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梦妮
新华每日电讯

2018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四12 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王建、高
敬)在职业教育的舞台上，黑龙江省绥化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徐贤淑代表，已坚守 33 年，让
上千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找到了工作。她
说，让更多农村孩子学有一技之长，是她最大
的心愿。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全方位公共就
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让徐贤
淑印象深刻。她说，不少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孩
子，从职业教育中获益，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
持。

徐贤淑是学校的舞蹈老师。跟学生接触
多了，她发现，一些孩子成绩不好，也不好好

学习，觉得上的是职业学校，有自暴自弃情
绪。作为班主任的徐贤淑不愿意放弃一个孩
子。为了安抚学生的浮躁情绪，她一个个找学
生谈心，找家长了解情况，让学生能够在学校
安下心来，学习知识技能。

30 多年来，徐淑贤成了绥化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的一张“名片”。她带出来的毕业生大
多数去幼儿园当舞蹈老师，有的还自己创业。
前些年，绥化市区内的幼儿园舞蹈老师，70%
以上是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看到这些孩子尤
其是一些农村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有一技之长，找到稳定工作，我就觉得非常
有成就感。”她说。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徐贤淑又为职业
教育发展的事奔波。调研中，她发现，随着全
面二孩政策实施，“二孩经济”逐渐显现，随之
而来的是母婴护理出现服务缺口，育婴师等
专业人员的社会需求逐渐增大。

“目前在岗的月嫂队伍普遍存在年龄结
构偏大、未经过系统培训等问题，已经不能
适应社会需求。”徐贤淑说，新一代的年轻父
母更愿意用高薪来聘请专业的月嫂和育婴
师。

加快中高等职业学校育婴师专业建
设，既是市场需求也是加强就业服务、增
加就业机会的新渠道。徐贤淑认为，应在

中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开设“育婴师”专业，
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
相对稳定的育婴师队伍，以满足市场需
求；对护理专业的学生，调整课程设置，强
化对护生育婴师、营养师等职业所需技能
的培训。

“只有培养出集儿童养育、预防保健和疾
病护理于一体的高素质新型儿科护理人才，
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徐贤
淑说，掌握不同年龄阶段婴儿的言行、思维和
情感方式，懂得与婴儿相处和沟通的技巧，能
够适时地开发婴儿的自身潜能，为国民素质
的提高奠定扎实的基础。

让更多农村孩子有一技之长
徐贤淑代表从事职业教育 33 年，让上千名农村孩子找到了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郑明达、陈国洲)在
外务工 20 多年，刘钟俊始终认准一个道理：只要有真本
事，以工匠精神用心打磨每一件作品，无论做哪行，都有
自己的价值，都能活出精气神。

今年 42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劳务班组长刘钟俊，是重庆长寿区渡舟镇菩提
村村民。在外务工 20 多年，一手干净漂亮的木工活，一直
是他的骄傲。

刘钟俊曾先后获得过重庆市“十佳农民工”、重庆市
劳模等称号，由他搭建的模板几乎没有出现过变形，混凝
土梁柱光滑平稳，误差几乎为零。刘钟俊始终坚信，只要
本领过硬，不管从事的是哪行哪业，都能体现出自己的价
值。

作为一名来自农民工群体的连任代表，刘钟俊多年
来一直关注这一群体的诉求。此次参会，他带来了一份关
于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建议。“钢筋工能把钢筋扎
出花来，测量工用眼一看预估的数据与仪器测量结果八
九不离十……产业工人都希望靠自己的本领吃饭。”刘钟
俊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产业工
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让产业工人工作有技能、有价值，
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沉下心钻研技术，成为大国工匠。

