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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云

协助卧床老人进食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策划一
场集体节地生态安葬仪式？怎样根据残疾人不同需求
装配假肢……5月29日至31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的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现场，一道道特别的理
论、实操题目，检验着参赛选手的“技能点”。

作为民政行业规格最高、赛项最多、参与人数最
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赛事，本次大赛共设置养老护
理员、公墓管理员、遗体火化师、矫形器装配工、假肢
装配工5个赛项。经各省级赛区选拔，来自全国的32支
参赛队伍、307 名民政行业技术能手站上决赛舞台。
赛场内外，不乏切磋技艺的紧张气氛，也同步传递着惠
及民生的热切温度。比赛期间，记者采访了多名参赛
者、民政领域工作人员，寻找贴近基层民生的民政“好
声音”。

守护“银龄”的年轻力量

“ 王 奶 奶 好 ，我 是 您 的 养 老 护 理 员 ，您 过 来
啦！”随着 10 分钟倒计时开始，参赛选手刘舒景走进养
老护理员赛区，在模拟的社区照料中心场景下，开始演
示协助老人完成健肺操的实操题目，“看到老人斜躺在
沙发上，存在跌倒风险，我要先及时帮老人调整好安全
体位。”刘舒景讲述着自己的比赛细节。

刘舒景来自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禾康长者照护中
心，是一名“90后”养老护理员。她介绍，目前照护中心
共居住着30位老人，大部分是来自周边乡镇、农村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

在基层从事养老服务，要掌握的门道并不少。“这
次决赛上，我抽到的实操题目之一是帮老年人进行轮
椅坐位进食。听起来可能简单，但其实有很多要注意
的细节。”刘舒景回忆，“在老人进餐时，要指导老人及
家属如何预防呛咳和噎食，既要注意老人进餐的体位、
姿势、速度和吞咽方式，还要协助、指导老人进食的顺
序、一口量等。”

比赛结束后，刘舒景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我
的工作地点在镇卫生院，每天早上6点要准时到岗，和夜
班同事交接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做好记录。”她告诉记者，
目前照护中心有12名工作人员，其中“90后”有3名，她希

望基层养老行业能迎来更多年轻力量。“年轻人从事养老
行业有天然优势，比如更能赢得爷爷奶奶们的信任。”刘
舒景回忆，去年，一位患青光眼的老人来到照护中心后，
因视力障碍加之对周边环境不熟悉，一直沉默寡言、情绪
低落，“我每天去照顾这位奶奶、和她聊天，慢慢地，她就
把我当成孙女一样，话变多了，心情也好起来了。”

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本次决赛中，养老护理员赛项
共有 64 名选手，平均年龄为 29.4 岁。“养老护理员是替
天下儿女尽孝、为社会家庭分忧的可敬职业。然而，受
限于养老护理工作强度大、工作压力大、薪酬待遇低等
实际情况，我国养老护理员的整体素质规模与人口老龄
化发展水平及广大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期待相比，还有
差距。”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促进处副处长何妮表示，希望
通过这次比赛提升现有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素质能力，
并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养老服务行业。

生命最后一程的“送行者”

主持公祭仪式、引导家属摆放鲜花、带领参与人员
一起向生态葬纪念碑行礼致哀……在大赛的公墓管理
员实操赛环节，张明鑫抽到的考题是策划、主持集体生
态葬公祭仪式。“这道考题符合殡葬改革趋势，对我的工
作也很有启发。”张明鑫说。

作为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殡仪馆的一名公墓管理
员，张明鑫的日常工作内容包括遗体运送、骨灰寄存、骨
灰生态化处理、主持葬礼等。他告诉记者，自己出生在
农村，父亲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成员，他们是乡村殡葬
改革、移风易俗成果的见证者。“农村群众的丧葬观念在
与时俱进，村里的墓碑从大变小、从高变低，还建起了公
益性公墓，以前大摆酒席办白事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张
明鑫认为，作为一名殡葬行业工作者，自己有义务主动
倡导丧事简办、文明祭祀，引导群众参与支持丧俗改革。

“2019年来到殡仪馆工作至今，我没想过离开这一
行，只希望能越做越好，向殡葬行业的老师傅学习，把服
务细节做到位，让逝者家属觉得贴心、温暖。”聊起自己
的职业，张明鑫始终是自信的模样。

自2015年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殡仪服务员
职业竞赛启动以来，殡葬行业从业者开始从幕后走向台
前，比拼专业技能，加速职业化进程。“如今公墓管理员、
遗体火化师也能站上国家级的赛场，一起切磋技艺，这

