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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工程：
春风化雨育人才 润泽乡村十六载 ■ 本报记者 王勇

从江油市开始

2007 年，为支持西部地区
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村劳动

力输出和转移，推进西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帮助西部农

民共同脱贫奔小康，中国西部

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

创设了春雨工程。

当年 6 月至 2008 年 7 月，
“春雨工程”第一期创业就业培

训在四川省江油市实施，培训

农民工达到 11200 人。其中，非
农技能培训 4200 人，通过培训
使受训者初步掌握非农产业就

业必须的技能技术，并获得相

应的培训证书，培训后输送到

就业单位就业；农业专业技术

培训 7000 人，通过培训使受训
农民掌握 1-2 门增收致富的农
业专业技术。

2008 年，5·12 特大地震发
生后，江油市作为重灾县，在灾

后重建和发展中急需大量的技

能型人才。基金会克服地震带

来的种种困难，以最快速度在

6 月恢复了项目的实施。
一方面，项目从实际出发，

对培训计划进行了调整，最终

第二期共培训农民工 7000 人；
一方面，把灾后重建和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所需求的劳动力作

为培训的重点，开设了建筑工、

钢筋工、砖工、木工、瓦工、焊

工、电工等 10 多个专业。
此外，项目还围绕海外劳务

市场的开拓进行了培训，2008
年经过江油“春雨工程”项目培

训，向俄罗斯、安哥拉、新加坡、

蒙古等国家输送 680多人。
春雨工程的实施，为江油

市灾后重建、产业振兴提供了

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为了把

“春雨工程”培训工作推向深

入，2011 年，中国西部人才开发
基金会和江油市人民政府一致

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

变、统筹安排、县级整合”的原

则，全面整合各级财政及社会

捐赠资金资助的城乡劳动者

各类培训项目，将农村劳动力

技能培训项目、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项目、城镇失业人员技能

培训项目、扶贫培训项目、企

业职工技能（岗前、在岗、转

岗） 培训项目等统一命名为

“春雨工程”。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将把江油市作为春雨工程的重

点实施区域，建立专项基金进

行扶持，并通过江油的实践，探

索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

深领域进行人才开发的机制和

经验。

不断转型升级

为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

自 2011 年起，基金会将资助项
目的重点由普通培训向精品培

训转型，再发展到专题培训。中

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马景表示，“转型升

级，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跟

随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普通培训是结合政府的农

业技能、政策宣讲、模式推广等

方面，针对一般性需求开发的

培训，依靠政府的培训渠道和

相关基础设施，能够短期内触

达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精品培训是采用与“校企

合作”“校企联合”的方式，针对

优秀职业农民或技术工人，开

展技能提升培训和职业素质教

育培训。“企业除了捐资以外，

还可以依托企业的资源和技术

优势对西部地区进行人才培

训。”马景表示。

专题培训是面向农村扶

植产业，或者特色优势产业，

提供专题化的培训赋能方式，

例如农家乐、乡村文旅、特产

美食、电商直播等等主题性的

培训。

例如，2014 年实施的“春雨
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

办人专题研修”公益项目，就组

织了四川省盐亭县的 40 名农
民创业个体、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负责人、农村中小企业负责

人及部分村镇干部在上海、江

苏、浙江进行理论教学和实地

考察相结合的培训。培训一年

后还进行了跟踪指导。

“让培训过、发展好的企

业负责人走出去，开阔他们的

视野，更好的带动就业。”马景

表示。

理论与实操结合

为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

项目通过比选招标确定了五所

公立职业培训学校为定点培训

学校，整个培训工作做到了“专

人主管、专职负责、专项推进、

专题考核”。

培训前，基金会会和地方

人社部门、农业部门等一起通

过走访了解和问卷调查，结合

各地实际情况挑选农民发展急

需的专业作为培训内容。

例如，5·12 特大地震灾后
重建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一批

农家乐、乡村旅游、乡村土特产

等带头人。为了提高他们的能

力，2013 年，基金会推出了“春
雨工程———地震灾区农村致富

带头人专题研修”公益项目。

2017 年，“春雨工程”项目
组会同承办单位培训负责人，

与江油市人社局、商旅局、电商

协会一起对江油市电子商务发

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之后，推

出了“春雨工程”电子商务培训

项目。

教学中，坚持“本地培训+
异地培训”相结合，强调理论教

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2020 年，“春雨工程”项
目———助力乡村振兴旅游人才

