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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法机制激活乡土人才
□ 田 路

远离抽奖套路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大家谈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兴旺。在广大农村，“田秀才”“土专家”数量众多，他们扎根在基层一线，奔走在田间

地头，活跃在各行各业，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农民的需求更了解，对于农业农村情况更熟悉，如何充分挖掘利

用好这些乡土人才，不仅是人才发展的需要，更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

趣图
说事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一位网友晒出的
无锡火车站“无健康码由此进入”指示牌的
图片，外加“无锡。善……”三个字一下子引
爆了网络，众多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一
时间无锡的温情迅速向全国各地传递。网
友的“一图三字”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效能，
瞬间激发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那种对善的
渴望，许多网友也借机用善的眼光把身边点
滴善举一一发掘出来，形成一场寻善接力，
正凸显了现实生活中善与人文关怀的不足
与人们对弥补这种不足的强烈呼唤，印证了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的精神需求。

社会在发展，人群也会产生分化，必然
产生弱势群体。在科技发展迅猛并与社会、
人们生活高度融合的今天，社会在加速分
化，弱势群体也在增加，老年群体、妇女、儿
童、残疾人等资源与自身能力缺乏者最为集
中，这是技术理性、社会冷漠化的一面。然
而，社会良知者与政府优政者往往能够不断
向社会释放善意，提供源源不断温暖的人文
关怀，来弥补冷漠对社会的冲击。

在智能化逐渐成为生活主流，手机支
付、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势之下，弱势群体的
无助、无奈、无门在生活中时有发生。一些
卖菜的老人，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无法用二
维码收钱，一小捆蔬菜久久难以成交，还要
在寒风或烈日中苦苦等待；一些老人由于提
供不了“健康码”不敢到超市去，甚至无法乘
坐公交地铁等。当年他们也曾立于时代潮
头，今天他们被时代大浪卷到了沙滩之上。
人类的善意之风理应向他们吹拂，社会的人
文关怀本该让他们得到温暖。

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这样的认
识，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
是善待弱势群体的程度。2020年我国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实现全体贫困人口脱贫并继续发展，全
体中国人必须共同过上小康生活。这是一
个关爱弱势群体的巨大工程。之后，我国
将全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之路，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不断美好的道
路上越走越宽广。

在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
们既需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更多地应该做
雪中送炭的工作。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针对
已经先进了一步的人，而雪中送炭更多关注
的是弱势群体。彰显无锡温度的无健康码
通道的出现，对无锡来讲是一朵绚丽的精神
文明建设之花，虽然开放得看似突然，但它
是长期文明城市建设的结果。

要让城市的文明之花长久开放，无锡应
该做好延伸文章，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品位
层次。做好内外结合工作，深入挖掘善的故
事，把无锡人善的思维、善的举动展现给世
人；开展关于善的大讨论，让传统美德进驻
奋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进一步孕育出全社会善的种子；在全市开展
寻找身边的“善人”活动，把“善人”评选标准
交给无锡市民。同时，大力宣传无锡“善人”

“好人”先进典型等。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
提高城市的温度，让八方宾客能更多地感受
到城市的温情之美。

（作者系无锡市委党校教授）

让弱势群体感受到更多善意
□ 张鸣年

今年的成人自考已经顺利结束。全市
2.6万多名考生中，88岁的陈允葆成为无锡
市组织成人自考以来年龄最大的考生。88
岁老人参加成人高考，确实让人惊叹！因为
这个年龄，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正是享受天
伦之乐的时候，花体力和脑力参加成人高考，
是很大的考验。

陈允葆老人说，他参加成人高考，是为了
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上世纪50年代初他
只有中职学历，后来拿到了副高级经济师职
称，当上了无锡市利农砖瓦厂的厂长。但参
加成人高考，拿到大学文凭，仍然是他追寻的
梦想。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人发
出感叹，自己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后悔当初
没有认真学。其实，只要有一颗学习的心，什
么时候学习都不晚。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年
轻人尤其适用。学习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我
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特别是现代社
会，知识的更新很快，不坚持学习自己就会落
伍。88岁老人参加成人高考，对于年轻人也
是很好的励志榜样。

