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培养技能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组织等各方面
力量的共同参与。要认真解决好政府、行业
企业、技工院校、社会组织等各方面主体职
责义务，形成相互之间合理有序分工、密切
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创新模式、校企融合，建成企业后备人
才的专门供给基地。创新模式、校企融合，
是技工院校发展的鲜明特征、独特优势。第
一，要总结提升多年来技工院校工学一体、
校企双制办学模式，形成基本范式，紧密结
合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结合当地特
色，不断发展完善。第二，要构建校企双方
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发挥学校培养资源优势
和高超技艺辐射源作用，释放企业生产服务
场景功能和设备条件优势。第三，要把专业
课程体系构建作为引领性要素，与培养目标
确定、培养方案制定结合起来，在一体化课
程标准制定、教学资源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建立与行业企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培养
层次丰富的技术技能人才。

集成资源、综合服务，建立多元开放融
通的人才成长直通基地。集成资源、综合服
务，是技工院校发展的立体效能、整体优
势。第一，要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公共
实训、技能评价、竞赛集训、就业服务、创业
孵化，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技能人才
全方位服务，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坚
持学制教育与技能培训并重，培养对象不仅
仅是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特别要注重加强与公共就业
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用人单位、行业协会
合作，围绕急需紧缺工种加大人才供给，为
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服务。加
大企业培养新型学徒制建设力度，引入企业
技师、高级技师到校任教。第二，要发挥龙
头企业、重点企业办学主体作用，积极推动
企业和技工院校多元主体组建技工教育集
团，推动集团化发展，构建地区性、行业性以
及跨区域、跨行业的技工培养模式。第三，
要建立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联盟，多方争取
项目支持，主动加强与相关企业、学校和职
业培训机构的联系，共享场地、设备、师资资
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突出技能、强化导向，建成高级技工的
特色培养基地。突出技能、强化导向，是技
工院校发展之核、发展之要。第一，要紧扣培养一线高素质
技能劳动者的目标，始终坚持把一线操作能力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理论与实践、技能与工作结合起来，教学体系、
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围绕锻炼、强
化、提升劳动者技能来安排布局，培育德技并修、技艺精湛
的技能劳动者和能工巧匠。第二，要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而“动”、跟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走”、围绕企业人才需要而

“转”、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而“变”，坚持相对灵活的专业设
置和培训项目，努力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强化紧贴产
业发展的办学方向，培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的技术
技能人才。

我们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着力研究破解制约技能人
才事业发展的难题，加快创新技能人才工作体制机制，进一
步完善技能人才制度体系，让崇技尚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
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摘登自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
培训协会会长孙宝树在中国职协
技校委员会第32届年会暨技工教
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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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0日，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市教育局、漳州辖区内 7所高校，在闽南师范大学弦歌
广场举办“职引未来”——漳州市2024届高校毕业生首场
专场招聘会（如图），促进漳州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
就业。

这是漳州市 2024年第一场省内外企业入驻高校，面
对面提供就业岗位的专场招聘会。

本场招聘共报名企业197家，提供4000多个次就业岗
位，涉及教育、医疗、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公共
管理等行业领域，还特别邀请三地8所师范类专业学校参
加，进一步拓宽漳州市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渠道。

本次招聘会设置人才政策解读专区、简历义诊专区、
生涯咨询与求职指导专区、就业心理调适咨询专区等4大
专区，为到场应聘的毕业生提供多方位的就业服务。同
时，漳州市人社局开通包车服务，专门用于接送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漳州科技学院等距离市区较远的两个院校学生
到现场求职。

据初步统计，招聘会当天共吸引 3800多人次应届高
校毕业生到场参会应聘，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300余人次。

（通讯员 钟秋燕）

开年好势开年好势 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漳州市举办高校毕业生首场专场招聘会漳州市举办高校毕业生首场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发文
公布 2023年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单，莆田市
仙游县陈开泉技能大师工作室获批新设立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陈开泉，从事工艺美术行业30余年，精通雕
塑艺术，以匠人之心、行匠人之事，创作出一件件
经典佳作，赢得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曾获得福
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工
艺美术名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一级高级技师、莆
田市高层次人才、莆田木雕非遗传承人和莆田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作品《爱国
青年习仲勋》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被聘为
上海海事大学高级国际航运学院客座教授。

