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位于云南省镇沅县勐

大镇的镇沅桂花甲生物产业有限公

司林下药材种植基地，在一棵挺拔的

云南松下，公司负责人宋伟正在展示

他刚刚挖出的滇重楼根部，称其为藏

在深山中的“宝贝”。

宋伟早年外出打拼，前几年回乡

后瞄准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如今已

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致富带头人。

像宋伟这样的返乡创业人才，也

是镇沅县的“宝贝”。近年来，镇沅县

通过摸底调查，建立起乡土人才信息

库，让乡土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带动

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分门别类，建立
人才信息库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镇沅

县 人 社 局 局 长 饶 萍 深 知 这 个 道 理 。

但 农 村 人 才 本 就 短 缺 ，真 要 破 解 这

个难题，并不容易。

从 2019 年底开始，镇沅县在征求

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由村里报送本村

的乡土人才。“报送的人才有 3 个条

件：要有一技之长，有上进心，且受村

民认可。”饶萍说，村里报送的乡土人

才，乡镇筛选一道，县里再择优筛选，

分门别类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

经过层层筛选，镇沅县共有 1.5
万多名乡土人才入库。他们中既有

能工巧匠，也有致富能人，虽大多不

是高学历，做的事业不是“高精尖”，

但个个身怀绝活。

当地对乡土人才按技能类别分

类，共分 20 多个大类，50 多个小类，

实行动态管理。类别中，人数少的如

竹编，有三四十人；多的如制作黑古

陶，有 100 多人。

“信息库建立后，按照技术娴熟

程度和已取得的成绩，我们又把乡土

人才划分为致富带头人和需要技能

培训的人。”饶萍说，镇沅县通过选人

与育人结合，不断提升乡土人才整体

素质和带动能力。

拿黑古陶来说，它是镇沅的一种

民间工艺，在传统古陶工艺和造型的

基础上，吸取现代陶瓷工艺精华。“对

制作黑古陶的手艺人来说，以前制陶

只是养家糊口，这几年县里打造黑古

陶品牌，吸纳上百名懂制陶技艺的人

进入乡土人才信息库。”饶萍说，被吸

纳进乡土人才信息库后，手艺人把更

多精力放到黑古陶制作上，有的还成

为技艺大师，跟着县里相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进入各个展会，宣传家乡的民

族文化品牌。得益于这些乡土人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学习

黑古陶制作，黑古陶作为当地最具特

色 的 民 族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远 销 海

内外。

培训技术，增强
致富本领

宋伟就是村里推选出来的乡土人

才之一。2015年以前，宋伟在外打工，

后来回到家乡，投入资金和技术成立

公司，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目

前公司基地种植中药材 1500 多亩，品

种包括滇重楼、滇黄精、龙胆草、白芨

等。为响应绿色发展要求，公司的中

药材选择有机种植，目前 680多亩滇黄

精已通过有机认证。“我们不打农药、不

施化肥，土壤定期检测。”宋伟说。

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宋伟没忘了

村里的乡亲，他多次组织农户参加中

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等相关技能培

训，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林下中药材

种植和初加工技术。目前，公司已带

动 100 多户村民种植中药材，拓宽了

他们的致富路。与此同时，公司广泛