人有本领，就有价值

刘钟俊代表认准的道理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岳德亮、王希)郑裕
财是一位“80 后”，来自浙江省西部山区。身材瘦瘦小小、
职高毕业的他，对技术创新有着天生的“灵气”和韧劲儿。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机修工，但是从工作之初，我
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干，干出样子来。”郑裕财有很强的求
知欲，不仅抓住一切机会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还购买专业
书籍，认真钻研，很快成长为企业的技术能手。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总结，郑裕财自工作以来研发了
多项实用性技术，与团队一起取得了 15 项专利，在为企
业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水平
和市场竞争力。2013 年，已经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的郑
裕财，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郑裕财非常激动，但更感
到沉甸甸的责任。连日来，他一直努力学习各种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还创造机会和团里其他代表交流。“我从大
山里走出来，只有尽心尽力履职，才能不负群众的嘱托和
期待。”

“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
国制造的品质革命”……郑裕财觉得，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新要求新部署，契合发展实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们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深切地体会到对企业来
说，一味打‘价格战’、走规模扩张的路子是不现实的。”郑
裕财说，要获得市场的持续认可，必须在创新方面发力，
在竞争中用质量说话。他告诉记者，创新是个艰难的过
程，但当前有关部门大力扶持，整个社会的双创生态系统
也日趋完善，作为企业的一线技术人员，他们感到振奋的
同时也坚定了信念，创新之路再难也要走下去。

创新再难，也要坚持

郑裕财代表的心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马晓媛、
许晟、霍瑶)“咱右玉羊肉好吃着呢，一个字，
鲜，包你吃一次就忘不了。”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张千户岭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宏祥在履职之余，
顺带着当起了“推销员”，逢人就要把右玉羊
肉夸上一夸。

“只要咱右玉的羊产业发展好了，老百姓
就能过上好日子。”张宏祥说。

正值不惑之年的张宏祥是土生土长的右
玉人。右玉县地处晋西北边陲，曾是北方要
塞，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区。千百年来，这里
的人们大多靠种地和放羊为生。“小时候家家
户户都有羊，大人们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
去，很辛苦，但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回
忆起儿时的生活，张宏祥记忆犹新。

牧羊人的孩子不愿过这苦日子。随着年
岁渐长，张宏祥出村上学、工作，还为了唱歌
的爱好考过艺校、组过乐队。因为做电脑生意
时刚好赶上了个人电脑市场增长的黄金期，
张宏祥攒下了“第一桶金”。

“自己有钱了，回村以后看见大伙还过着
穷日子，村里人也越来越少，心里不是个滋
味，就想回村做点事情。”张宏祥说，因为总怀
念小时候吃过的“羊肉味儿”，他最先想到的
就是在村里发展羊产业。

说干就干。2012 年，张宏祥回到张千户岭
村，找地方、打水井、修路、盖羊舍……眼看着
村里热闹起来，村里人既高兴，又带着担心：
这么养羊儿，能行吗？这年轻娃儿，能干成吗？

等到整齐的羊舍盖起来，连排的房子装
修一新，山坡上跑满了白花花的羊群，人们终
于信了：这娃儿，是回来干事的。一年多的时

间，村里人把自家土地都流转给了张宏祥，没
出门打工的都进了张宏祥的养殖园区，成了
月月有工资的工人。

与祖祖辈辈牧羊人不同的是，张宏祥的
羊儿“养得精细”。在坚持生态放牧、有机养殖
的基础上，张宏祥还专门聘请了营养学专家，
给羊儿开“菜单”、制定“运动计划”，让羊肉有

更好的口感。张宏祥还将传统养羊产业链大
大延长，形成了集种草、育肥、屠宰、加工、餐
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有了自己的品牌。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城里人想吃安全
有机、高品质的羊肉，农村却供不上，我们就
是要把这个缺口补上，做好羊产业的供给侧
改革。”张宏祥说。

如今，张宏祥带领的合作社和企业已完
成投资 8000 多万元，流转土地 1 万余亩，全
产业链各环节实现年累计收入 6000 多万元，
解决了本地 300 余人就业，带动周边 10 余村
庄的 1000 多名农民脱贫致富。

在张宏祥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回
村，加入牧羊人的队伍；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
到“小农养羊走不通”，要把品质和品牌做上
去，才能把羊肉卖出“洋价格”。

搞产业之余，张宏祥还开起了“养老院”。
村里生活孤单、无人照料的老人家，都被他接
到了养殖园区的新房里，屋里宽敞明亮，设施
齐全，还有专人做饭。老人们说，一辈子都没
过过这样的好日子。