“陈开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创建，将为
我县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增添智慧与经验。”仙
游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省技能大师工
作室是由行业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具有较强创
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且在带徒传技方面经
验丰富的技能大师领办建设的技能传承、攻关、
推广、交流的平台。近年来，仙游县人社局高度
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实施高技能人才培
养计划，鼓励高技能人才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
发挥其在传授技艺、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带动和辐
射作用，促进更多技能人才成长。目前，仙游县
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家，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11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2家。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落实人才强县战略，持
续实施技术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为仙游县经济建
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搭建技能
人才培育平台，创建国家、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举办职业技能竞赛，加大职业技能竞赛力
度，鼓励和支持各行业和企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
的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等活动，提高职业技能竞
赛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实施就业技能提升行
动，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
力，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加快推进技能人才
评价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化评价体系建设。

（通讯员 杨清）

深入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

仙游县再添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这是我来南岩村做的第一个作品，你看，原
来这个夯土墙是这个样子，我请泥工帮我把它补
成四四方方之后，定制了一个玻璃鱼缸放进墙体
里……”陈柏菁边比划边讲解，向母亲讲述自己
创设文创项目的心路历程。

2023年中秋国庆双节前夕，陈柏菁将在台湾
生活的 83岁高龄母亲接到福安市南岩村，让母
亲亲眼见证自己在大陆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

陈柏菁，来自台湾台北，出生于影视世家，有
着导演、教师、音乐人、乡建乡创导师等多重身
份，是乡亲眼中的“斜杠大叔”。2018年，他只身
来到福建追寻他的乡村文创梦想，“在祖国大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希望把我在台湾做文创
的经验带来这里，因地制宜，助力大陆乡村振
兴。”陈柏菁说。

平潭是陈柏菁来大陆的第一站。在这里，他
作为台湾基层治理专业引进人才参与当地美丽乡
村建设中，成为海坛片区光楼村、光裕村的社区营
造师。在这里，他开设文创工坊、搭建乡村音乐文
化广场、组建乡村民宿群……由他精心打造的福
人号召文创基地，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为了将更多文创“果实”结在大陆更多地方，

2019年8月，陈柏菁带着团队到福安北部山区考
察。一进到南岩村，陈柏菁就被南岩浓厚的古韵
和历史底蕴深深吸引。

藏身于僻静群山中的南岩村，有着 700多年
的建村历史，40余座明清建筑连成片，有“闽东
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美誉。彼时，为了保护好、修
复好、活化好南岩这样的传统古村落，福安市正
在积极引进像陈柏菁这样的乡村文创人才。从
2020年起，陈柏菁和福人号召文创团队受邀正式
入驻南岩村，开展陪护式乡建乡创。至2023年9
月，他和团队在南岩古村创新打造了12个项目，
推动众厅书院、南岩书院展厅、村委会观景台、村
委会春福客栈、和风小苑、台货铺、树瑜伽等多个
文化建筑落地南岩村。这些项目既活化保护和
发展传统建筑，又丰富旅游业态，让一度成为空
壳村的南岩实现蜕变与新生。

据悉，3年来，入住南岩村“新村民”、返乡创
业人员达100多人，年均游客接待量达到10万多
人次，吸引和接待了远至北京、黑龙江、上海、山
东的游客。

此番将母亲接到身边，除了想让母亲亲眼见
证自己在大陆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是为了圆

母亲的一个心愿。
陈柏菁的母亲张雪芬 6岁时随她的父母离

开大陆到台湾生活，77年过去了，她的儿子又将
她带回了故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陈柏菁这样形容母亲的心境，“70余年的时
光过得很快，但好在人亲土亲。”从台北都市到闽
东山村，母亲张雪芬适应得很快。每天清晨，她
拄着拐杖到村口孝老食堂用完早餐后，就坐在廊
亭里和当地村民闲聊，有时探讨闽南话和福安当
地方言的异同，有时分享各自的过往旧事，然后
再绕着村子慢慢逛回陈柏菁在南岩的家；村民们
常将自己种的蔬菜瓜果或煲好的汤羹送到陈柏
菁家中，有时母子俩一起下厨，一起用餐，一起分
享音乐，就像在台北时一样。

今年是陈柏菁到大陆逐梦的第6个年头，从
来时的只身一人，到如今集合两岸18位乡创人才
的福人号召文创团队，陈柏菁在大陆乡村振兴的
蓝图中，找到自己完美的契合点，他与这片故土的
联结更紧密了。“我现在把家安在了南岩，1个月
有20天左右待在村里，也算是南岩村的新村民，
我希望有更多有资源、有能力、有专长的人也来到
南岩作一番贡献。”陈柏菁说。（通讯员 廖长华）

将更多文创“果实”结在大陆
——记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福安南岩村“新村民”陈柏菁

台青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