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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新疆为期 4 个多月的“科技之冬”活动
已经展开，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批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长。

让我们看看，这个冬季，他们都在
忙什么？

“抖音短视频怎么吸引人的眼球？
怎样直播带货运营？怎么抓住用户消
费需求？”11 月下旬，为期 20 天的电子
商务培训班在精河县红星街道东城社
区开班，来自各辖区的创业青年、农牧
民群众等20余人参加了培训。

精河县此次电商培训以理论与实
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结合淘宝、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特点，围绕农产品
直播和短视频制作、网店开设与宣传等
课程内容，对乡村电商负责人、创业青
年等人群开展电商培训，致力于培养一
批电商达人。

“通过这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实操
培训后，我家店铺线上销售业绩有了新
的突破，现在的线上收入相比之前翻了
一番，我对今后的发展信心更足了。”甘
代琼说。

今年以来，精河县依托县技工学
校，把技能培训作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
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以市场紧俏
行业岗位需求和群众学习期盼为导向，
广泛开展多种实用技能培训，并将培训
与就业紧密结合助力就业。

目前，精河县共开展各类电商培
训23场次，培训学员876人次，通过电
商培训实现就业创业835人，为乡村振
兴培养了一批“土生土长”的电商人
才。

技术培训：
打造高素质农民队伍

近日，在地处疏勒县塔孜洪乡的郭
牌西瓜种植培训基地，来自山东省农业
种植专家正为农民群众讲解教学西瓜
嫁接技术，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培训
活动还带领群众深入田间地头，以实践
和理论相结合，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
技术指导，确保真正培养出一批农业种
植能手。

该乡农办主任阿力木·喀迪尔表
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乡村振
兴人才培育提质工程，就是要造就更多
乡土人才，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电商培训：
打造乡土电商人才

近日，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乡
加尔苏村2022年“今冬明春”职业技能
培训班，邀请霍城县雨龙花卉选育技术
咨询服务部负责人张军柱为学员授课，
主要围绕花卉种苗知识、花卉苗木生产
技术的发展应用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
使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掌握花卉苗木的
市场趋势和相关实用技术。

霍城县雨龙花卉选育技术咨询服
务部负责人张军柱说：“我从事花卉苗
木行业已经 30 多年了，趁着这次冬季
大培训的机会，将自己的经验技术传授
给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花
卉栽培技术，掌握一技之长。”

“我自己很喜欢养花，但没有科学

的实用技术。今年刚好冬季大培训开
办了花卉培训班，我想利用这次培训机
会，大力发展庭院经济，为明年的增收
致富打下基础。”村民翟元凤说。

加尔苏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充分
利用冬闲时机，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能
力提升行动，努力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提
高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就业培训：
冬闲勤劳致富忙

入冬以来，沙雅县沙雅镇紧抓就业
创业宣传、就业培训、就业扶持工作，通过

“点对点”“一站式”服务保障，帮助村民变
冬闲为冬忙，让“冬闲人不闲 勤劳致富
忙”成为最美风尚。

通过前期对就业人员技能和企业岗
位需求双向对接，12月10日沙雅镇组织
一批有就业意愿的居民前往沙雅县循环
经济工业园区相关企业务工，主要以管
道维修、电力保障和车间纺织岗位为主。

居民徐洪昌说：“冬季我们在家也闲
着，社区工作人员给我们联系了就业岗
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钣金，到岗位上后
肯定好好干，好好挣钱，把生活过得更
好。”

政策宣讲、科普宣传、科技服务、科
技培训……“科技之冬”活动自1989年在
新疆推广开展以来，每年都有数百万群
众受益。

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为农牧民群众办实事，助力农业农村发
展，为乡村振兴助力添彩。

来源：天山网

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考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这在浙江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据浙江省技能评价中心统计，2022年1至
11月，全省已有13.8万名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者考取技能证书，同比增长86.5%；其中
博士 102 名、硕士 5611 名，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68%。而在 2019 年，获证的博士、
硕士分别为25人和1603人。