是我十几年前刚入行时根本想象不到的。”赛场外，贵州
省代表队教练、贵阳市殡仪服务中心的左红海一边在场
外观赛一边感慨。左红海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提升
殡葬职业服务技能水平，也希望社会公众对殡葬职业从
业者多一些理解和认识。

与毫厘“较劲”的技能工匠

测量尺寸，用石膏绷带取型，用砂纸打磨假肢……
在大赛假肢装配工赛区，参赛选手们各自专注地打磨着
自己眼前的“作品”。“制作假肢的每一步，一毫一厘都不
能差，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会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生活质
量。”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假肢康复中心的参赛选手方
伟对记者说。这次决赛上，他的赛题是为大腿部截肢患
者配置大腿石膏腔临时假肢，比赛要求在4小时内完成
测量、取型、修型、组装对线试样等步骤。

假肢装配工是专门为肢体残缺人群服务的职业，
53 岁的方伟从事这一行已近 30 年。他回忆，自己曾为
近千名残障人士制作并安装假肢，其中许多是来自农
村、家庭困难的残疾人。“在符合政策条件的情况下，康
复中心会免费为家庭困难的残疾人装配假肢。”方伟
说。据悉，近年来广西通过开展“福康工程”精准康复服
务项目、边境地区困难残疾人康复服务三年行动等，为
困难残障群体开展康复辅具配置和康复训练服务，帮助
他们提高生活水平。

每次看到残疾患者能配上合适的假肢，重新站立并
正常行走，是方伟最有职业成就感的时刻之一。本次决
赛上，他获得了假肢装配工赛项三等奖。“相比于争夺名
次，我更想来学习、打磨业务技能。这次在备赛区和其
他选手聊天，我学到很多假肢装配、修型的技巧，回去后
还是要不断精进技艺。”方伟说。

以赛促训、以赛促学，用匠心守护民生。假肢装配
工赛场外，前来观赛的青海省代表队副领队、省民政厅
社会事务处副处长陈诚介绍，在青海省，假肢等康复辅
具的需求群体主要以农村群众为主，保障基层民生，未
来仍需要更多康复辅具方面的专业人才、技术。“这次通
过观看比赛、和其他省队交流，我们对康复辅具人才培
育、技术、产业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希望把这次大赛
积累的经验带回去，加强省内各类民政人才的培育力
度。”陈诚表示。

赛场拼技艺 匠心系民生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回眸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近日，记者从北京市门头沟区获
悉，截至目前，该区灾后重建成效明显，因
灾受损的景区已恢复开放，全区正常营业
的精品民宿已达到 118 家，各大商圈也已
正常开业，文旅产业全面复苏。

据悉，去年夏天，受海河“23·7”流域
性特大洪水影响，门头沟区遭遇了有记录
以来破坏程度最强、受灾范围最广、经济
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城乡道路、电力、供
排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大量损毁，文旅产
业也经历了严峻考验，部分旅游景区、精
品民宿、高端酒店等严重受损。面对严峻
挑战，门头沟区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
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迅速启动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过数
月的艰苦努力，实现了道路、桥梁、电力等
基础设施的全面恢复。随着文旅旺季的
到来，该区紧抓消费复苏有利契机，加快
推动一批标志性文旅消费新场景、新地标
重装开业，推动文旅产业全面复苏。

与此同时，门头沟区紧盯“一年基本
恢复”目标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道路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全区 28 条县级以上公路已
完工，173条乡村公路 5月底已全面完工；
全力修复受损农村街坊路，5 月底已全面
完工。水务方面，需在汛前完成疏通、加
固的 28条中小河道均已完工，推进 319条
支沟毛渠疏浚清淤 396 公里，目前正在加
快施工，主体完成超过 70%，力争在 6 月
中旬全面完工。农房重建方面，在完成
评估为安全房屋“应清尽清”、局部隐患
房屋“应修尽修”的基础上，需原址重建
的农房，已在 5 月底前全部完成。地灾治
理方面，计划开展 169 个点位地灾隐患工
程治理，将在 7 月前全部完成。应急体系
建设方面，完成了区、镇、村三级防汛应
急预案修订工作，建立多层级网点应急
储备、调配机制，优化险村台账、群众避
险转移台账和避险转移方案，京西哨兵
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平台一期已于 5 月底
前正式启用。

北京门头沟区文旅产业全面复苏

本报讯（张馨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邓卫哲）近日，琼粤合作促进农业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东省广州
市举办。活动现场共签约项目8个，意向投
资金额 31.03亿元。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旨
在加强琼粤两地政府、商协会、重点农业企
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拓展农业产业发展空
间，实现琼粤两地农业产业互利共赢。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马育红介
绍，近年来，为了支持热带农业产业发展，
海南从要素保障、资金扶持等方面出台一
系列政策，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管
理条例》，降低市场主体的土地获取成
本。此外还出台《海南支持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
文件。马育红表示，加强区域合作对于推
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非常重要，海南诚邀
大湾区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活动现场，海南屯昌县、乐东黎族自治
县，海口谭仙加工园区、海南湾岭加工园区
分别作了农业产业推介。现场还设置了

