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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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技能人才 风采

近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公布《关于
做好 2024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
知》（海人函〔2024〕4号），今年发布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政策有别于往年，有以
下几个亮点。

亮点一：认定模式灵活。今年认定采
取分类实施认定工作，一是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师、健康管理师等
22 个职业（工种）采取统一认定方式开
展，认定时间分别在 6月 29日、9月 28日
和11月30日；二是室内装饰设计师、人工
智能训练师、芳香保健师、品酒师等 4个
职业采取日常认定方式开展，认定时间安
排在除6月、9月和11月外的其他月份。

亮点二：申报条件施行新规。今年
起，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申报条件按
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去年底颁布《国家
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版）》（以下
简称《规程》）执行。《规程》涵盖各类有评
价需求的人员，对企业职工、各类院校学
生、技能类与专业技术类职业发展贯通人
员、其他社会从业人员的申报条件予以明
确，综合考虑促进就业需要和各类院校学
生、专业技术人员技能评价需求，对申请
条件进行优化调整。

《规程》实施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
申报条件有哪些新变化？

变化一：打破以往初、中、高职业技能
等级逐级申报的限制。新《规程》明确，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可直接
申报四级/中级工；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满 10 年可直接报考三级/高级工。

变化二：发挥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
才的基础性作用。新《规程》明确，取得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
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可申报四级/
中级工；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
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
毕业生）的，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
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
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的，或取得经评估论
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
读应届毕业生）的，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
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的，或取得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
班、技师班学生，可申报二级/技师。这将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院校布
局和专业设置，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变化三：打破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
才评价界限，推动两类人才职业发展融
合。新《规程》明确，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
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的，可申报三级/高级工；取得符合专业
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满 1年的，可以申报二级/技师；取得符
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满 1 年，就具备申报一级/高级
技师的条件，评价合格后可以颁发高级技
师证书。这将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
业技能评价，搭建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才成长立交桥，推动新时代复合型人才队
伍使用、待遇、发展等方面鼓励政策措施
和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

新《规程》的颁布施行，为各类有评价
需求的技能人才释放了积极利好的信号，
对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健全技能
人才评价机制意义深远。

亮点三：报名更便捷高效。认定报名
全面实行数字信息化替代替代传统纸质
材料申报，施行线上报名取代现场报名；
为考生提供更便捷、申通的报名渠道，有
229个报名点单位分布在全省9个设区市
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考生通过“福建考试
评价”公众号可以实现线上自由选择报名
点单位，通过“技能福建图采”小程序可实
时实现照片采集、申报表自动生成、考生
报名电子签名以及审核通知等功能。

（省评价中心 陆珠英 供稿）

考试计划发布！2024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新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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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的
通知》

“同学们，揉泥的时候要注意用掌跟
发力，从上自下推压，双手手指要轻护在
两边突出的‘羊角位置’……”2 月 28 日，
在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第三中学陶艺社
团班里，省级非遗大口窑青白瓷市级非遗
传承人陈雪芳正在认真教授学生青白瓷
制作技艺。

大口窑是宋元时以生产青白瓷为主
的一处重要窑场。这里生产的青白釉瓷
器产品极少数是素面，绝大部分有模印图
案。纹饰丰富多彩，题材主要有植物、人
物、动物、八卦纹等，有些器物的足内印有
文字，具有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借着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大口窑的精美瓷器经
由南浦溪流入闽江，后从福州港、泉州港
出海，远销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蜚声
国际。但随着元青花的出现和瓷土的枯
竭，大口窑在元代初期渐渐落寞，断烧了
700余年。1961年，大口窑址被列为第一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浦城县大
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七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陈雪芳是此项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步入大口窑自然村，泥表里掺杂着许
多青白色的碎瓷片，千年窑火沉寂，当年的
繁华如今静静地嵌于脚下的泥土。“我是土

生土长的浦城大口窑人，窑山下长大的我，
从小玩得最多的就是瓷器碎片。”历史就这
样嵌进了她的生活……从美术学院毕业
后，在厦门创业的陈雪芳与喜爱泥塑的李
天保因艺术结缘，二人步入婚姻殿堂。

