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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赋能以技赋能 以技兴农以技兴农 以技富村以技富村

解码我市技能型乡村建设的解码我市技能型乡村建设的““大陈样本大陈样本””
近日近日，，金华市金华市““技能共富贷技能共富贷””现场会现场会、、金华市域技能型社会建设部署会相继在金华市域技能型社会建设部署会相继在

前仓镇大陈村召开前仓镇大陈村召开。。作为我市首个作为我市首个““技能型乡村技能型乡村””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大陈村获得永康农商大陈村获得永康农商
银行银行11亿元授信亿元授信，，可用于大陈村村民生产经营可用于大陈村村民生产经营、、职业技能培训等职业技能培训等。。

为什么是大陈为什么是大陈？？这个以乡村旅游闻名的网红村这个以乡村旅游闻名的网红村，，凭什么凭什么以以““技能技能””出圈出圈，，成为成为
我市首个我市首个““技能型乡村技能型乡村””建设建设单位单位？？近日近日，，记者走进大陈村记者走进大陈村，，一探该一探该村村““以技兴农以技兴农””
的致富密码的致富密码。。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产业支撑产业支撑

5 月 21 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妇联联合举办的麦

饼制作专项技能竞赛在大陈村

宗祠举行。30 多名经过前期专

业培训的参赛者同台竞技，考核

合格者不但获得了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还能领取 400 元补贴。

此外，前10名优胜者还拿到了主

办方额外的“技能红包”。

像这样的技能活动在大陈

村是常办常新。“五一”假期，前

仓镇新农人“技能乡村”文化嘉

年华在大陈村举办，粽子制作技

能培训、麦饼制作技能培训等吸

引村民踊跃参与。

“这类培训很实用，在家门

口就能免费学习制作美食，学成

后还能增加收入，我喊了亲戚一

起来学。”大陈村村口肉麦饼店

店主朱爱秋说，只要有培训学习

的机会，她都愿意报名参加。

把技能培训课堂搬进乡村，

是永康五金技师学院技能乡村

产业学院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

举措。去年 4 月，全省首个技能

乡 村 产 业 学 院——“ 永 康 五 金

技师学院·技能乡村产业学院”

在大陈村落地，市人力社保局、

前仓镇人民政府、永康五金技

师学院等通过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加快打造新时代美丽乡

村先行区，推进技能型乡村和

技能型社会建设。学院因地制

宜开设了园艺布景、中式烹调、

花 艺 等 一 系 列 实 用 型 培 训 课

程，免费为当地村民开展多工

种职业技能培训，推动技能素

养与发展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

和有机衔接。截至目前，该学

院已开展培训 5 轮次，培训人数

达 330 余人，受到大陈村以及周

边村民的欢迎。

今年 4 月，围绕乡村振兴这

一主题，永康五金技师学院以技

能乡村产业学院建设为依托，与

市农业农村局、浙江大学乡村振

兴办公室达成了专业建设、农机

实训室建设、新农人培训、乡村

振兴产业学院建设、双强学院建

设等方面合作意向，进一步激活

乡村振兴“智力引擎”。

联建学院联建学院 技能赋能技能赋能

俗话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大

陈村村民对此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中午饭点过后，忙碌了一个上午的三友

农庄负责人李俐才稍有空闲。李俐是土生

土长的大陈人，几年前，她家的主要收入来

自夫妻俩在外做泥水工。2015 年，在村里

的动员和支持下，她率先回到村里将自家老

房子装修成民宿，走上创业之路。

李俐深知，想让生意红火且持久，必须

具备真诚的服务态度和过硬的专业技能。

于是，她开始学习各项技能，不断提升自己

在民宿经营方面的能力。

“以铺床为例，我们会使用‘抖单法’或

‘飞单法’将床单快速而整齐地铺在床上，

包括将床单四角与床垫四角对齐，确保床

单平整无皱褶。”李俐介绍，村里组织过多

次民宿经营培训，她和丈夫参加学习后，也

会把技能传授给员工。现在村里不少人都

有这项手艺，员工也更好招了。如今，李俐

凭借农家乐和 40 多张床位，每年收入近百

万元。

李洁琼是大陈村舜耕巷村尚六合餐厅

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新大陈人”。石斛馒

头、石斛土面、乌饭粽、小米粽是李洁琼微信

朋友圈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产品。

将时间线拉回2016年，彼时，有着多年

酒店管理经验的李洁琼来大陈村看望亲戚，

发现这里客流量大，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红

火，创业氛围很不错，便萌生了来此创业的

想法。2017 年 4 月，餐厅顺利开张，李洁琼

主厨，一名员工打下手，餐厅就这么“支棱”

