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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联合推进乡村工匠培育
力争“十四五”期间遴选百名乡村工匠大师

　　日前，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提了具体的目标任
务：“十四五”期间，乡村工匠培
育、支持、评价、管理体系基本
形成，乡村振兴部门统筹、多部
门协同推进的乡村工匠培育工作
机制有效运行。挖掘一批传统工
艺和乡村手工业者，认定若干技
艺精湛的乡村工匠，遴选千名乡
村 工 匠 名 师、百 名 乡 村 工 匠 大
师，培育一支服务乡村振兴的乡
村工匠队伍。设立一批乡村工匠
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
所，扶持乡村工匠领办创办特色
企业，打造乡村工匠品牌。
　　《意见》提出，要遵循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服务产业就业、弘扬
工匠精神、统筹协调推进、因地因
人制宜等基本原则，明确了相关认
定条件和程序，围绕目标部署了挖

掘乡村工匠资源、挖掘乡村工匠资
源、实施“双百双千”培育工程、
支持创办特色企业、打造乡村工匠
品牌等重点工作，并提出系列激励
措施，包括支持乡村工匠培育、加
大人才支持力度等。
　　据悉，乡村工匠主要为县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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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的技能人才。按照意见要求，目
前，主要从刺绣印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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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具制作等领域中产生。各地可结
合实际拓展认定范围。
　　《意见》提出，各地结合本地
实际，挖掘县域内有传承基础、规
模数量、市场需求、社会价值、发
展前景的传统工艺。发现一批有培
养潜力的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
人，认定一批技艺精湛、带动产业

发展能力强的乡村工匠，建立省市
县目录清单，实施动态管理。

　　《意见》明确，支持鼓励返乡
青年、职业院校毕业生、大学生、

致富带头人等群体参加乡村工匠技
能培训，列入乡村工匠后备人才
库。鼓励符合条件的乡村工匠参加
职称评审，文化和旅游部门优先将
符合条件的乡村工匠纳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文化和
旅游带头人评选范围，妇联可按照
有关规定在进行城乡妇女岗位先进
集体（个人）评选表彰活动时对乡
村工匠适当倾斜。
　　《意见》提到，对乡村工匠领
办创办的乡村工匠工作站、名师工
作室、大师传习所开展师徒传承、
研习培训、示范引导、精品创作、
组织实施传统工艺特色产业项目
等，按规定统筹使用东西部协作资
金、定点帮扶资金等现有资金政策
给予支持。同时，要引导乡村工匠
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保障产品质量
安全。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与绩效管
理，将乡村工匠带动发展特色产业
实绩作为乡村工匠认定、评优晋级
的主要依据。
　　  （据中国经济网）

  

  在贵州卡拉村的鸟笼文创工坊，两位苗族手工艺人在编制鸟笼。像
她们一样，还有许多能工巧匠，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新华网）

  截至10月份，今年以来新开工
重大水利工程达到45项，创造了历
史新高；1-10月，落实水利建设投
资11006亿元、同比增长53%……日
前，水利部披露了最新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情况。据悉，下一步，
水利部还将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大
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确保全年完
成水利建设投资1万亿元以上。同
时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大力推进智

慧水利建设。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介绍，1-
10月，全国累计新开工水利项目2.4
万个，新增投资规模1 . 15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多开工5200余项工程项
目、多增加投资规模7235亿元。
　　“今年以来，共开工45 项重
大水利工程，开工项目数量创历
史新高，工程类型涵盖了防洪、
引 调 水、灌 区 和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等，这些都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大 水 利 基 础 设
施，分布在22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投资规模超过4000亿元。”
水利部建设司王胜万司长表示，
这些项目开工后，在短时间内就
完成投资近120亿元。
　　刘伟平还指出，1-10 月，完成
水利建设投资9211 亿元、同比增长
63 . 3% ；较 9 月底增加投资 975 亿

元。有 12 个省份完成投资超过 400
亿元，特别是广东、云南、河北、
安徽投资完成超过500亿元。持续
发挥水利建设促就业作用，水利项
目施工累计吸纳就业人数 2 2 6 万
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83万人，上
述两项较9月底分别增加17万人和
12万人。
　　在积极拓展水利建设筹资渠道
方面，1-10 月，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11006 亿元、同比增长53% ；较 9 月
底增加投资 435 亿元。其中，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1979 亿元、同比增长
103% ；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2888 亿
元、同比增长77%。
　　着眼未来，刘伟平表示，水利
部下一步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
重点，优化水利基础设施布局、结
构、功能和系统集成，以大江大河
大湖自然水系、重大引调水工程和
骨干输配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河湖
水系连通和供水渠道工程为目，以
重点水资源调蓄工程为结，建设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
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
序”的国家水网。　
     （据新华社）

水利部：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
乡村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作出系统安排。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印
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年）》，部署了数字基础设施
升级、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数字治
理能力提升等 8 个方面的重点行
动。为落实中央部署安排，2021年7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7
部门共同发布了《数字乡村建设指
南 1 . 0 》（以下简称《指南》），
指导各地开展数字乡村的建设、运
营和管理。一年多来，各地立足本
地实际，积极开拓创新，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针对各地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
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央网
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启动了
《指南》修订工作，并广泛征求修
改意见和建议。《数字乡村建设指
南2.0》将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农业
全产业链数字化、乡村建设治理数
字化、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乡村
数字文化、智慧绿色乡村等方面，
进一步完善内容、丰富案例，更好
地指导各地建设数字乡村。
    （农业农村部网站）

两部门联合制订《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
围绕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等方面完善内容

  据农业农村部21日消息，我国
开展十大主要粮食和畜禽育种攻
关，促进水稻、小麦、大豆、生猪
等重要农产品品种更新换代。
　　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工作推进会
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落实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决策部署，扎
实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加快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紧紧围绕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目标，充分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部省协同组
织企业、科研及社会力量，高质量
推进育种联合攻关。
　　据了解，我国还将支持十大优
势种业企业自主开展攻关，持续提
升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和市
场竞争力，支持地方开展64个特色
物种的攻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多样化需求。 （据新华社）

我国开展十大主要粮食和畜禽育种攻关

　　11月18日，山东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二期建设项目奠基仪式在省
农科院举行。这是目前国内在建规
模最大、保存方式最齐全、保存技
术最先进的省级种质资源库，建成
后，将新增低温种子、试管苗、微
生物资源等库容规模105万份，可以
满足我省30—50年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存需求，对夯实我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基础、保护农作物种质资源长
期安全、提升山东乃至黄淮海地区
现代种业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
　　山东是农业大省，气候、土壤
和海洋等资源条件优越，肩负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山东省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一期运行十余年

来，已入库保存作物、果树、畜
禽、微生物等种质资源11万余份，
其中引进国外优异资源6000余份，
整体保存规模位居全国省级资源库
前列。已累计向省内外科研、教学、
育种等单位分发共享资源2.3万余份
次，分发资源支撑各类项目、课题143
个，制定标准18个（国家标准3个），
审定品种54个。二期项目位于省农
科院院内，总用地面积5548 . 26平方
米，总投资1 . 3 3 9 亿元。预计建成
后，新增库容规模105万份，其中低
温种子库库容量80万份、试管苗库
容 量 1 0 万 份、微 生 物 库 容 量 1 5
万份。
  （王亚楠 李才林 杨可欣）

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期启动建设

可满足我省未来30年— 50 年需求

  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贵州江楠育苗中心，大棚内的温度、湿
度、光照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调控。   （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