著名文学家杨绛先生进入老年后，数十
年如一日，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堪称典范。
93岁出版了散文随笔《我们仨》，96岁出版了
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了
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可见，老年人
只要坚持学习，照样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
当然，对于爱学习的老人来说，可以先给自己
定一个小目标。

88岁老人参加成人高考，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我们社会给老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学习氛围。以陈允葆老人为例，他参加成人
高考，他的家人对他非常支持，给了他很大的
信心。外孙还送了他一部笔记本电脑，作为
鼓励。此外，这些年我市的一些老年大学也
办得如火如荼，甚至一些专业的报名数不能
满足社区老人的学习需求。为了控制招生，
我市老年大学不得不通过热门限报、超额摇
号等方式设置报名“门槛”。

老年人坚持充电学习，也给老年生活增
添了乐趣，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让老
年生活充满书香气、文化味。客观地说，老年
人学习有很大的自身困难。比如，记性差，视
力、听力下降。但一些老人还是乐在其中，甚
至用各种“土办法”克服自己学习的弱项。陈
允葆老人说：“记不清怎么办？就用笨办法，
记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所以有
的题目我记了N次。”知识是人的精神食粮,
不断丰富知识，可以让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变
得更加强大。

所以，88岁的陈允葆老人参加成人高考
的新闻，不管是对年轻人，还是对于老年人，
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学习让人生更
加充实，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做
到。 （作者系退休教师）

88岁老人参加成人高考
是励志榜样

□ 彭爱珍

近期，“星级+薪级”
的社工职业体系在锡城各
街道社区推广开来。这一
举措，不仅关乎社区社会
工作者的薪资待遇、职业
发展前景，还为锡城社工
行业的发展提振了信心、
鼓舞了干劲。很多社工朋
友认真填写申报表，积极
参与星级评定，新的社工
职业体系也成为他们日常
热议的话题。

不难发现，这些年锡
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
社工行业的创业就业提供
发展性的支持。无论是
《无锡市关于加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还是《无锡市社
区工作者星级管理暂行办
法》等，都一步步推动着锡
城社会工作服务朝着专业
化、职业化、本土化的方向
发展，也激励着更多的年
轻人选择加入社工行业。

然而，“社工荒”与“报
名热”的尴尬局面依旧存
在。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上对社会工作
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对社工职业的
认同度普遍较低。曾有过这样的亲身
经历，在入户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很多
居民会质疑，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做什么
不行，非要做这种跑腿的工作？在市民
的心里，有时候甚至是将社工当志愿者
对待的。而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年轻社
会工作者将社工这一职业作为跳板，一
有机会就选择“跳槽”。

社会工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力
量。壮大本土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充实
社会组织的力量，需要转变市民群众对
社工职业的看法，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
崇社工的意识。当前，“有问题找志愿
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在锡城已蔚然成
风，普遍被市民认可。我们可以以此为
基石，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树立典
型案例，表彰先进人物，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弘扬聚焦社工精神，形成鲜明的舆
论导向。同时利用“道德讲堂”“社区学
校”等阵地，让社工们现身说法，展示社
工机构的发展历程，介绍社会工作的服
务内容，潜移默化地让市民了解与认识
社工服务，培养居民群众“有问题找社工
机构，有困难找社工”的意识，不断提高
社工职业尊崇感和社会认同度。

（作者系惠山区长安街道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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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金
花

为吸引顾客消费，很多商家都爱搞抽奖活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类
抽奖活动早已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打开网站、客户端、微信小程序，名目繁多的
抽奖活动扑面而来，送话费、送代金券、送保险，还有1元购好物、拼团砍价等等，
中奖率不高，有的按照流程一步步走下来不仅没薅到羊毛还会被商家反薅一
把。天上不会掉馅饼，远离抽奖套路要从不贪小便宜开始，特别是老年人，网上
消费时一定要多两个心眼。 （洪萍 文 / 罗琪 作）

