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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服务乡村振兴

通过提案、调研等形式，为乡

村振兴鼓与呼，争取好政策、好项

目落地见效，是政协的独特优势和

职能所在。

2018年，住滇全国政协委员、

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

田静成立公益组织——紫陶技艺传

习中心，为青年人尤其是农村青年

人传授紫陶技艺。

“目前农村青年的一大困境

是，入不了城市，回不了家乡。”

在田静看来，非遗技艺的传承是解

决这个难题的抓手，它既可以帮助

青年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在城市

立足，又能吸纳青年留在家乡，为

乡村振兴做好人才储备。根据自己

的探索实践，田静在2019年提案

中，建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非遗手

工技艺地区，由非遗传承人成立非

营利性工艺技能培训机构，推动乡

村振兴。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她

又建议在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开

设非遗专业。“文化传承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恰

恰是不可抹去的乡村文化记忆。”

田静说。

红河州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

民进红河州委主委杨龙遇，近几年

将视线聚焦到农村教育教学质量提

高上。“我们的提案得到了州委领

导的重视，通过采取北部县（市）

和南部县（市）教育结对、教师轮

训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乡村

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正在

逐步改善。”杨龙遇说，优质教育

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为当地发展

注入更多动能。

提供平台 搭建致富桥梁

2019年，因为生活费的压力，

金平县大寨乡三台坡村的贫困学生

马琼差点放弃在红河州民族师范学

校的学业。她进入云南以晴集团公

司和学校合作的电子技术专业班学

习后，不仅学费、杂费、书本费和

住宿费全免，还得到每月600元的生

活补贴。同时，边学习边实训的方

式，也让她在手机钢化膜包装的工

作岗位上得心应手。“现在每月的

工作补贴在2000元～2500元，完全

不需再跟家里要钱了。”马琼说，

她现在有了不少积蓄，无论是以后

深造读大专，还是自己创业，心里

都有底气。

在云南以晴集团公司，还有

很多跟马琼经历类似的贫困学生。

据云南省政协委员、红河州政协常

委、云南以晴集团公司董事长周以

晴介绍，早在2017年，公司就与红

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开展合作办学，

为贫困学生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3

年来，公司已为274名家庭困难的学

生解决各种学习生活费用。更为关

键的是，这些贫困学生一毕业就能

在公司就业。在周以晴看来，通过

该模式，不仅可以帮助贫困学生学

有所得、学有所用、入学即就业，

彻底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同时也

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

人才，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

支撑。

“稳定的工作岗位，可以大大

消减返贫致贫风险。”在红河州政

协委员、云南齐星建工集团董事长

张家云看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民营企业也要承担起应尽的职责。

为此，云南齐星建工集团专门留出

100多个岗位，吸纳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劳动力就业。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力

出智力、有技能出技能……在助力

乡村振兴过程中，红河州政协委员

成为当地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刊记者 王学勇  

随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作为全国
唯一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州积极发挥州、县（市）政协委
员作用，积极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
位、找到适合其发展的产业等，助力乡村振兴。

红河州 

政协委员助力乡村振兴

青年学习紫陶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