“是爱乡的情怀，也是沉甸甸的使命
感。我希望自小就打动我的美、启发我的
美、曾经带给浦城人荣耀的美，能重新焕
美于世。”每年回家探亲，长辈们总聊起失
传的大口窑烧制技艺，陈雪芳的心中不免
遗憾，也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2018
年，在丈夫的支持下，夫妇二人回到家乡，
注册成立了青白瓷文化传承基地，开启了

对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的复兴之路。
陈雪芳介绍，为了复烧大口窑，他们先后
卖掉了在厦门购置的三套房，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和精力。“放弃原来的事业回到家
乡，也有许多朋友表示不解，但家人的支
持激励着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进……”

匠心借山水，缠枝绕薄釉。
“大口窑青白瓷薄如纸、青如天、明如

镜、声如磬，要做到这十二字，需要经历七
十二道工序和千百道的雕琢。”陈雪芳介
绍，要烧制出优秀的青白瓷作品十分不
易，薄胎制作、雕刻、上釉、烧制温度的控
制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把控精准。随着研

究的深入，夫妻二人逐渐对拉坯、塑形、上
釉等青白瓷制作工艺工序得心应手。

丹青卷，九曲泉，天青等雨烟。陈雪
芳拿起一只绘有青山画卷的梵音杯，指尖
蘸水后沿杯口轻轻滑动，清澈、和雅的梵
音从她的指腹间流出，宁静幽远。她告诉
记者，为了给大众带去更好的审美体验，
他们将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相
结合，还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创作出“丹
桂”“浦稻天成”“福文化”等系列青白瓷作
品，并获得了多项大奖。

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非遗技
艺，夫妻俩还招收了几位学徒，并在浦城
县第三中学建立了陶艺社团，让更多人走
近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认识这韵泽千
年的非遗“明珠”，“只有坚持在传承与创
新中复兴，才能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中绽
放新的光彩……”陈雪芳说。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
者：汤文娟 作者单位：闽北日报社）

俗语有云：“金碑银碑不如好口碑。”福州长安中
医院流派传承工作室以“传承中医瑰宝，拿出独家绝
技，铸就长安品牌”的理念，用针到病除、化解沉疴作
为最高标准，在患者中逐渐形成一个个移动的“口
碑”。有一开始自己来看病到带全家男女老少都来
就诊的患者，有从远方慕名而来、求医问药的外地患
者，也有不少四下打听来治疗多年顽疾的年老患
者。近日，记者来到福州长安中医院，采访患者心目
中的“妙手良医”和“健康卫士”。他就是福州长安中
医院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主任陈红彬。

年轻有活力，为人诚恳谦虚，这是陈红彬给记者
最为深刻的第一印象。出生中医始祖岐伯故里甘肃
庆阳的陈红彬，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和丰富的
针灸诊疗经验。他独创的“多位一体”特色疗法，为
广大颈肩腰腿各型筋骨类疾病和头痛、失眠、咽炎、
痛经、痤疮等疑难杂症患者解除了病痛，赢得了患者
满满口碑。

何谓“多位一体”特色疗法？陈红彬介绍，此疗
法注重医养结合，中西互参，符合中医治未病思想，
运用脉法运动针灸、手法理筋整脊、中药内服外用、
古法药浴熨敷、刺络拔罐放血等特色疗法，结合治疗
颈肩腰腿痛、各型小儿脑病、成人脑病后遗症和疑难
杂症等，同时配合中医康养、应时锻炼、饮食调配，制
定中医个体化治疗调理方案。

陈红彬自幼跟随祖母王氏学习中医脉法针灸和
理筋正骨手法，从小打下了深厚坚实的中医基础。
他大学本科就读于甘肃中医药大学，在校期间主要
学习了“西北针王”郑魁山教授“温通针法”的学术思
想和陇中骨伤奠基人宋贵杰教授“筋骨并重”的治疗
理念，对其中医思维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使他融
会贯通了学院派与民间派的各自优势。毕业后，他
继续跟师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藏医传统药浴、火灸、铜
罐、温针、熨敷等疗法和参加中医脊梁李可学术思想
和临床经验研修班，继承了古中医药的精髓，至此

