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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绛州澄泥砚传承人蔺涛

获评全国首批乡村工匠名师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文

化和旅游部等国家

7

部委近日

联合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乡

村工匠名师名单的通知》，确

定首批

273

人为乡村工匠名

师， 山西省运城市市李艳军、

蔺涛、薛新明入选。 包括他们

3

人在内，山西省共

10

人入选。

评定乡村工匠名师既是

为了传承优秀传统 文 化 ， 促

进乡村文化振兴， 也是为了

激发乡村工匠队伍 活 力 ， 带

动农民稳定增收， 促进乡村

产业发展。

乡村工匠是指从事传统

工艺和乡村手工业， 能够扎根

农村， 传承发展传统技艺、转

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就业，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的技能人才。 目前，主要从

文房制作、刺绣印染、传统建筑、

金属锻铸、剪纸刻绘、陶瓷烧造、

漆器髹饰、印刷装裱、器具制作

等行业领域产生。

蔺涛，是运城市新绛县泽掌

镇光村人，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首届轻工“大

国工匠”、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首届山

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

项目绛州澄泥砚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 多年来，他潜心研发绛州

澄泥砚， 使得位列“四大名砚”

“山西三宝”的绛州澄泥砚，被更

多人所熟知，传统非遗焕发新的

活力。 他此次入选的工匠类别是

文房制作。

据悉，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

是根据《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

育工程实施方案》， 由农业农村

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妇联共同研究确定，旨在弘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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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生 文

/

图）

乡村工匠带动 460 余万

农民群众就业增收

5

月

7

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会上，大赛组委会委员、农业

农村部帮扶司乡村振兴督查专员杨炼就乡村工匠

培育情况作简要介绍。

杨炼称，今年

4

月份，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妇联

7

部门公布了

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名单，共

273

人。 第一批乡村

工匠名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 第一批

乡村工匠名师来自

28

个省（区、 市） 的

258

个县

（区）、

28

个民族， 既有西部脱贫地区的乡村工匠，

也有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手工业者， 其中女性乡

村工匠占

36%

。 二是门类丰富。 涵盖刺绣印染、编

织扎制、传统建筑等

14

个技能技艺门类。 三是代

表性强。 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

45%

获得过省级以

上职业技能比赛奖项， 非遗传承人占

60%

以上 ，

大多数在行业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

够代表广大传统手工艺者的技艺水平 。 四是贡献

突出。 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积极开展技艺传承和

技能培训 ，领办创办经营主体 ，直接带动

45

万多

名农村人口就业， 有力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带

动了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杨炼表示，乡村工匠名师既是我国技能人才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活态传承乡村优秀文化、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宝贵资源，要

准确把握定位、充分发挥特长，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传承。 传承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传统技艺、传承

工匠精神，是乡村工匠的重要使命。 通过设立乡村

工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等，开展师徒传承，传授技

能技艺，培养传统工艺专业人才，切实把优秀的乡

土文化、技能技艺、农耕文明和工匠精神传承好、守

护好、发扬好。 二是提升。 提升技艺水平、提升创业

能力、提升品牌价值，是培育乡村工匠的重要目标。

通过研习培训、作品创作、市场推广等，推动传统技

能技艺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高乡村工匠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三是服务。 服务农民、服

务乡村、服务社会，是乡村工匠的重要责任。 与单纯

从事非遗文化和技艺传承不同，乡村工匠更多要担

负起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任

务。 通过打造“工匠园区”，培育乡村传统工艺龙头

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 支持乡村工匠自主创业，领

办创办特色产业，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等，推动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带动群众

