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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用竹子编的二维

码吗？能扫得出来吗？这段

时间，德清县新市古镇“新市

马氏竹编技艺”传承人马吉

林因为这个创意十足的竹编

二维码火了。近日，笔者走

进这位七旬匠人的工作室，

扫了扫这个别致的二维码，

屏幕上跳出了参与亚运线上

火炬传递的小程序。除了二

维码，马吉林用竹子编出亚

运吉祥物、数字火炬手等一

系列“亚运套装”。

位于新市古镇的马吉

林工作室，面积不到 20 平

方米，里面放满了竹筐、竹

篓、字画等琳琅满目的竹编

制品。这其中，用红色做点

缀的“亚运套装”尤为显眼。

“这个二维码是用竹子

编的？真的能扫出来吗？”

游客充满好奇。马吉林笑

着说：“当然可以，你们试试

看。”大家掏出手机扫码，屏

幕上立即跳出“薪火相传”

杭州亚运会线上火炬传递

活动，点击“去传火炬”，拿

着火炬的动画人物形象奔

跑起来，人人都成了亚运数

字火炬手。

马吉林说，眼看亚运会

近在咫尺，他就想着能不能

通过自己的特长为亚运助

力。听说最近有线上火炬

传递，他便决定用竹子制作

一个二维码。

马吉林研究了二维码

的设计，照着纸上打印出来

的图案细心制作，但第一次

编好后什么都扫不出来。

他毫不气馁，重新开始，更

是多了几分仔细。“横竖都

要对齐，不能有一丁点差

错。”马吉林说，编了两天，

竹制二维码终于出炉。

今年 78 岁的马吉林大

部分时间在工作室里编制

手工艺品。“我很小就学会

了这门手艺。”马吉林说，他

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竹编手

艺人，在他们的熏陶下，他

10 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竹

编，15 岁随父亲走南闯北，

18岁独自外出做手艺。

成家后的他干过农活、

进过工厂，但闲暇时也兼职

做竹编，这门手艺始终没有

丢下。退休后，他重拾竹

篾，继续做竹编。跟竹子打

了大半辈子交道，竹编已成

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些年，马吉林经常和

其他民间艺人学习、交流竹

编手艺。竹编工序复杂，但

他始终坚持徒手制篾编篾，

冬天也不戴手套，他说这样

才有手感。为让这些工序

做起来更加流畅，他还改良

了不少刀具。

“我在保留传统的基础

上，根据当下流行的元素和

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加入创

意。”如今，马吉林在坚持传

统竹编手艺的同时，也在不

断创新。这次的迎亚运二

维码受到大家欢迎，马吉林

十分开心，他希望大家都能

感受到亚运与非遗碰撞出

的绚烂火花。

韩林园 陈骁辉

扫一扫竹编二维码
可参与亚运线上火炬传递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30 日，2023

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浙江

乡村工匠技能绝活展示活动在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举办。作为此次大赛的主

会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承办了农产品

食品检验员、农作物植保员、动物疫病

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家畜繁殖员、

水生物病害防治员等6个比赛项目，来

自丽水的潘瑛洁等6位选手摘得桂冠。

本次大赛设1个主会场、3个分会

场，涵盖10个比赛项目，共有324名选

手参赛。相较上年，今年增加了家畜繁

殖员赛项，该项比赛技术含金量高、专

业性强，有利于推动优质瘦肉型种猪选

育技术的提升。

测定猪背膘厚，是家畜繁殖员赛

项的测试项目之一。比赛计时开始

后，只见参赛选手打开B超机，轻拍猪

背，再涂上超声耦合剂，随即用超声探

头进行检测……现场有 5 位裁判同时

打分。“大赛为我们提供了互相切磋、

共同进步的平台，我很珍惜这次比赛

机会。”来自温州的参赛选手章国永说

道。

随着农业“双强”行动的深入推进，

农业植保“飞手”这一职业逐渐进入大

众视野。本次大赛在农作物植保员赛

项中设置了植保无人机飞防操作环节，

现场工作人员张金锋介绍：“今年共有

31 选手参加无人机飞防项目考核，每

批次有 3 位选手同台竞技。我们用路

障模拟田间场景，选手需控制无人机进

行绕桩飞行，实现定点喷射等，绕过障

碍之后要准确返回起飞点。裁判员从

选手操作是否规范、喷射位置是否准确

等方面进行打分。”

大赛同期，还举办了浙江乡村工匠

技艺绝活展示活动，涉及农民画、墙画、

灶头画、茶艺、手工剪纸、手工刺绣、手

工编织、泥塑、插花、微型木雕、瓷器制

作等乡村传统手工艺。2022 年浙江

“新农匠”和2023年全国首届农民技能

大赛获奖选手中的17位工匠代表同台

献艺，4 名乡村工匠开展现场教学，传

承弘扬乡村手工技艺。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业农村技能人才是促进农业创业创新、

支撑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

竞赛旨在全方位展示娴熟高超的农业

行业职业技能，全面展现新时代高技能

人才的风采，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8月30日，

在长兴县洪桥

中心幼儿园非

物质文化遗产

展 示 厅 内 ，小

朋友们围着长

兴 花 龙 船 ，听

老师讲解非遗

知 识 ，开 启 开

学第一课。

陈海伟 摄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快乐学非遗快乐学非遗

高手拼技艺 工匠亮绝活
2023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嘉兴举办

□本报记者 金国栋

“十年前，我站在茶山上想：放眼望

着大大的县城，小小的我能做点什么？”