近日，经专家评审，我省227位乡土人才
获评高级、正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职称，无锡
有多人上榜。这些晋升至“教授级”的乡土人
才中，有紫砂艺人、种田高手，也有海归博士、
职业农民等。我市历来重视乡土人才队伍建
设，注重对“田秀才”“土专家”的培养和使用，
自从实施了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计划以来，
造就了一批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
动群众致富的民间技艺技能人才。此次“教
授级”乡土人才评审认定，也是一次有益探
索。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兴旺。在广
大农村，“田秀才”“土专家”数量众多，他们扎
根在基层一线，奔走在田间地头，活跃在各行
各业，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农民的需求
更了解，对于农业农村情况更熟悉，如何充分
挖掘利用好这些乡土人才，不仅是人才发展

的需要，更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比如在
阳山糕团制作技艺主要传承人曹栋柱的带领
下，阳山糕团已经成为和水蜜桃齐名的阳山
美食。如今，阳山糕团又借助互联网走向了
全中国，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道极具江南特
色的美食，也把阳山糕团文化推广到了大江
南北。

现在，各地都在努力创新乡土人才的培
育机制和方式，不断增强人才对乡村振兴的
支撑力度。无论是为乡土人才评定职称，还
是各地其他的有益探索，都只是一种手段或
者途径，最终目的是要让这些“田秀才”“土专
家”真正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成为农业发展的拓荒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农民致富的领头雁。所以，不仅要健全完善
乡土人才的评价体系，确保能“评”出优秀的
乡土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关爱人才、培

训人才、使用人才等工作，真正助力乡土人才
展现身手、发挥作用。惠山泥人、宜兴紫砂等
特色技艺要传承好，都需要培养一大批有着
浓厚乡土情结的能工巧匠，并积极为他们进
行项目、产业嫁接牵线搭桥，在传统技艺的接
力传承中带动产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乡土人才工作力
度，积极落实各项人才工作措施，为全市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比如，市农
业农村局联合市人社、团市委等部门，开展动
物防疫、茶艺等职业技能竞赛，大力发掘培养
农业技能“苗子”；以海归青年、高学历青年等
青年农民为重点，启动实施“新农菁英”培育
发展计划；举办无锡农村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发动创新性强、创意突出、市场潜力较大的优
质涉农项目参赛角逐，释放“新农菁英”创新

创业动能；坚持“教育先行、培训常在”的原
则，扎实做好学历、职业和专业三项培训工
作，源源不断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乡土人才是笔宝贵的财富，各地各部门
需要对乡土人才培育的方法机制进行积极有
效的探索创新，强化激励引导，营造支持乡土
人才发展良好氛围，真正打造一支“接地气、
有特色、技能强”的乡土人才队伍。要立足乡
情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乡土人才队伍
建设规划；加大褒奖力度，对成绩突出的乡土
人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支持和项目奖补
资金；畅通乡土人才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渠
道，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创业成果等，不断激
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凝聚起乡村振兴的
新能量。

（作者单位：无锡市农业农村局）

新闻回放：近日，杭州市教育局联
合6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
资金监管的通知》。文件规定，校外培
训机构，应在本市范围内选择1家银行，
开立唯一的培训费资金专户，并报教育
主管部门备案，收费项目、标准以及收
退费规定、培训合同示范文本、投诉电
话等信息也要进行公示。当校外培训
机构专户中最低余额或当日（一周）累
计提取资金，出现特定情况时，相关银
行应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风险预
警通报。文件还规定，校外培训机构，
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消
费者申请退费时立刻按合同启动退费
程序。 （据《杭州日报》）

快评：近些年，教育培训市场良莠
不齐的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培训机构卷
款跑路的现象也屡有出现，严重侵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蛇就要打七寸，
杜绝教育培训市场乱象，关键是要对培
训机构资金进行有效监管。杭州市通
过备案制对培训机构资金进行监管，实
际是给消费者的学费安全加了一层保
险，同时降低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可
能性，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值得借鉴。

随着经济不断复苏，线下的教育培
训逐渐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呈现出了快
速发展的势头。引导教育培训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严格监管必不可少。需要
出台更接地气的行业规范，在收费项
目、标准以及收退费规定、培训合同示
范文本、投诉电话等方面建立起清晰而
规范的标准。对于一些违反行业规范
甚至是违法行为应当加大惩处和打击
力度，严重失信的校外培训机构及相关
责任人可以计入执业信用档案，让其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
环境，引导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

（王皖杰）

治理培训市场乱象
管住资金是关键

建设更有温度的人文之城建设更有温度的人文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