学习无止境，技多不压身。一张技能
证书，是对劳动者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的
证明。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融入技能人才
队伍，这一现象背后凸显了人才观的重大
转变，意味着社会对技能人才价值的高度
认同。大批高学历人才青睐并考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也彰显了锐意进取的精气神，
展现了干事创业的新气象，着实令人振奋，
给人启发。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高学历人才和技
能型劳动者之间并无交集。不乏有人认
为，高学历就要从事“高大上”工作，而技能
劳动者与高学历无缘。现实中，学历和技
能的分割，不仅阻碍了劳动者的价值实现，
也给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带来了种种负面
影响，值得重视和警惕。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前，
各地正大力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培育智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面对越
来越多的生产工艺、环节、生产线加速向“智
造”转变，广大企业需要不断优化人才队伍
结构，拥有大量既懂理论又懂技术、既懂科
研又懂生产、既熟悉实际制造流程又具有动
手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一
些地方出现大批高学历人才青睐并考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一新“景象”，看似偶然实
则必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变化。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作为用人主体，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最为敏感。上述报道中
有这样一个范例：2022 年，浙江某全球玻
璃纤维领军企业有8名研发岗位的博士员
工，先后考取了玻纤及制品检验工证书。
其中，该企业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樊家澍
历时3个月拿到了技能等级证书，能自己
上手检验、跟踪产品性能，使得研发周期明
显缩短。事实表明，高学历人才以“考证”
为手段，学以致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潜
能，为其所从事的科研等工作赋能蓄势，利
己又利企，一举多得。

正如专家所言，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
融入技能人才队伍，“将大幅提升技能型
人力资本水平，解决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结构不优、素质不高问题，推动中国制造
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此外，大批
高学历人才青睐并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所形成的示范带动效应，有利于破除
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陈旧观念，造浓

“技能吃香”氛围，吸引更多年轻人走上技
能成才之路。

一些地方出现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融
入技能人才队伍的新现象，也给广大职场
人士带来了丰富的启示：无论学历有多高，
都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干中学、学中
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
界和视野，持续优化专业素养。如此，才能
赢得主动、赢得先机、赢得优势，在竞争激
烈的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各地应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
念，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支
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
体系。应通过提高薪资待遇、提供职业培
训、拓宽晋升空间等措施，鼓励广大高学历
人才立足本职，努力学习和掌握技能，培养
造就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推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劲动能。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本报讯 通讯员宋文蛟报道：“这么
寒冷的天气，你们为我们大件运输保驾护
航，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非常感谢！”12月
10日，承运风电塔筒的驾驶员从车窗向执
法人员挥手致谢。

这一天，新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局昌吉执法支队奇台执法大队接到上级
通知，3辆总长38米、宽3米、高5.15米、车
货总重84.251吨的大件运输车，沿G7高
速公路行驶，承运风电塔筒由奇台县至乌
鲁木齐市达坂城，要求奇台执法大队护送
监管车辆安全通过。

奇台执法大队高度重视，为减少冰雪
天气和路况对车辆运输的影响，确保大件
货物快速运抵，严密部署，科学研判，责任
细化到人，积极主动跟踪车辆行驶路线动
态信息，提前与收费站联系，实地勘验测
量通行车道，确保大件运输车辆安全通
过。同时，及时与承运车辆驾驶员、吉木
萨尔执法大队保持联系沟通，真正做到依
法快办，主动作为，热情服务。

在运输过程中，奇台执法大队依据超
大件运输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特性，对
承运车辆通行的路段沿线重点桥梁及公
路附属设施进行实地勘验，严格要求大件
运输车辆按照匀速、低速、居中行驶。同
时，做好路线引导、服务保障以及特殊路
段的交通临时管制、车辆疏导等工作，确

保大件运输车辆安全到达吉木萨尔服务
区。

奇台执法大队此次执行超大件运输

护送任务，共出动执法人员2人、执法车1
辆，护送里程50公里，保障了辖区公路的
安全畅通。

图为新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昌吉执法支队奇台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护送承
运风电塔筒的运输车辆安全通行。 宋文蛟 摄

奇台执法大队为大件运输车辆保驾护航

科技之冬，看新疆农民在忙什么？
高学历人才青睐技能证书

展现人才观进步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