带着这份思考，农创客陈诗洁创办丽水

朱子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当

地颇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发展引

领者。

近年来，浙江加速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像陈诗洁这样的新型乡村人才不断

涌现。农创客、“头雁”“绿领”等乡村人

才资源总量达212.4万人，累计培育农

创客超5.2万名，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子

越拓越宽。

乡村人才振兴这盘棋究竟该如何

走好走活？我省不断探索创新深化乡

村引才、育才、留才的政策机制，建立

省、市、县乡村人才振兴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实施意见》，召开全省乡村人才振兴工

作推进会，打出政策“组合拳”，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才在乡村创业、在田间创

新。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基础。浙江

在加快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农业农

村现代化先行省、乡村振兴示范省的新

征程中，持续夯实乡村人才这个“地

基”，不断拉高人才振兴的标杆。

乡村人才振兴作为一项基础性工

程，在招才引智、平台搭建等方面的政

策与机制创新突破尤为关键。建德市

通过人大法定程序将每年的6月5日设

立为“建德农创日”，创设“引凤归巢”机

制，吸引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生投身现代

农业和乡村建设。在桐乡，当地率先探

索以镇为单位的农村双创平台，引导更

多青年人才和农创客向农村流动。从

省级层面来看，探索推进涉农专业定向

培养政策，浙江农林大学的定向培养专

业颇受考生关注，录取分数线让很多热

门专业都望尘莫及。

从当前现状来看，要真正让人才

“愿意来、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还

需要实打实地解决好乡村人才关切的

收入待遇、职称评聘、评奖评优、岗位晋

升等实际问题，让乡村人才有更多的获

得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引得进，更要育得好。浙江持续深

化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实施十万农

创客培育工程，推进“五路人才促振兴

奔共富”活动。杭州“春雨计划”、丽水

“农三师”等一批地方特色人才培养工

作品牌声名鹊起，乡村运营师、乡村规

划师等新型职业在乡村兴起。实用实

效的培育举措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乡

村人才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增才干、

创新业、建新功。

相较城市而言，乡村要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更加需要优良的营商环境、

有力的扶持政策和高能级的产业平

台。省委三个“一号工程”实施、布局建

设一批农业领域省级实验室等高能级

科创平台、建强现代农业园区和重点农

业企业研究院等产业平台，为推进人才

振兴提供了契机。鼓励和引导乡村人

才参与到现代乡村产业发展中，加入到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与农业优势产业链

打造中，构才能有效建农业农村“产才

融合”生态圈，充分释放乡村人才创新

创业活力。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如今，

“缙云烧饼师傅”“建德草莓师傅”“温州

农播”等区域特色人才品牌破层出圈，

农创客、“绿领”等享誉全国。然而，打

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硬核成果，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持续走好进阶之路，在机制

创新、招才引智、人才培育、“产才融

合”、品牌打造等方面仍需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只有这样，乡村人才“蓄水池”

才能不断扩大，乡村人才“大森林”才能

有效形成，乡村人才“新引擎”才能全面

激活。

浙 农 观 察

乡村人才振兴进阶之路，该怎么走

8 月 29 日，笔者从在缙

云县召开的全省乡村人才

振兴暨农创客赋能乡村工

作座谈会上获悉，目前，全

省已累计培育农创客超 5.2

万名，农创客组织达 45 家，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超 60 万

人。

近年来，我省重点培养

乡村振兴领军人才、乡村产

业经营人才、乡村服务优秀

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

农村科技人才等“五类人

才”，重点打造农创客、“头

雁”“绿领”等省级人才品

牌，全省乡村人才资源总量

达212.4万人。

用政策和项目吸引人

才，用平台和服务留住人

才。全省累计打造 10 亿元

农业全产业链89条，累计培

育县级以上示范性农民合

作社5090家、示范性家庭农

场7000多家。

乡村人才培育工作向

纵深推进，有效带动乡村振

兴。全省启动农创客点亮

乡村行动，持续推进“五路

人才促振兴奔共富”活动，

万名农创客、农技师、规划

师、工程师、艺术家进乡村、

兴乡村，超万名科技特派

员、农村工作指导员在田野

乡间“把脉开方”，带动更多

农民深度参与全产业链发

展。

“下一步，将在招才引

智、人才培育、品牌建设、机

制创新等方面打造更多乡

村人才振兴的硬核成果，推

动人才政策进一步落地见

效，全力推动乡村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能力不断提升。”省委农办、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王啸

我省累计培育农创客超5.2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