“我记得小时候帮大人放羊，太阳暖暖晒
着，蓝天绿草地，让人直想放开嗓子唱歌，特
别惬意。”张宏祥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牧羊
人曾经是他的梦想，而如今，他盼着每一个塞
上牧羊人都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让塞上牧羊人过上好日子”
张宏祥代表：“羊产业”也要做好供给侧改革

“南雁”北归还，吉他“琴声”远
郑传玖代表把生产线搬回贵州正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汪军、施
雨岑)“在广东一家吉他制造企业打工 10 多
年，期待自己能开厂该多好，做梦都在想。”如
今，全国人大代表郑传玖已经实现这个梦想。

梦想起航的地方，在他的老家贵州省正
安县。在这里，他办起了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
司，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现在交通条件好，加上政府扶持，我们
很有信心，今年可以带动更多乡亲脱贫。”郑
传玖介绍，只要是当地贫困户，可以免费培训
后在公司上班，而且每人每月工资比一般员
工高出 200 元。

目前，他的订单已经排到 2019 年上半
年。在郑传玖的公司，但凡贫困户员工家中有
老人年满 60 岁，公司每月补助老人 200 元；
就近解决孩子上学，在公司同员工一起吃住。

农村打工仔返乡创业助脱贫，到底有何
心路历程？时间回到 10 年前。

那时，这位来自正安县凤仪镇的农民，
“大雁”展翅飞往广东。哥哥先去广州，后来他

跟着去。在吉他制造厂里，他们学会了生产吉
他。后来，老板发现他们技艺娴熟，将他们调
整到管理岗位。

由于工作勤奋，郑传玖和哥哥在吉他制
造的路上越走越宽阔。

2007 年，对于郑传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一年。这一年，他们在广东开办了自己的吉他
厂。怀揣“老板梦想”的他，有了“老板”的体验。

在 2008 年上海举行的一场国际乐器展
上，郑传玖获得一笔来自国外的 2000 把吉他
订单。

“打工就要把‘工’打好，努力奋斗了一定
有好收成，就好比种庄稼，用心管理了玉米个
头一般都长得大。”郑传玖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郑传玖老家发生的
变化一年比一年大。交通条件在改善，经济发
展环境也在改变。2012 年，正安县领导干部
到广州，希望郑家兄弟能把生产线搬回老家。
当时，正安有 12 . 5 万贫困人口。

“在正安把吉他制造产业发展起来，家乡

人一定会多一条增收致富路。”郑传玖认为这
是一件大好事，于是他决定回家。

就这样，公司落户正安。从此，越来越多
在广东从事吉他制造的“正安老乡”也陆续回
乡。尤其是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成为“县
县通高速公路”省份后，更是吸引大批南下务
工人员返乡。

郑传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交通不
方便，每个月从广东进货原材料的运输成本
是 16 万元，现在每个月可以节省 9 万元。

目前，他的公司除代工国际品牌乐器外，
还研发了 20 多个吉他自主品牌，产品远销美
国、巴西等 30 多个国家。“琴声”飘进正安千
家万户，更漂洋过海进入世界各地。

为扶持产业发展，进一步助推脱贫攻坚，
当地政府建设了吉他产业园，吸引 30 家企业
入驻。到 2017 年底，园区企业解决了 11000
多人就业，带动 4600 多人脱贫。

“那时南飞的大雁，如今都往家乡还，希
望琴声越来越悠远。”郑传玖说。

张宏祥在
履职之余，顺带
着当起了“推销
员”，逢人就要
把右玉羊肉夸
上一夸。“只要
咱右玉的羊产
业发展好了，老
百姓就能过上
好日子”

张宏祥接受采
访。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在县医院干了快 40
年护理的宋静，并没想到
自己能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

“我觉得自己特别普
通，做的都是分内的事。”

与记者交流时，河南省柘
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宋静经常这样讲。另一句
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则是
“当一辈子护士挺好的”。

