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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打造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每年11月1日至7日为“汕头人才周”，为“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自2022年起，汕头市将每年11月1日至7日设定为“汕头人才周”，这是汕头市
加快建设区域人才集聚中心的重要抓手，也是为“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提供人才支
撑的现实需要。一年来，汕头围绕坚持制造业当家，建设“四高地两中心”，积极引才
聚才，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专家智库和人才队伍，凝聚思想智慧和技能才干，托举
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来，汕头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以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为工作主
线，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大力落实就业优先
政策，全力推动人才引进与产业革新融合发
展。1至 9月市直共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
109场，其中线上网络59场，线下现场50场，
共服务用人单位4102家，提供岗位97989个
次，服务求职人员101679人次，举办2023年

“南粤春暖”稳就业促发展特别行动、汕头市
春季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
洽谈会、“南粤春暖”汕头市招工引才昆明专
场（人才招聘·校企合作·劳务对接会）、汕头
市中高端人才专场招聘会（南昌地区）、“稳
就业促发展”粤东片区大型招聘会等用工招
聘引才活动、创新举办首届三新两特一大行
业精英争霸赛，并通过不断线的网络招聘、
直播带岗、职业指导、素质测评、智能化人岗
匹配推荐等服务，切实提高招聘成效。

突出民生为本突出民生为本
坚持人才优先坚持人才优先

就业形势的稳定离不开一系列就业政
策的加码加持，今年上半年，汕头市人社部
门着重强化就业惠民政策驱动，发挥各类政
策稳定和扩大就业效应，以“送政策、送资
金、送服务”专项行动为抓手，落实落细各项
就业政策，让企业和群众充分享受到政策的
红利。鼓励企业招收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稳定
就业，相应给予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吸纳就
业补贴等优惠政策。

为推动各项惠企利民政策尽快落实落
地，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政策找人”，通过与
市场监管、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内部数据共
享，对照相关就业创业补贴要求和条件，对各
重点群体数据进行初步筛选处理，并组织各
级经办部门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主动
联系对接，提升政策服务精准度，激活市场就
业活力，推动全市就业态势稳中向好发展。

深入实施深入实施““粤菜师傅粤菜师傅””工程工程
推动潮菜产业人才培养推动潮菜产业人才培养

当前，汕头市正加大力度推进“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市人社局以此为
契机，深入实施汕头市“粤菜师傅”工程，推
进潮汕菜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在
今年 10月启动了汕头市星级“粤菜师傅”服
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行
活动，深入汕头市六区一县，举办7场主题不
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乡村行系列活动，
充分将当地特产食材、饮食文化、烹饪技法
等优势、特点及资源统筹结合起来，进一步
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深化农村技能型、创新型的粤菜烹饪技能人
才培养工作，通过送教下乡推动当地农旅产
业发展，有效提升了汕头市“粤菜师傅”工程

影响力，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提高人才培
养，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烹”出乡村
振兴特色路，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

近年来，市人社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市场导向、需求导向，
相继出台完善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粤
菜师傅”工程高质量发展，通过举办乡村行
系列活动，进一步发挥政策端优势，擦亮汕
头“美食之乡”品牌，树立行业标杆，突出技
能人才培养成果，截至目前，汕头市开展

“粤菜师傅”培训 10569人次，8267人获得相
应技能证书。建立 2个国家级潮菜烹饪技
能大师工作室、5 个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
地、5个省粤菜师傅技能大师工作室、8个市
级烹饪类技能大师工作室，10个粤菜师傅
（潮菜）乡村实训基地，在省内外设立 16个
“粤菜师傅”技师工作站，提升高校毕业生
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广
东省粤东技师学院、汕头技师学院等技工
院校在培育基础人才方面的作用，目前在
校烹饪类专业学生共 5268名。大力培养高
水平“粤菜师傅”人才，现有烹饪类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创人 1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2人，省四星级、五星级“粤菜师傅”
名厨 14名，全市四五星级“粤菜师傅”名厨
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为此，汕头市积
极组织开发“潮式风味烹饪”“潮式风味点心
制作”“潮式卤味制作”“潮汕卤鹅”“青蟹养
殖”等 5个专项能力培训项目获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出台潮式风味烹饪等
4个专项职业能力考评标准、考核题库和培
训教材并在全省应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制定出台《汕头市乡村工匠职称评价改革实
施方案》，全省较早开展乡村工匠专业人才
职称评审，评审出狮头鹅养殖、卤鹅制作等
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大力构建大力构建““产教评产教评””技能生态技能生态
夯实制造业技能人才根基夯实制造业技能人才根基

“从社会、政府、企业都应该提供更好的
环境和条件，培育技能型人才，从政府的角
度，人才政策制定的角度要对技能型人才有
所倾斜，包括提供住房、子女入学等。从企
业来看，要更早进入到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环
节中，从（大中高职院校）学校开始就要介入
到人才的培养，更多的是为这种人才提供职
业生涯规划指导，实现培养到入职的无缝链
接。”在今年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

