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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梵净山腹
地的贵州省松桃苗
族自治县，每年四
五月间鸽子花竞相
绽放。这里是全国
人大代表石丽平的
家乡，作为松桃苗
绣“鸽子花”品牌的
创始人，她用“指尖
经济”带动绣娘增
收致富，助推苗岭
脱贫攻坚。

在石丽平的公
司，绣娘们可以在
家生产，最终按照
计件方式获得工
资。留守妇女们有
了很大的选择空
间，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目前，她已为
4000 多名妇女提
供了平台。

有今天这些成
绩，石丽平的母亲
带给她的“指尖记
忆”弥足珍贵 。织
布、染色、刺绣……
家庭的熏陶、个人
的勤奋让她后来成
长为苗绣省级传承
人。她曾经用 8 年
时间，几乎走遍贵
州所有苗寨，搜集
整理、详细记录不
同绣种的资料。

“苗绣之美，让
我投入 。”石丽平
说。

2008 年，石丽
平在松桃老家创办
了公司。经过多年

努力，这个以鸽子花为品牌的松桃苗绣，从
苗岭走向全国。2014 年，石丽平的公司被确
定为首批“全国妇女手工编织就业创业示
范基地”。时隔一年，松桃苗绣成功注册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在这一年，石丽平
的“鸽子花”品牌被命名为贵州省著名商标，
成为一张金灿灿的文化旅游名片。

“苗绣产品现在已经卖到美国、韩国、日
本等 67 个国家。”石丽平无比自豪。公司从
最开始仅有 3 名绣娘的规模，发展到如今
拥有了一支 260 人的精英刺绣队伍，其中
大部分是下岗女工、留守妇女和返乡农民
工。

春回大地，苗岭的鸽子花即将绽放。

石丽平期待走现代化、品牌化之路，进一
步提升民族文化产品品质，让更多山区群
众享受“绣福”。 (记者汪军、施雨岑)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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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
电(记者董峻)“总书记的话
说出了广大农民心声。”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沂南县铜
井镇两泉坡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树睦，几天后回想起当时
的情景仍倍感振奋，觉得总
书记的讲话既平实又深刻。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
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
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质量。现场聆听讲
话的李树睦深切感到，总书
记的讲话为农村由富变强指
明了方向、带来新的机遇。

61 岁的李树睦来自“沂
蒙红嫂”家乡，从 1978 年担
任村支书起一干就是 40 年，
跟改革开放同步。

“那时村里没有一条像
样的路。老百姓住的是茅草
屋，照明靠煤油灯，喝水靠肩
挑，能吃饱肚子就很不错
了。”忆及 40 年前，李树睦唏
嘘不已。

“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
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他说，“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村里办起了加工厂、
建起了葡萄种植园，卫生室、
幼儿园一应俱全，家家户户
用上自来水、住上了小洋
楼。”

但是李树睦没有止步。
他还想带领村民把日子过得
更红火、村子建得更美丽。

两泉坡临着省道、交通
便利，葡萄成熟时游客络绎
不绝。察觉到乡村休闲旅游
的巨大市场，李树睦和村两
委干部决定发展高效农业、
观光旅游、休闲采摘。村集体
投资建成了 200 亩高效生态
农业园，经营优质葡萄、草莓
采摘，村集体收入每年增加
1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加
2000 元。

他们还规划打造起民俗
风情村，村民在家门口就实
现了就业，年底又有可观的集体分红，务农之外增加了一
份收入，实现了“离土不离乡”。

一个小山村的巨大变迁，折射出沂蒙山这个革命老
区的发展之路。近年来，沂南县对农村承包地进行了确权
颁证，农民凭证就能贷款；积极发展全域旅游，成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大批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积
极探索农村“双创”新路子。

村民腰包鼓了，不代表乡村振兴的目标就实现了。李
树睦心里很清楚：精神生活同样很重要。

“对维护公序良俗、崇尚义德勤俭的要支持鼓励，对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的陋习要抵制。”
李树睦说，“移风易俗，关键在克服攀比观念上的引导。”

2017 年，两泉坡社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谁家有红
白事，理事会成员和村委会班子就积极做工作鼓励大家
简朴操办。“以前村民办场白事得花上万元。现在不用大
吃大喝照样隆重体面，还能更好地寄托哀思。”他说。