提升见习实训班在四川江油和

重庆两地开展。实训班开启了

“小班带大班，聚班带散班”“异

地见习实训”“云直播”公益课

堂等新型模式，见习景区金牌

讲解员和核心管理人员通过师

徒传承方式将宝贵经验传授给

学员。

“早上好，请大家上车。你

们看，就像我昨天讲的，引导游

客上车，要做一个扶和请的动

作。”清晨出发前，导师手把手

教学已经开始了。

“大家看，我下车的时候，

是不是刚好把官邸的故事讲

完。这就是要有时间概念，融会

贯通，灵活运用，而不是死背稿

子！”郭老师时刻不忘提醒知识

要点。

“我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还很多，在平日的工作讲解带

队时，忽略了举止礼仪方面的

细节问题。郭老师的实际案例

点醒了我，我需要多听，多学习

的地方很多……”学员小杨说。

“‘拜师求学’和‘围炉夜

话’是培训班最突出的两大特

色。”马景强调，“我们通过手把

手教学、浸入式授课，理论教学

与模拟实操相结合，学员研讨

与实地观摩相配合等多种教学

方式，切实有效地提升参训学

员的从业服务技能水平，真正

帮助学员快速成长。”

迈向新征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春雨

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基金会与政府紧密合作，进行

资金配比；多家爱心企业参与

捐赠，推动共同富裕；开展公开

募捐，动员公众力量，逐渐形成

“基金会统筹、企业资助、政府

支持、各类资源整合、专业机构

培训、广大农民受益”的创新机

制，搭建起政府、社会组织、爱

心企业、社会公众等力量参与

乡村人才发展的公益平台。

2021 年起，“春雨工程”迈
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项目通过人才培训、科学研

究、活动论坛三位一体助力乡

村人才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扎实推进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项目紧紧抓住“人才”这一

关键，通过教育培训赋能，让更

多的农民成为“新农人”，成为

乡村振兴的“新人才”。先后举

办了农村文旅产业实训，支持

受疫情影响的农村文旅产业

复苏；开办了农民电子商务培

训班，研发农业电商培训课

程，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

开展了“生态管护员”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主题训练营，提高

三江源生态养护员在产业发

展、生态保护方面的专业技能；

举办首届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

坛，发布《中国乡村人才振兴研

究报告（2021）》，资助了一系列
课题研究……

截至 2022 年年底，春雨工
程的足迹遍布四川、青海、西

藏、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 30
多个县，累计募捐金额 2443 万
元，培训农民、牧民和乡村教师

等 4 万余人，帮助他们掌握了
技术、稳住了岗位、实现了就

业，并带动近 20 万人增收，在
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适应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需要方

面成效显著。

“下一步，春雨工程将进

一步升级为‘乡村振兴人才工

程’，基金会将进一步拓展培

训范围，优化培训方式，探索

出一条产业振兴人才培养模

式，为乡村发展、城乡融合、农

业现代化积蓄人才力量。”中

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

长丁文锋强调。

9月5日，恰逢第八个中华慈善日，第十二届

“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春雨工程乡村人

才发展公益项目”（以下简称“春雨工程”）荣获慈善项

目奖。

与直接资助受益人款物的项目不同，春雨工程是

一个始终坚持为乡村提供人才培训的项目。从2007

年创设到2023年的16年里，项目建立了多层次、多

批次的培训体系，直接培训乡村农民、牧民、教师等各

类人才4万余人。

这样一个项目是如何实施的，又为什么能够坚持

16年之久，并且越来越壮大，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春雨工程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培训项目

“春雨工程乡村人才发展公益项目”获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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