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据不完

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乡村工匠

13

万余人，直接培训

230

余万人，带动

460

余万农民群众就业增收。

（刘杰）

山西技能健儿角逐第二届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 日前，第二届全国乡

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来自全

国

32

个代表团的

701

名技能高手同台竞技、切磋较

量，

22

名山西技能健儿征战全部

11

个赛项。

本届大赛由人社部、农业农村部、贵州省政府

主办，设砌筑、汽车维修、农机修理、美发、养老护理

等

11

个赛项，分职工和学生两个组别。 和顺牵绣、

高平刺绣作为大赛展演项目精彩亮相，充分展示山

西乡村传统工艺魅力。

当日， 乡村工匠技能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同

步举行， 沁州黄米醋 、 中阳剪纸、 永乐桃木雕

刻、 黎侯虎……山西乡村特色工艺制作现场展

示 ， 山西乡村工匠名师在全国技能技艺大舞台

亮绝活儿 、展风采 。 近年来，山西省把乡村工匠

培育纳入务工就业重点工作， 已培育乡村工匠

333

人，其中国家级名师

10

人、省级名师

73

人，

各类乡村振兴人才规模不断壮大、 素质稳步提

升 、结构持续优化。

近年来， 山西省坚持把技能强省、 技能富民

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民生工程，全力推动“人人持

证、 技能山西” 建设， 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

师工作室不断涌现 ， 特色劳务品牌做优做强……

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在三晋大地蔚然

成风。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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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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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一谈到乡村工匠，不

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泥匠、 瓦匠、

木工、电工等传统职业，如今，在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

乡 村 工 匠 被 赋 予 了 更 多 使

命———一技傍身，不再仅仅为养

家糊口 ， 还肩负着传承传统文

化、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助

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责

任。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

于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 提出大力培育

乡村建设工匠，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乡村工匠在

各自领域是如何别具匠心的？ 怎

样让乡村工匠带动乡村全面振

兴呢？

乡村工匠，主要是指县域内

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

够扎根农村， 传承发展传统技

艺、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

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技能人才。 发

挥乡村工匠的带动作用，既有利

于留住乡愁 、 盘活乡土文化资

源，也有助于带动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挖掘培养一

批、传承发展一批、提升壮大一

批乡村工匠，激发广大乡村手工

业者、 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

不同的乡村， 历史各有特点 ，文

化各有特色。 激发乡村工匠队伍

活力，需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这些充

满文化气息的传统技艺技能，也

是许多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吸引

力的特色标识。

杨云东是广西柳州市三江侗

族自治县的一名古建筑营造技艺

非遗传承人。 通过参加乡村传统

建筑工匠培训班的学习， 他增进

了对桂北民居大木构造、 营造技

艺和时代特征的了解， 加深了对

桂北民居价值判断、 保护修复理

念和原则的全面认识。 因此，立足

本土资源，结合当地实际，挖掘传

统工艺，才能更好培养技艺精湛、

带动产业发展能力强的乡村工

匠。 乡村发展不容易，长期坚守更

不容易。 做好保障，完善乡村工匠

评价体系， 不断增加乡村工匠的

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十分重要。

重庆市将大足石雕从业人员 、农

村建筑工匠等乡村工匠纳入职称

评价体系， 并对技能大师工作室

平台建设等项目给予政策支持 。

从实践来看 ， 营造尊重劳动、尊

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

能更好激发乡村工匠的内生动

力， 从而推动乡村工匠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

乡村工匠的培育，不能只注重

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 更要注重

创新发展。 山东日照岚山区等地

通过加强培训内容和教材设计 、

运用“数字化”“积分制”等多种手

段， 不断提高乡村建设工匠专业

技能， 规范工匠管理模式并建立

相应制度， 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总的来说， 要想让更多“乡

村名匠 ” 争相涌现 ， 不仅要在

“特”字上做文章，还要开展专业

生产型 、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育和

重点区域产业带头人专项培育，

更要为乡村工匠创业创新提供

广阔的施展空间和良好的硬件

环境。 我们期待众多能人巧匠栖

身一片乡土 、 耕耘一方沃野 ，描

绘出宜居宜业和美的乡村全面

振兴画卷。

（张姝睿 高秀雅）

培育“乡村工匠”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