“汕头行”暨构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系列
首场活动中，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新能源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韦福雷如是说。

随着广东高质量推进制造强省建设、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增长势头迅猛，为
打通就业者进入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今年
8月至9月，市人社局举办为期两个月的粤港
澳大湾区技能人才“汕头行”暨构建“产教评”
技能生态链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人才在促进
企业创新发展中重要作用。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分批深入“三新两特一
大”企业一线，开展关于技术革新、产能提升、
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考察调研。通过经验分
享和专题技术交流研讨，探索提质增效工作
新思路、新方法，为企业解决技术、技能难点、
堵点，促成学科带头人、技能技术顾问等柔性
人才引进和战略合作。

（陈若萱陈若萱））

近日，汕头市澄海区荣获第七批国家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这一奖项是目前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澄海区义
丰溪出海口、合昌围沿海地带，遍布着成片的
红树林，这里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富饶充
盈的食物资源，干净澄澈的水源环境，成了鸟
儿们的“嬉戏乐园”。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布于澄海盐鸿、东里、溪南等地沿海滩涂的红
树林，以前由于围海造田受到大面积改造，传统
海堤比例高，自然岸线保有率较低，部分水系
受到阻隔；加上两岸红树林下垃圾较多，破坏
了生物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使水体质量下
降，影响了生态环境质量和景观观赏性。

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建设
绿水青山美丽澄海，澄海区委、区政府大力推动
义丰溪海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拆、建、管、
护”——拆，清理拆除岸线构筑物、退养还滩、退
养还湿；建，开展海堤生态化建设，减弱硬质化

护坡并柔化岸线；管，加强陆源环境监管以及入
海排污口摸查，减少陆源污染物排海量，以达到
改造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目的；护，对
红树林和盐水草地及淤泥质滩涂等区域实行
重点保护和自然恢复的方式进行保育。

植物繁茂，飞鸟翔集，秋水共长天一色
……一系列的修复保护措施，让红树林重获

“元气”。如今在义丰溪出海口的红树林面积
近 2000亩，景观带达十几公里，无瓣海桑群落
伴着少量桐花树、秋茄、卤蕨等本地红树林种
类，不仅构筑了沿海绿色生态屏障，还孕育了
候鸟天堂，无数白鹭、红嘴鸥、青头潜鸭、翠鸟、
黑腹滨鹬在这里生活繁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

红树林生态修复过程中，澄海区还修建了
科普教育径（一级园路）、林下栈道、飞栈、管控门
廊、驿站、堤顶路、观鸟塔等设施，力争打造成滨
海湿地修复现行示范区、海岸线生态修复示范
基地和粤东城市群生态旅游休闲胜地。（（蔡晓丹蔡晓丹）） 义丰溪出海口的红树林义丰溪出海口的红树林。。陈史陈史摄摄

汕头市澄海区荣获第七批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范区称号

20002000亩红树林构筑沿海生态屏障亩红树林构筑沿海生态屏障

【汕头日报讯】 以购代捐，通过一纸协议，有效
保障了脱贫户的收入问题：“田头市场”打通了蔬菜
从田头直通市场的同时，也拓宽了脱贫户的销售渠
道，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近阶段来，汕头市龙湖区多
措并举开展消费帮扶，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乡村振兴
发展新路。

为切实帮助脱贫户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龙湖
区外砂街道坚持用消费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户签
订协议，蔬菜单价按照当日市场的零售单价进行计
算。这一纸协议，有效保障了脱贫户的收入问题，成
为龙湖区开展通过消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
住防返贫底线工作的一个缩影。

林厝村的许先生是外砂街道建档立卡的脱贫
户，靠着打零工和不到一亩的田园种植蔬菜维持收
入。为保障脱贫户收入，外砂街道采取以购代捐的

措施，搭建外砂街道机关食堂与脱贫户农产品供需
对接平台，双方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许先
生每周送 4次新鲜蔬菜到外砂街道食堂，每天 20斤
菜，一月大概能送约300斤菜，净利润1000余元。

大衙村地处韩江下游，素有“绿色半岛”美称。
因水源优质、土壤肥沃，加上无公害种植，所产蔬菜
绿色健康。为拓宽脱贫户种植果蔬的销售渠道，龙
湖区龙华街道驻街帮街扶村工作队采取“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大衙村启动试点“田头市
场”，让蔬菜从田头到餐桌无缝对接。

“田头市场”为脱贫户们带来销售新路子，新鲜的
蔬菜水果从“田头到餐桌”，不仅能保障产品的新鲜度，
还让脱贫户从中得到更多收益。许多附近居民慕名
而来，现场的农产品在短时间内一抢而空。大衙“田
头市场”自2021年11月启动起来，持续让辖区脱贫户
提高了收入，切实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刘文钊）

““田头市场田头市场””为脱贫户拓宽销路为脱贫户拓宽销路。。

汕头市龙湖区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

消费帮扶让脱贫户尝消费帮扶让脱贫户尝““甜头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