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提升森林防火队伍的实战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
道日前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演练中，应急队员对消防水泵等救援装
备进行实操，对管辖林区发生火情后的处置
流程进行详细安排。随后，应急队员还走村
入户向村民宣传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倡导大
家规范农事用火，杜绝火源入山。

通讯员陈炜、毛文茹、杨骏 摄

筑牢森林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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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
个美

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才能拥有真
正的生活。

布丁熊
店长能拿这么高月薪？还是交
完社保后的收入，太羡慕了！

夏屿
胖东来为啥不开到浙江啊，只
能在网上听到各种“传说”。

燕子照顾好员工，才能服务好客户，
企业才会越来越好。

时不远
这种新闻不要发给我，请发给
我老板。

培培

“让员工与家人一起享受周末的
美好时光”，不仅给钱还给时间，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奇思
妙想

店长月薪快赶上我年薪了……

倾城
别说店长，最基层的员工平均工资
到手都近万，有几个企业能做到。

小黑 这公司怕是进了就不想走。

走四方
好奇这家超市的盈利模式，能有
这种福利和待遇，很少见。

一张冲上热搜的工资表

话 题

工友圈

最近，超市界的“顶流”胖东来又上热搜了！这

次刷屏的是一张工资表。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日

前在2025中国超市周上公开透露，今年1至2月，

在交完社保以后，胖东来员工平均工资是9886元，

店长平均月薪78058元，高管层工资普遍上调。

活动现场大屏上的工资表显示，胖东来有店长、

店助、员工等8个级别，以店长一级为例，2024年月

平均到手工资为44193元，2025年1~2月平均到

手工资达到了78058元。

去年12月，于东来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胖东

来未来几年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是每周工作时间36

小时以内，星期六闭店休息，实现让员工与家人一

起享受周末的美好时光；每年40~60天的休假，员

工最低月薪到手保持在8000元以上。

另据媒体报道，为让员工上班时保持轻松愉快

的心情，胖东来员工办公室配有卧室、客厅，甚至主

管一人配备一套价值30万元的音响设备。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周夏
林报道 她一头利落短发，笑
盈盈地坐在板凳上，双手十分
麻利地编织着藤条，身后待加
工的藤椅层层叠叠，像一座小
山，超过了一个成年人的高度。

初见王翠，便能被她身上
那股利落劲儿所吸引。王翠的
丈夫是一名货运司机，2011年
部队转业后投身货运行业，王
翠也随之成为一名“卡嫂”。

在这个卡车司机家庭集聚

的春雨未来社区里，还有六七
位和她一样从事藤椅编织工作
的“卡嫂”姐妹。

10年前，为让丈夫安心跑
车、一家人安稳团聚，王翠辞去
老家河南商丘幼儿园老师的工
作。彼时，她带着年幼的儿子，
背上行囊南下，最终在杭州市
富阳区落脚。

“小孩念书以后，突然感觉
自己‘闲置’了。”王翠对记者感
慨道。孩子渐渐长大，不再时
刻需要她贴身照料，望着空荡
荡的屋子，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而这份迷茫，并非王翠一
人独有。王翠所在的春雨未
来社区，地处富春湾新城门户
位置，这里汇聚了111户卡车
司机家庭、共 510 人。经了
解，有 77 户家庭的“卡嫂”因
要照顾家庭等缘故，处于待业
状态。

不过，好在“‘卡嫂’共富工
坊”出现了。2023年6月，为更

好地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富阳区妇联、富阳区交通运
输局联合春雨未来社区等部
门，成立春雨社区“‘卡嫂’共富
工坊”，由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担任“红色管家”，按需举办
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指导、介
绍公益岗位、引入来料加工，多
措并举提升卡车司机家庭收
入，筑就卡车司机“安心巢”。
在富阳区妇联的关心赋能下，
工坊引入家具用品来料加工业
务，藤椅编织便是其中一项。
经老师傅悉心教学，王翠和其
他“卡嫂”掌握了这门技艺。