吸 纳 村 民 就 业 ，近 两 年 每 年 用 工 达

4000 人次，村民们就近务工，又是一

笔收入。

几十公里外的古城镇古城村，骄

阳 如 火 ，看 着 一 棵 棵 芒 果 树 长 势 正

好，李荣乐开了花。

多年前，李荣在外打工，吃了不少

苦，可工资依旧不多。2014年，听说邻

县种植芒果致富，他和妻子考察后决

定回乡种芒果。可两口子不懂种植技

术，各个环节都得请人来做，比如芒果

嫁接，就得从邻县高薪请人过来。

口袋只出不进，两口子心里十分

苦恼。咋办？听说县里的农民技术学

校每年会举办果树栽培技术培训，李

荣选择请专家到自家果园上实训课。

经过专家悉心指导，手脚勤快、虚

心好学的李荣，在去年自家芒果刚进

入挂果期时，就赚了近 6 万元。在他

的带动下，古城村成为全县晚熟芒果

种植大村，共种植晚熟芒果 480多亩。

既掌握种植技术，又愿意带着村

民一起致富的宋伟和李荣被各自村

里推选为乡土人才，还被归入乡村致

富带头人的行列，进一步带动周边群

众增收。

出台政策，支持
长远发展

让乡土人才更好带着村民致富，

关键是要有支持其长远发展的好政

策 。 饶 萍 说 ，成 为 乡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的，可享受政府贴息贷款等政策，帮

助其扩大产业；对发展思路不明确，

但一心想发展的其他乡土人才，当地

对其加强技能培训。

杨瑞堂今年 30 多岁，来自镇沅县

古城镇，先后在县里的农民技术学校

培训两次，第一次学电焊，第二次学

汽 车 修 理 ，培 训 过 程 中 吃 住 全 部 免

费。后来，他依靠政府贴息贷款，在

县城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最近通

过动态管理，杨瑞堂也被纳入乡土人

才信息库。

对于杨瑞堂这样的乡土人才，技

能培训结束后，县人社部门会持续进

行后续跟踪，了解其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并想办法帮忙解决。

近年来，镇沅县从“选才、留才、

育才”长效机制上下功夫，种下乡村

人才“金种子”。2020 年至今，当地先

后进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约 13 万人

次。经过培训，这些人正在全县乡村

振兴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被纳入乡土人才信息库后，宋伟

有了新的烦恼。“我知识储备量不够，

有时和客户沟通，老是感觉跟不上节

奏。”他说自己想在这方面加强一下。

这样的需求点在乡土人才中不

少。“我们与普洱学院建立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基地，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学

院，打通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通道，实现劳动力学历层次和技术技

能水平‘双提升’，填补了农民教育无

学校的空白，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素

质提升工作再上新台阶。”饶萍说。

走进位于镇沅县城的普洱学院新

型职业农民学院，教学楼里，来自各个

乡镇的学员正在进行实训。“有了普洱

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学院，我们不用出

远门，既能学基础知识，还能学专业技

术。”培训学员周忠强说。

“我们接下来会制定一对一培养方

案，将合适的乡土人才发展培养为党

员、村干部、创业领军人等，全面发挥人

才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饶萍说。

云南省镇沅县出台多方面支持政策，帮乡土人才——

找准增收门路 带领乡亲致富
本报记者 杨文明 人民网记者 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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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民生R 核心阅读

