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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常人才办〔2020〕10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试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

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为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落实省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我市乡土人

才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助力脱贫攻坚、

助推乡村振兴“三带两助”重要作用，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乡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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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为工业智造、科教创新、文旅休闲、宜居美丽、和谐幸

福“五大明星城”建设提供乡土人才支撑，根据《关于在十大领域

打造“龙城英才计划”升级版的实施意见》（常办发〔2020〕27 号）、

《常州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常政办

发〔2019〕118 号）精神，我市将在 2020-2021 年试行进一步加

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乡土人才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将乡土人才纳入全市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性培训范围，大力开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生态农业等领域的乡土人才职业技能培训，每年开展技能培训

5000 人次以上。针对市场需求量大、就业面广、培训实用性大

的现代农技领域以及我市特色民间工匠项目，每年实施专项技能

培训项目 10 个以上。积极推进乡土人才创业培训，每年开展创

业培训 1500 人次以上。 

二、乡土人才企业新型学徒培养行动。加强青年乡土人才队

伍建设，重点选择旅游餐饮、园林绿化、家政服务、古建筑等相

关工种创新开展“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

为主要形式的乡土人才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每年开班 2 个以

上，新招学徒 100 人以上。 

三、乡土领军人才选育行动。把乡土领军人才纳入各级党委

联系服务专家范围，纳入各级人才培养计划予以重点支持，对作

出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优先给予表彰和奖励。在遴选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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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工程”和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国家级、省级人才项目（计划）

推荐人选时，优先推荐乡土人才。每两年开展一次市突出贡献乡

土人才选拔评选，每次不少于 3 人，分别给予 2 万元资助，特别

优秀的给予 5 万元资助。 

四、乡土人才职称评审行动。坚持以业绩为导向，创新开辟

“乡村振兴技艺师”乡土人才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依托

市、区两级相关行业主管局、行业协会等，广泛宣传发动，组织

乡土人才积极申报初、中级职称。大力支持长期活跃在乡村建设

一线的“土专家”“田秀才”向上申报副高、正高级职称。 

五、乡土人才技能竞赛行动。将乡土人才技能竞赛纳入全市

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每年举办 10 个以上职业（工种）乡土人才

传统技艺技能大赛。每年各辖市区职业技能竞赛应结合本地实

际，安排乡土人才技艺技能竞赛项目。发挥行业、企业作用，支

持乡土人才有关行业协会或乡土人才企业牵头举办乡土人才技

艺技能竞赛。 

六、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创建行动。探索开展我市乡

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建设，制定市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评

选规则，完善激励机制。每年评选设立乡土人才传承基地 5 家以

上；择优评选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 2 家以上，每家给予 5 万元

资助。 

七、乡土人才博士后平台拓展行动。推动乡土人才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市、省、国家三级体系建设，每年在乡土人才企业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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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1 家以上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积极推荐申报省、国家

级站。凡进入省、国家级站的博士后，给予每人每月 5000 元进

站补贴；进入市级站的博士后，给予每人每月 3000 元进站补贴。

对考核优秀的乡土人才企业设站单位给予 5 万元奖励。 

八、乡土技能大师工作室提升行动。充分发挥乡土人才技能

大师在技艺传承、技能项目攻关、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传帮带

作用，每年选拔设立 2 家以上市级乡土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每

家给予 5 万元资助。鼓励乡土人才技能大师到职业院校开设“技

能大师工作室校园工作站”，支持合作开办“历史经典产业特色

班”、民间工艺班，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资金支持。鼓励职业院校

开设乡土课程、开发校本教材，每年建立乡土特色专业 2 个以上。 

九、乡土人才地图编制行动。在全市人才地图 2.0 版的基础

上，探索启动全市乡土人才地图编制行动。采用大数据管理模式，

进一步摸清乡土人才家底，建立乡土人才资源档案，更好地为乡

土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精准服务。 

十、乡土人才宣传展示行动。积极通过各类全媒体加大乡土

人才宣传力度，营造乡土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结合常州科技经

贸洽谈会活动，以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为主题，创新举办 2021 年

第三届常州技能人才周系列活动，进一步拓展乡土人才、项目和

产业的影响力。在“龙城工匠”线上展馆 2021 年升级版和实体馆

建设中，创设乡土人才版块，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乡土人才

在“三带两助”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 



 

 
— 5 — 

十一、农业乡土人才培育行动。加大农业乡土人才创新创业

扶持，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对农业乡土人才科技创新、

成果示范、技术推广予以优先立项。提升农业乡土人才素质，以

各类培训观摩实训等方式，对人才亟需的产业技术、市场开发、

发展规划等内容开展轮培，提升人才干事创业本领。落实好农业

乡土人才社保补贴政策，按照计划对人才予以每年不超过 1.2 万

元的社保补贴，同时考虑农业人才社保标准较低等实际情况，对

保障水平较低的人才予以 6000 元每人的补助。 

十二、乡土特色文旅人才培育行动。深入挖掘常州梳篦、乱

针绣、刻纸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建立非遗传承基地，培养一批

市级非遗传承人，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切实加强

非遗传承技能人才保护开发，实施非遗传承人“名师带徒”工程，

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表演和展示活动，

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培养一批乡土文化旅游艺术人才。 

十三、文化旅游人才培训行动。坚持市内与市外交流学习、

专题培训相结合，建立分层分级培训机制。推进实施“5111”培训

行动计划，每年组织培训 50 名市、辖市区两级旅游业分管负责

人、文化旅游部门负责人、旅游重点乡镇负责人，100 名文化旅

游企业负责人，100 名智慧旅游、市场营销、旅游策划、旅游规

划等创新人才，100 名乡村旅游人才。将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旅

游饭店餐馆从业人员纳入全市就业技能培训计划。 

十四、文化旅游新业态人才培养行动。鼓励文化旅游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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