“从一开始编一把椅子要1
天，到现在短短40多分钟就能
完成。”王翠说，经过一年多时
间，她们的手法越发熟练。

“这些藤编产品会出口到
欧洲。”对于“卡嫂”们来说，自
己的付出得到认可，收获了满
满的成就感。

“共富工坊”面积不大，却

很暖心。
刚成立那会儿，工坊只有3

人，后来发展到20多人，成员
涵盖了90后年轻“卡嫂”，还有
60后“卡爸”“卡妈”。

工坊之所以能吸引大家，
自有其独特魅力。王翠说，“时
间安排自由，娃放学了起身就
能去接；报酬按件计费，多劳多
得。既能妥帖照料家庭，又能
让我们走出家庭的‘小圈子’。”

在这里，“卡嫂”们平均每
月能增收2000元。她们一边
做工，一遍聊家里的烦心事、开
心事，互相出主意、想办法，欢
愉的笑声时而从这方小小的天
地传出，这里充满温暖与希望。

去年，在省妇联、省交通运
输厅联合开展的“寻找‘美丽
卡嫂’”活动中，王翠榜上有
名。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她个
人的认可，也激励着更多“卡
嫂”勇敢编织出属于她们的幸
福生活。

从幼儿园老师到藤椅编织能手

“美丽卡嫂”王翠
用双手编织“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 日前，2025年浙
江省“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重点培训项目清单（第一批）出
炉。2025年，省人力社保厅会同
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技能照亮前
程”培训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康养托育、数字经
济、新业态新职业等领域，计划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

以上。
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
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
通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推动开展大规模职业技
能培训，支持劳动者以一技之
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
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从

2025 年起到 2027 年底，实施
“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
焦就业岗位挖潜扩容，面向有
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
人员等重点群体，积极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围绕康养托育、
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

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
要求，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
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
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推动培
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
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我省人力社保厅将按批次
发布重点培训项目清单，有意
向的人员可选择合适的项目在

线报名。有意向参加培训的人
员，可登录浙江省职业能力一
体化工作平台，根据培训计划
编号或关键词搜索找到相应培
训计划报名界面，点击报名按钮
进行报名。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微信公众号、浙江人社微
信公众号）

@全体劳动者，您的技能进阶指南来了
我省公布“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清单

记者寿慧桢报道 夜幕初
垂，杭州富阳大学城街角跃动
的灶火映亮一张年轻面庞，金
黄蛋液裹着米饭在空中划出优
美弧线，人头攒动间“美术高考
指导”的招牌时隐时现。这位
在灶台前挥洒自如的炒饭小哥
是刘蓓，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雕塑系。

上午，他在工作室为艺考
生讲解美术知识，铅笔在素描
纸上沙沙作响；傍晚，他驾驶改
装后的电动三轮车——“移动
厨房”出摊，十几种配菜在铁锅
热气中翻腾。这样的“早A晚
C”生活模式（白天Art艺术教
学，傍晚Cook烹饪摆摊）引来
周遭不同的声音。

对此，刘蓓的微信群和他
的心里都有答案。200多位食
客自发建群：预约接龙排到深

夜的炒饭“订单间”，夹杂着“刘
老师今天帮我改的速写结构太
绝了”“刘老师绝对是最会炒饭
的老师”等讨论。群公告里则
俏皮地写着“联考速写90分送
秘制腊肠”，将美育悄然“种”进
市井烟火。“白天改画作结构，
晚上改良炒饭配方，这不就是
艺术源于生活的最好体现？”偶
尔不出摊的时候，群里常会出
现催“刘老板”营业的声音。

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

节奏声，刘蓓还分享了炒饭摊
的创业初衷：“我爸妈去年 7
月来到杭州，最开始我让他们
给画室晚上下课的孩子们做
做饭。”过了8月，画室的学生
因回校学习文化课而逐渐减
少，小吃摊就转移到了大学
城。只要没课，刘蓓就会去帮
忙，“今年父亲没有来经营摊
位，所以我更加要来给母亲搭
把手。在我眼里，艺术与炒饭
都是‘做加法’，要精准把控