“海南鲜品”展示品鉴区，展示了海南咖啡、
雨林大叶茶、胡椒、斑斓及芒果、荔枝、龙眼
等一批品质过硬、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海
南特色农产品，这些产品以新鲜、质优、味
美、绿色、健康的特点，吸引了与会者关注。

在交流座谈环节，与会代表就农业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两省资源和产业优
势，找准合作共赢的契合点，推动两省产
业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具
有明显的政策优势，而广东在人才、技术、
资金等方面优势明显，两省合作可以取长
补短、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广
东省海南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高
卫说。

琼粤农业产业合作项目意向投资额超31亿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最近，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当地的乡村博物馆群矩阵又添
新成员——位于大汤坞新村的茅湾里陶瓷艺术馆。接下来，这里每周将
至少举办两场非遗体验教学活动，致力于打造成为公众欣赏、学习和交流
陶瓷艺术的平台。

与该馆毗邻的，是全国首家以印纹硬陶为主题的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
于去年底开放展览。在学界，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越地”之说。2006年，
作为越国时期重要的民用窑生产基地，茅湾里窑址跻身第六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说，博物馆将印纹陶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艺术馆则
更侧重创新演绎，彼此交相辉映。

进化镇有美丽的生态环境，浓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动人心弦，这里是
“一文一武”布衣都督汤寿潜、民族英雄葛云飞的故里。而以印纹陶博物
馆为核心，围绕其间的还有该镇辖内的 6家乡村博物馆和文化馆，通过党
建联建机制，组团形成了“非常6+1”农文旅共富工坊融合链。

走进欢潭村的欢禧咖啡，这里原为江南织造厂，通过产业招引被赋予
新生命，不仅装饰别出心裁，更成为集党建引领、便民服务、文化引导等于
一体的“红色驿站”，回乡创业者便是村里的年轻党员。

进化镇党委书记顾欢军介绍，5年来，该镇整合各类项目资金，相继投
入3500多万元修缮42处古建筑，并且在萧山率先出台文物古建村社的运
维管理机制和奖励补助政策。在他看来，保护这些文物古建和优秀文化，
关键在于活下来、火起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从而让百姓更有
获得感。

近年来，进化镇将人文触感深度融合进村咖、农文旅产品、宋服体验
等业态中，通过时尚化、创意化的演绎吸引游客。比如，在欢潭村，宋韵文
化映照在忠义岳家军的巡演中，将历史故事演变为具体场景；在太平桥
村，废弃的蓄水电站摇身一变成为悬崖咖啡屋，自然生态与机车文化跨界
联名，成了彰显“潮文化”的网红打卡地。

如今，没有围墙的乡村文博群落，正成为进化镇的“引流神器”。该镇
因势利导，计划以此为载体，将本土的生态资源、历史文化、村落风貌等

“打包”，融合“共富工坊”的农特产品、文创设计，把“流量”变“留量”，让乡村左手书卷气、
右手烟火味，走出一条人文乡村、艺术乡建的共富路。

数据显示，得益于一众新业态的落地，2023年，进化镇旅游接待人数超过23万人次，
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127.9万元，同比增长九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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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琭璐）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
者协会主办的“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
服务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原创作品文艺晚
会”在京举行，集中展示了 2023 年至 2024
年“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助力区域
协调发展原创行动的创作成果。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本次晚会的主题“与人民同
行”，就是响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而提出的。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
人民群众就是文化艺术事件的主体、主

角，文艺工作者要走进人民群众当中，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
服务。

据介绍，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
协会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发挥文
联系统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邀请数十
位词曲作家作为文艺志愿者赴重点区域
调研采风，联动各地文联征选文艺作品，
开展 2024 年“与人民同行”原创作品行
动。据了解，自2017年起，中国文联、中国
文艺志愿者协会连续8年开展原创作品行
动，创作出80余首优秀歌曲。

“与人民同行”原创作品文艺晚会举行

□□ 肖桂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法莲路修完之后，我们开车去舒兰缩短了10多分钟，
到镇里只需要三四分钟。我经营的果园、苗木园运营成本
也大大降低。”吉林省舒兰市法特镇头台村村民牛经辉对家
门口这条路的变化有着特别的感受。以前，道路沟沟坎坎，
雨天更是看不清水坑有多深，现在路修好了，村里致富更有