自打 18 岁从卫校毕
业，她就在这家医院上班，
始终在护理一线，到今年
整整 37 年。2015 年 9 月
15 日，她收获国际护理界
最高荣誉——— 南丁格尔
奖。

“当时推选南丁格尔
奖候选人，我们医院有一
个名额 ，领导极力推荐
我。”宋静说，“我回绝说
‘工作确实很忙，没有时间
写材料，不报了吧’。”她坦
言，除了工作确实忙之外，
自己不想申报，也有过“报
了可能也是白报”的想法。

执拗不过领导，宋静
最后还是“把自己工作情
况写了写”，送到商丘市里
去了。结果出乎她的预料。

每个县都有一名候选人，
市医院也有候选人，市里
偏偏把她的材料递到了省
里。

当看到第 45 届南丁
格尔奖章公布时，宋静的
女儿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妈妈，您获得南丁格尔奖
了！”正在忙碌的宋静，只
是平静地说了句：“知道

了，我正忙着呢，等有空再说。”

获得南丁格尔奖后，宋静的生活并没
有多大变化。作为护士，她能做的、也是她
最喜欢做的，就是尽可能用爱心、耐心、细
心和责任心照顾好患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从 1994 年起，
她就坚持到农村和社区送医送药送健康
教育知识。她还是柘城县陈青集镇打油李
村两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关镇北门村一
名孤儿的“代理妈妈”。

1963 年出生的宋静，今年年底就可以
退休了。“但如果医院还需要我，我就会继
续在医院做下去，当一辈子护士挺好的。”

她淡淡地说。 (记者刘红霞、甘泉)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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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贵贵州州正正安安县县，，工工人人将将
吉吉他他悬悬挂挂在在钩钩锁锁上上，，送送入入喷喷
漆漆车车间间喷喷漆漆((22001177 年年 33 月月 2288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资资料料片片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
电(记者姜琳、丁小溪)西装
革履、儒雅谦和。见到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能建北京设备
公司磨机事业部金属结构厂
铆工二班班长刘加军，第一
眼很难将他和在车间摸爬滚
打、手握铁锤和焊枪的一线
工人联系在一起。

从一名普通“蓝领”到一
位“工匠”级技师，刘加军干
铆工已整整 35 个年头。丰富
的经验，造就了他一双敏锐
的眼睛。轻轻一瞄，就能看出
尺寸毫厘的差池。

“我来自一线，为工人‘代
言’。”刘加军深感责任重大。

被誉为“铁裁缝”的铆
工，要按照设计在钢材上画
线、切割、组装，把钢板、钢管
“缝”成电力建设用的设备产
品。其精度要求非常高，稍不
注意就会造成废件。因此铆
工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专心
和耐心。

刘加军说，自己总要求
每一道工序高质量完成，追
求产品尺寸零误差。可能正
是这种工作态度，让他练就
了高超技艺，赢得了尊重。

2014 年，刘加军的团队
接到美国一家公司旋转分离
器的生产任务。由于外壳形
状“天圆地方”，找了许多国
家都表示造不出来、没有生
产过。“这种复杂的‘异性构
件’，机器是肯定做不出来
的。我只能设计了胎具，用手工进行 24 道线的压制。”刘
加军告诉记者，反复试验后，最终拿出了成品。对方监造
非常吃惊，连连称赞“中国工人技术真高真好”。

“我当时内心真的倍感自豪。”刘加军说，“作为一名
基层代表，我希望广大青年人树立‘当工人光荣’和‘做蓝
领骄傲’的观念。”

近年来，刘加军所在的中国能建深入实施“岗位成才
在一线”行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与集团组建时比，高级技师人数增长了 42%。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
品质革命，令我印象最深。”刘加军说，精准的尺寸控制是制
造出高质量产品的先决条件。小到几米甚至几厘米的零部
件，也是铆工技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工匠精神的地方。

“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在保
障收入的同时，出台更多政策提高蓝领工人的荣誉感、获
得感。”刘加军坦言，跟他一同从技校毕业的同学有 40 多
人，坚持到现在从事铆工的只有四位。应该想办法留住更
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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