参会期间，李树睦常和各地代表，尤其是同样来自农
村的代表交流，对本县农村的发展水平有了更清醒认识。

“沂南是全省 20 个扶贫重点县之一，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还有很多短板、农村生活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说，
“会后我要把总书记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带给父老乡亲，围
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带领村民把家乡建设得更富、更强、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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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者甘泉、刘红霞)翻开全
国人大代表裴春亮放在桌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凡是提到
“乡村振兴”的地方，都被他反复勾画。“干什么吆喝什
么。”作为村支书代表，他最关心的还是农业咋样更强、农
民咋样更富、农村咋样更美。

裴春亮是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
这个小山村三面环沟一面是山，曾经十年九旱。乡亲们的
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痛痛快快吃上几个白面馍、住上
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裴春亮担任村干部以来，十几年时间，他带领群众建
水库、修路、发展大棚种植鲜花。裴春亮还筹资 5 亿元开
发了宝泉旅游度假区，带动周边近百个农户办起农家乐，
年接待游客数量突破 120 万人次。如今裴寨村的人均收
入增长到了 1 . 3 万元。村里的人们，搬出了世代居住的土
窑洞、土坯房，圆了祖祖辈辈的新房梦。“现在村里人人有
活干、家家有钱赚、户户是股东。”裴春亮说，“我寻思着，
乡村振兴不能光是口袋富，精神也要富。”

他说，管理好一个村，既要以法律的尊严规范人，还
要用真挚的感情温暖人、用道德的力量鼓舞人。于是，村
里创办了“习书堂”、成立了读书服务站。

村里广播站开辟了《朗读时间》栏目，村“两委”成员
和志愿者义务担任播音员，每天晚上 8 点准时播出。朗诵
的内容涵盖红色经典、孝道文化、农业科技、健康知识、趣
味笑话等内容。经过全村的努力，2017 年 10 月，裴寨村
又荣获了第五届“全国文明村”的光荣称号。

在裴春亮看来，当前乡村建设存在新型职业农民队
伍缺乏、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

“‘黑头发打工、白头发打粮’是许多地方农村分工的
生动写照。”他建议，加快构建“三农”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特别是要重视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充分利用高职院校的
资源，培养“三农”人才。

裴春亮说，“咱基层干部就是领头羊，要走一步看两
步，心中想着第三步、第四步。乡村振兴，咱还要再出发！”

他关注“乡村振兴”

村里办了“习书堂”

裴春亮代表最关心的事

龙献文代表的两张“名片”

全国人大代表龙献文是湖南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围绕“茶叶”和
“民俗”两张名片，他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将地处湘西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庄从 10 年
前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800 元的贫困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小康建设
示范村等。“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龙献文说，“走进新时代，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好。”

这次来北京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龙献文带来了关于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建议，他希望按照美丽乡村要求，以农村厕所革命为契机，推进生态宜居基础设
施建设。

▲龙献文在村里查看茶树苗生长情况(2015 年 1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龙献文在驻地展示手机中家乡茶园的
照片(3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龙献文(右)在驻地与谭泽勇代表讨论
(3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龙献文（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湖南代表团全体会议(3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者罗沙、周
颖)“我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很平凡，不伟大，没什么值得报道的。”与记者
交谈时，米雪梅代表总是在强调这一点。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庄严的人民大会
堂投票表决国家大事……这些经历背后，一
袭短发、服饰落落大方的米雪梅仍只把自己
定义为一名“外来工”。广东务工创业 20 多
年的酸甜苦辣，让她举手投足显得格外干
练。

梅花香自苦寒来。人如其名，1975 年出
生于甘肃礼县农村的米雪梅，为了减轻家庭

负担，22 岁时便只身南下广东中山务工。初
到广东，米雪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服装
厂做保安。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做事踏实，被
调到办公室做数据统计员。

“我们这代人，身上有一种勤奋肯干的特
质。”米雪梅说，进了服装厂，不管累活脏活，
只要能学到东西，她都愿意去做。20 多年来，
历经 3 家不同的企业，她从车间统计、车间厂
长助理，到现场品质主管、客服部经理，一直
干到如今的客服部总监。

“一个个岗位做过来，我都是在不停地学
习。”采访期间，米雪梅盯着记者的衣服说道，

“比如你这件衣服，是用什么面料做的，怎么
走线，要怎么做成，这些我都是很熟悉的。可
以自信地说，我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过硬
的。”在米雪梅看来，自己能把事情做好，别人
才愿意跟着一起来干。