了起来。

然而，要想在大陈村这个充满竞争的市

场中脱颖而出，单凭传统菜肴远远不够。于

是，不满足于现有手艺的李洁琼参加了市人

力社保局组织的中式面点师培训，学到了更

多关于中式面点的制作技巧和理论知识。

研究了石斛的营养价值和口感特点后，

李洁琼通过反复试验和调整，最终成功研发

出石斛馒头和石斛土面等石斛系列面点。

她在制作石斛馒头过程中精心配比面粉和

石斛汁，使馒头松软可口、带有淡淡的石斛

清香。她还将石斛汁融入面团中，手工拉

制石斛土面，使面条筋道有弹性，汤汁浓郁

鲜美，让人回味无穷。“石斛馒头是每桌必

点，微信朋友圈里也卖得多，一年可以卖 10

多万个。”李洁琼告诉记者。

放眼大陈村，从村口的肉麦饼店到农家

乐特色美食，再到学生研学项目的扭扭花、

芋头奶茶制作，显示出大陈村在“技能”叠加

效应下，实现了“产业兴、技能强、村民富”的

良好局面。

“深入实施技能型社会建设，我们要着

力打造技能型共富乡村，不断加强技能环境

建设、优化技能资源配置，助推实现乡村‘技

富新农’的最优生态。”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

记、局长曹法余表示，接下来，还将通过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技能展示、“寻找老手艺

人”、技能大师传师带徒活动，以及遴选乡村

技能大师和评选技能创富带头人，聚力营造

可感可及、增技富农的更优生态，为我市乡

村振兴注入“技能力量”。

一人一技一人一技 户户增收户户增收

“大家看，这是我们村的红

色驿站，所有党员联系到户，任

何关于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的

问题都可以联系党员。”5 月 26

日，正值周末，大陈村党支部书

记陈建伟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向

一批考察团介绍该村近年来在

“技能”加持下发生的变化。

2014年以前，大陈村村民大

多务农，少数在附近工厂打工，

人均年收入仅 5000 多元。近年

来，大陈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总

体要求，以打造“山水大陈、美丽

乡村”为目标，大力推进新农村

建设。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该村

以民宿旅游经济为突破口，坚持

走“精品”“情怀”乡村旅游产业

道路，让村民实现了从“传统务

农-多技能培养-多渠道就业-

多产业融合”之路。

“这条路子能走通，其成功

秘诀就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合

作创业组织模式，即‘1+3+X’乡

村合作创业模式。”陈建伟介绍，

“1”是坚持村党支部的全面领

导，党支部 57 名党员身先士卒，

挨家挨户上门讲解村庄规划蓝

图，团结广大村民大力支持村集

体创业。同时，大力团结村委

会、村监委，并积极吸引两新党

建工作者 25 名，建立“乡村大

脑 ”，建 设“ 悠 游 大 陈 ”共 富 工

坊。“3”是指村经济合作社、企

业、村办旅游公司三方联动合作

发展，村经济合作社作为招商引

资、合作就业的主要窗口积极开

展协调互助、培训提升等工作，

先后引进碧云天饭店、墨时工

坊、八扇门等业态，增加了大量

就业岗位；市大陈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的成立，使大陈村走上了村

庄旅游资源和收益专业化管理

的新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N”是指通过大户

带小户，带动广大村民增收致

富。近年来，“就在大陈，创业共

富”理念已深入人心，该村通过

开展民宿管理职业技能培训，组

织村民学习芋奶、黄酒、“高山美

人腿”、博士菜等制作工艺，引导

村民走高品质、品牌化创业道

路。

目 前 ，大 陈 村 逐 步 形 成 了

民 宿 餐 饮 、休 闲 古 巷 、特 色 街

区、水田农产“四大产业板块”

为支撑的多种业态协同发展的

产业格局，形成了创业者“来了

就想留下来”的良性循环。截

至目前，大陈村已有 45 家民宿、

1600 余个床位，年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民宿、农家乐年收入

达 1500 万元，带动种养殖等其

他收入共计 2000 多万元，全村

村民人均收入达 6 万元。2023

年，大陈村被省人力社保厅评

为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成绩突

出单位。

融媒记者 颜元滔

“技能共富贷”发布

大陈村获永康农商银行1亿元授信

扎染培训扎染培训

大陈共富直播间大陈共富直播间

麦饼制作专项技能竞赛麦饼制作专项技能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