近年来，云南省镇
沅县通过摸底调查，
建立起乡土人才信息
库，提供多项政策，加强
技能培训，支持长远发
展，让乡土人才充分发
挥作用，带动村民致富。

全国“最美家庭”是什么模

样？在江苏省启东市海复镇庙

基村，倪伯苍家的 8 间平房，掩

映 在 周 边 邻 里 的 各 式 楼 房 中 。

乍 一 看 并 不 起 眼 ，甚 至 略 显 落

伍，却是全村乃至全镇最热闹、

最有人气的地方。

要问为啥？来看看就知道。

屋 外 ，是 一 个 个 法 治 宣 传

栏，有法律知识、防诈骗提醒；檐

下，挂着“倪伯苍工作室”“金牌

调解室”“网格活动中心”“家长

学吧”“少先队活动基地”等大大

小小 32 块铜牌；屋内，除了 3 间

房供倪伯苍夫妇和女儿女婿自

住外，其他 5 间都被改建为公共

区域：东边第二间是阅览室，共

有 4500 册书籍、12 种报刊；南边

3 间打通为党群活动室和网格

活动室，有电脑、电视机、放映机

和供 30 人开会的桌椅，连同旁

边 1 间公厕，每天免费开放，村

民可以随时进出。

74 岁的倪伯苍和 72 岁的妻

子陈玉兰，平日里没有“上下班

时间”。他们俩一个是村第一网

格党小组组长，一个是网格信息

员，负责 1 个网格、1 条街道、1 家

银行、2 所学校、8 个村民小组。

每天早晨 5 点起床，做完家务、

喂完家畜，不到 8 点，他们就开

始 到 网 格 中 入 户 走 访 ，调 处 纠

纷、帮扶群众，只要有需要，哪怕

深夜也随叫随到。

从 2012 年 担 任 网 格 员 开

始，倪伯苍共记录下 80 万余字

的 民 情 日 记 ，写 满 了 39 本 日

记本：

“2015 年 1 月 13 日，23 组施

毅 常 年 不 在 家 ，交 养 老 金 不 方

便，帮他代交。”

“2017 年 8 月 26 日，帮助 20 组失业在

家的小李到海上搞生产，介绍他爱人到超

市工作。”

“2021 年 1 月 9 日，23 组老杨家和 20 组

老朱家发生土地纠纷，成功进行了调解。”

…………

从日记上看，一年 365 天，处理的大小

“事务”不下 400 件。倪伯苍介绍，写日记

有 3 个功能，一是当备忘录，提醒自己要做

的事情，二是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为乡亲

们排忧解难，三是作为村史档案记录下来。

倪 伯 苍 告 诉 记 者 ，调 解 的

矛盾纠纷主要有几类：婚姻家

庭矛盾、土地纠纷、邻里矛盾。

在村里，老人小孩多，也是他俩

最为关心的。

倪伯苍夫妇以“家长学吧”

为阵地，探索出“三进三请”工

作法：一进课堂，向幼儿园、小

学生宣讲交通法规；二进校门

口，利用家长接孩子前的间隙，

宣讲家庭教育促进法；三进农

户，与关工委的同志一起家访，

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

动态；一请小学生来家里，参观

法治宣传长廊；二请法院法官，

专业给家长讲解保护妇女儿童

方面的法律法规；三请教子有

方 的 家 长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分 享

活动。

庙 基 村 14 组 有 个 女 孩 ，

2019 年 3 月遇到了人生的重大

转折：父亲因罪获刑，母亲离家

出走、音讯全无，相依为命的祖

父母年过八旬，身体不好、经济

困难，女孩成了“事实孤儿”。

夫 妻 俩 再 次 分 工 明 确 、

“ 并 肩 作 战 ”。 倪 伯 苍 搜 集 女

孩 的 情 况 ，向 民 政 部 门 反 映 ，

又请来检察院和妇联帮忙，给

孩子办了低保，并从学校获得

每学期 1000 元的助学金，还发

动 全 村 一 起 筹 集 善 款 。 妻 子

陈玉兰则安抚女孩的情绪、倾

听女孩的心声，逢年过节还带

着 学 习 用 品 、日 用 品 前 去 慰

问 。 现 在 ，女 孩 已 考 上 了 大

专 ，学 习 积 极 向 上 ，生 活 中 也

常怀感恩之心。

身 教 重 于 言 传 ，倪 家 的 女

儿 女 婿 在 企 业 担 任 中 层 干 部 ，

支持父母的公益事业。倪伯苍一家人热

情 细 致 ，温 暖 乡 邻 。 好 家 风 引 领 了 好 村

风 。“ 不 仅 倪 家 自 家 注 重 家 风 家 教 ，家 庭

融洽、生活和睦，而且还带动了周边千百

个 家 庭 。”村 民 徐 成 岳 告 诉 记 者 。 10 年

来 ，倪 伯 苍 夫 妇 先 后 为 村 民 排 忧 解 难

1200 多次；办实事 2000 余项；代办各种手

续 1000 余 次 ；调 解 矛 盾 纠 纷 1000 多 件 ，

其 中 婚 姻 家 庭 类 矛 盾 近 300 件 ；处 理 重

大 、恶 性 事 件 和 矛 盾 20 余 次 ；开 展 志 愿

帮 扶 活 动 500 余 次 。 倪 家 成 为 村 民 们 公

认的“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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