“比如做跟单，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
事。但只有用心用脑了，才不会出纰漏，保证
制单的质量。”米雪梅说，自己在拿到客户资
料的时候，会事先把生产这件衣服的各个环
节的注意事项考虑清楚，然后将提示附在制
单上交给其他部门，以将生产风险降到最低。

“坚持做一线的事情，下车间、坐办公室，

对我来说，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她说，“我特别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
句话。”

米雪梅已经在广东中山安了家，生活条
件得到很大改善。但她依然惦记着广大外来
务工人员，今年两会，她提出了关于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建设更多公
办学校，让更多外来工子女在城市中也能享
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米雪梅说，“这
样，勤勤恳恳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外来工，才
能有幸福感和归属感。”

她，特别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外来工代表米雪梅的奋斗人生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者王建、邬
慧颖、孟含琪)高技能人才短缺、年龄出现断
层、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全国两
会期间，部分来自一线的技术工人代表认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离不开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议从多方面提升和保证技能人才的
荣誉感和认同感。

技工薪酬偏低

高级技师转当操作工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井冈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红板(江西)有限公司产前工程部工人
郭达文 2006 年参加工作，当时和他同进企业
的校友有 20 多人。两年后，却只剩下他一人。
“大部分年轻人觉得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
大，所以都跳槽了。”郭达文说。

待遇低，对同样来自基层一线的焊工丁
照民代表来说，体会更深刻。丁照民是全国
技术能手，曾带出的一个徒弟在吉林技能大
赛中获得第三名，并经过职业技能鉴定成为
一名高级技师。

“3 年前，我这位徒弟不当焊工了，去当了

一名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学了近 20 年的技术
就这样荒废了，丁照民觉得很可惜。

丁照民说，由于没有技术补贴，基本工资
又低，在一些单位，技术工人挣的甚至还不如
普通的计件工人。

全国人大代表、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第
一油矿北三采油队采油地质工孙雨飞说，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技能人才人数所占比例，
大概占整个就业人员的 6%，高技能人才面
临着巨大缺口。

郭达文、孙雨飞、丁照民等代表表示，要
切实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建
议，对业绩突出的高技能人才和技术领军人
物给予更高待遇，让高技能人才拥有更多社
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

年龄出现断层

绝技传承找不到好徒弟

“目前，高技能人才年龄偏大，基本分布
在 40 岁以上，断层现象严重，年轻人上升渠
道窄。”孙雨飞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

公司货车分厂电焊工张敬华从事电焊工作
20 多年，目前已成为公司的首席焊工。时间
长了，张敬华越来越感受到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智造离不开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

“现在我们国家高技能人才紧缺，尤其是
高技能人才老龄化趋势严重，呈现断层现象，
其中以制造业最为突出。”张敬华调研发现，在
东北老工业基地甚至存在老一辈高技能人才
想把绝技诀窍传承下去，却找不到好徒弟的
现象，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
12 年时间。

张敬华代表建议，取消技术工人职称晋
级评定的年限制度。掌握了相应技术能力的
工人不再受年限所制，就可以参加晋级考试，
同时严格加强技术工人晋级考试考评管理。
孙雨飞代表建议，突破年龄、资历、比例等界
限，对有特殊贡献、在专业领域有突出建树的
高技能年轻人才，开辟绿色通道。

培养与需求脱节

校企合作需深化

全国人大代表、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模具厂模具车间党支部书记袁政海说，
目前部分职业院校在教育定位上目标不准
确，在教育理念上也是以理论为主、动手为
辅。

一些职业技术学校技能人才培养体制重
学历、轻技能，企业重管理、轻技能。张敬华代
表说，一些企业对职工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
力度不够，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能够从企业长
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去培养和选拔人才，致使
技术人才后备力量断层。

此外，企业技术更新快，但一些职校教育
却跟不上节奏，落后的教材、久未更新的硬件
都制约了学生学习和发展，不能适应现代企
业的发展要求。

张敬华代表建议，提高技能等级资格证
的“含金量”。年轻人在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时，
不能再由技校统一发放同等级证书，应由专
门机构制定严格的考试考级制度，什么技能
拿什么级别的证书进企业，确保实际技能水
平与证书级别相符。

代表们还建议，大力宣传和弘扬工匠精
神，结合职业教育，建立工匠课堂，传授技
艺，传播工匠文化，开启“工匠+职教”模式。

提升技能人才荣誉感，打通校企合作重要穴位

如何造就“大国工匠”？技工代表很有“发言权”

▲龙献文在驻地整理文件（ 3 月 14 日
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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