“多位一体”特色疗法初步形成，随着中医临床实践
不断的积累，更是不断完善，疗效显著。

陈红彬非常重视与患者沟通交流。在明确诊断
之后，为患者制定每个阶段的主穴和配穴、治疗次数
等方案。在针刺前，会释义针灸基本原理，告知患者
针灸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针感，讲解生动形象。在
诊疗期间，陈红彬与患者、家属建立亲切的信任关
系，助推口碑辐射。

陈红彬恪守让患者省下每一分钱的准则，发挥
中医针灸“简便廉验”的特色。严谨的行医态度和负
责的行医风格赢得患者信赖，精湛的医技更让工作
室获得患者的好评和点赞。

在治病救人的同时，陈红彬始终不忘创新医
术。他常说，“由故而出新，由常而得变”，坚持继承

与发掘并重、理论与临床齐驱，在矢志追求医学事业中充分应用中医的阴阳
观、整体思维、中和思想。陈红彬常引用李可老中医所说的：“能够成为一名中
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这足以看出陈红彬对于中医的特殊感情。

陈红彬常言：“必欲治病，用药莫如用针”。他常年将针具携带在身，方便
施针帮助他人。从北京来榕出差的冯先生一觉醒来发现肩关节不能活动，无
法抬起与人握手。陈红彬把脉按其疼痛部位后，发现问题是关节阻涩，气不过
者，便想到以“龙虎龟风”通经接气，三针配合使用“青龙摆尾”、“白虎摇头”、

“苍龟探穴”、“赤凤迎源”四种手法，冯先生立即肩膀可以活动抬臂过头，吃饭
时也可以正常使用筷子，待其休息一晚后，基本恢复如初，冯先生惊呼针灸疗
效神奇。

这样的治疗“奇迹”几乎每天都在福州长安中医院上演。自2020年9月开
诊以来，福州长安中医院中医流
派传承工作室先后接诊颈、肩、
腰、腿等筋骨类疼痛、顽固性头
痛、耳鸣耳聋、脑病后遗症、慢性
咽炎、带状疱疹、慢性肾炎等不
同疑难杂症患者上万人次。

就诊的患者，切身快速感受
到了立竿见影的疗效，对陈红彬
精湛的医术竖起大拇指，由衷送
上锦旗致谢。这每一面锦旗背
后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代表着
患者真诚的肯定与信任，也代表
着患者的激励与支持。陈红彬
表示，患者真诚肯定是对工作室
最大的鞭策与支持，将以此为动
力，用扎实的专业技能和最佳的
疗效来回报、造福更多的患者。
（记者 张华元 实习生 张嘉慧）

梦笔山下 淬炼玉骨冰心之美
——记南平市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传承人陈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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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才
开发中心主任苏林一行到福建省人才培训
测评中心调研。双方就深度合作发展举行
工作交流座谈会，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福
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主任郑建意主持会
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苏林介绍了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
才开发中心近年来的基本情况、发展成效、
目标愿景等，对双方接下来的合作表示充满
期待。他表示，近年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人才开发中心紧密结合“深学争优、敢
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围绕福建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发挥人才
开发优势，在干部培训、平台建设、知识产权
等领域持续发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随着业态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对市

场监管系统干部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双方在现有的合作基
础上，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
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职业技能提升、
机关企事业单位培训、市场化培训项目、师
资库课程库共建共享等领域建立长效的合
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教育培训和市场监
管系统的优势，共同促进双方的业务发展和
产品延伸。

郑建意表示，近年来，福建省人才培训
测评中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实
施人才强省战略，自主运营海峡数字人才
云培训平台，致力为福建省专业技术人才
队伍发展，为广大企事业单位和专业技术
人才提供综合、高效、多方位、专业化的教

育培训服务。2024 年 2 月，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中标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
络教育培训云平台升级项目，为双方开展
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双方签约，既是
对双方合作前景的展望，又是进一步深化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成长
的实际行动。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不断加大资源共享力度，结合各自领域
的资源优势及客户资源，共同开发合作项
目，为市场监管系统干部提供更为优质的
服务。

会后，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商定进一步
加强在人才培训、平台建设、师资库课程库
共建共享、支部共建、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深
度合作，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合作。

（通讯员 范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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