“路”了。
3 年来，舒兰市委、市政府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形势，实

施“四好农村路”工程、乡村畅通工程向更高质量发展，形成
了由 1 条高速、3 条国道、2 条省道构成的路网骨架，由 5 条
县道、125条乡道构成的次网骨架和由843条通村公路组成
的支线路网，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442公里。

一路畅通 扫除发展障碍

舒兰市环城街道平安营大桥从前是年久失修的漫水
“吊桥”，平安营村的村民需要绕行至红石村才能到市区。
路不通，收粮的人进不来，粮食收购价都要比其他地方低几
分钱，村子700多户村民，每年都要少赚10多万元。

为了彻底治好村民的这块“心病”，当地交通运输局规
划修建了平安营大桥。水泥、沙子、大型机械，83名工人用
了120天就修建完成。较以前的旧桥，新桥桥身强度高、容
纳性广、功能性强，解决了细鳞河跨水的交通问题，运输工
具和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

“修了桥，开车到市区只要10分钟，粮食收购价现在也
和其他地区持平了。”平安营村党支部书记高树宝说。

据了解，3 年来，舒兰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5.93 亿元，
完成“四好农村路”改造 724公里，改造老旧路 135公里、危
桥 5 座，新建通屯硬化路 128 公里，自然屯通硬化路率
96.4%，建制村硬化路全覆盖，惠及18个乡（镇、街道），25万
人因路受益。路通了，资源和产品像血液一样流进流出，乡
村振兴的“大动脉”就此打通。

一路有“长”护佑乡村远景

农村公路建成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如何解
决？“一路一‘长’、路路有‘长’”成为这里管路护路的选择。

住房扩到村路上，10 米路宽变成一米半，车进不去，
“在苞米秆里找房子”，曾一度成为法特镇西良村的“家丑”。

“这是阻碍西良发展的大问题，血管堵了，养分进不去，
村子还有个好？”西良村党支部书记、村路路长高迪向这个
顽疾“开了刀”。

高迪和村干部统一思想，违建是一定要拆的，路是一定
要通的。村干部联名给市交通运输局写了情况说明，后者
调研后认为，西良村的路得通。

然而，拆除违建又成了难题，村干部找村民做工作，
有的村民不配合。“对那些不同意的，我向村民承诺，违建
拆了后 3 年之内全村都通路，不通路我就不做这个村书
记。话一出，村民都服了。”当时的情景，高迪记忆犹新。
紧接着，村干部和志愿者连续拆除几百处违建，为修路腾
出了空间。不久后，新路建成、村路通了，村民心路也
通了。

路路有“长”，路长也要把自己当个“长”。舒兰市设置

了县、乡、村三级路长 210名、路线长 328名，明确路域环境
卫生、路面路基日常维护、公路绿美化、隐患排查和应急处
置等 21 项具体工作，让各级路长抓有标准、落有抓手。全
市5条县道、125条乡道和843条村道路路有人负责、事事有
人经管。

一路繁花 扮靓人居环境

走在天德乡三梁村的村路上，总能看到很多人在路边
翻土栽花。半个月之后再去，道路两侧已是繁花锦簇，穿过
这条花路，宛如行走在诗画之中。

乡村之外，在水曲柳高速口附近，不少工作人员正在栽
种绿化苗木。这里正建设包括各类乔木、灌木在内，面积
860平方米的生态园供村民娱乐。边沟整洁干净，花卉层次
分明，两侧绿树成荫，从高速口进入舒兰即可观赏美丽乡村
风景。

环城街道兴山村把花卉种植作为村里的特色产业，每
年3月底就开始撒种育苗，1个月后就能移栽培养，5月下旬
就能长成。花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美丽乡村路的发展和建
设。“每年，市直机关和各单位都会来我们这采购花卉，用于
城市和乡村美化。”兴山村党支部书记李世光说。

近年来，舒兰市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提高农
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民心工程，重点解决道路周边的脏乱差
等问题，以种植树木、花卉为主美化乡村道路，以此为契机
打造7条“产业路”、5条“旅游路”、4条“资源路”、49条“乡村
振兴路”。今年，该市预计修复和新建农村路 333 公里，清
扫农村公路1225公里。

吉林舒兰市：“四好农村路”编织乡村振兴梦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
县马头镇马东村“农家花园”里
的蔷薇花陆续开放，吸引众多
游客和周围居民前来赏花游
玩。近年来，马头镇实施美丽
乡村“1238”靓化提升工程，各
村充分发挥水塘、果园、林地等
优势兴建“农家花园”。同时，
该镇还建设特色商品超市、农
家乐等，增加农民收入。

房德华 摄
（来源：大国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