结构比例。”说话间，12 元一
份的炒饭已装盒递出，锅气裹
着酸豆角与自制湖南牛肉酱
的香气弥漫开来。

跨界的勇气源自坚实的人
生底色。为圆中国美术学院之
梦，刘蓓两次复读，三张录取通
知书垒起的艺术路，积攒着这
个湖南农村家庭十余年的托
举。母亲刘海艳说：“只要孩子
愿意学，不管多少钱，我跟他爸
多打几份工，都要供他学出
来。”

懂事的刘蓓大学期间辗转
工地开叉车、进厂焊钢板挣学
费的经历，让他对“体面”早已
有了深层的理解，“靠双手打
拼，做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
如今，他不仅赚回了艺考路上
父母为他支付的十余万元，还
买了车。“炒饭艺术家”笑着摊
开双手，虎口处颠勺磨出的新
茧叠着执笔留下的旧痕，是奋
斗的印迹。

“‘孔乙己的长衫’不该成
为枷锁。”翻炒着锅中的什锦炒
饭，刘蓓指向摊位前排队的学
生和小方桌前就餐的建筑工
人，“你看他们捧着炒饭的聊天

画面，不就是最好的速写素
材。”刘蓓分享着他的艺术灵
感，“眼里要有‘光’，因为生活
处处都有艺术。”除了扎根夜宵
摊位，每周四，他雷打不动出现
在富阳一养老院，教银发族执
笔绘就“人生第二春”，今年已
是第5年。

当最后一份炒饭装盒，刘
蓓整理着调料瓶笑道：“米开朗
基罗雕凿大卫像的专注，和把
控火候的匠心，本质上没有区
别。”

“油盐酱醋的热闹，坐在教
室里可听不到。”发动机轰鸣
中，“国美炒饭哥”骑着电动三
轮车驶向夜色深处，载着锅气
与梦想奔向下一站黎明。

闪亮工 族星

执笔掌勺皆从容
美院毕业生“炒”出烟火里的艺术范

扫一扫，观看视频

刘蓓在工作室里作画。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叶燕
芳、尹晨晨报道 “秧盘湿度要
像婴儿肌肤般润而不湿”，在金
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沃野上，区
劳动模范章加华微微俯身，熟练
捻起一撮育秧基质。凭借指尖
敏锐的触感，他瞬间作出精准判
断，随即向身边的农户悉心传授
春耕技术。在农田里，他的足迹
织成一张流动的“技术网”，将现
代农技化作万亩稻田的呼吸节
律。

早年，章加华弃文从农，前
往日本研修农业技术。归国后，
他20余年如一日扎根一线，练就
一门读懂“土壤语言”的本领。
2012 年，他首创工厂化育秧技
术，通过标准化流程大幅提升秧
苗质量与生产效率，填补了传统
育秧模式的技术空白。他秉持

“技术共享”理念，毫无保留地向
农户传授种子处理、基质填充、
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治等关键技
术，带动农业发展。

作为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劳模工匠助企行”共同富裕队
队长，章加华打造“1+N”技术扩

散模式，以一支专家服务团队为
“火种”，点燃农户、合作社、企业
组成的“燎原矩阵”。通过“课堂
集中培训+田间指导+示范田建
设”全链条服务，有效打破小农
经济的固有壁垒，推动水稻种植
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机械化转
型，实现收益增长。

近期，章加华特别繁忙，应
杭湖嘉甬舟等地邀请，他将“金
华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
的“绿色算法”。通过开展水稻
机械化育秧技术培训，为当地
农户、农技人员系统讲解现代
化育秧流程与设备操作要点。
通过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提
升区域水稻产能与抗风险能
力。他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
果，为长三角地区水稻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
范本。

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从
立足本土实践到开展跨区域协
作，章加华始终以“田秀才”的
身份，将论文写在田野上，让千
年稻作文明在智能时代绽放新
绿。

“田秀才”章加华

让千年稻作文明
绽放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