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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下乡，技术有准头、
种粮有赚头、未来有盼头

中原粮仓麦苗青青，浇上返青“头一水”。2
月 10 日一大早，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河阳街道

高粱家庭农场，周高粱开着拖拉机拉着新买的

喷灌机下田浇麦。“苗情真不赖，一二类壮苗比

例挺高，肥水跟得上，今年夏粮管保又是好收

成！”周高粱说。

说起春管农事，周高粱声音洪亮。这位脸

庞黝黑、手指粗长的农家汉子，是一名大学生。

“毕业时想返乡创业，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劝俺

三思，怕吃不了苦。”周高粱坦言，返乡创业不是

“拍脑袋”，自己也经过“深思熟虑”。

进村入户问乡亲，到农业企业学技术，周高

粱调查发现，以前田间道路不畅，大型农机下不

了地，现在随着高标准农田等项目落地，地平

整、路成网、渠相连。他还从区里了解到返乡创

业有各项惠农扶持政策，“购买农机能拿补贴，

机械化种田肯定大有赚头，农机服务还能帮助

乡邻，一举两得。”

打定主意，周高粱毅然回乡，跟着父亲流转

了 800 多亩地种粮食。周高粱自学农机操作和

维护，带动乡亲们机械化种田。他先后购置了

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等 30 多台（套）各类农

机设备，累计投入超过百万元。如今靠着小麦、

玉米、大豆、花生等作物种植，高粱家庭农场年

产值超过 200 万元。

大农机带动种粮增产增效。周高粱介绍，

拿打农药来说，人工打药，一人一天顶多 10 亩

地，而无人机一天能作业几百亩，节水减药，一

亩地还能省好几十块钱。靠着测土配方施肥、

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高粱家庭农场种的粮食

成了面粉厂的“香饽饽”。看着产量高、效益好，

越来越多的乡亲主动上门，周高粱成了乡亲们

的“田保姆”，农机服务辐射周边四五个村子。

技术有准头、种粮有赚头、未来有盼头。“年

轻人像庄稼一样，向下扎根泥土、吸取营养成

长，一定能收获粮食满仓。”周高粱积极参与乡

村人才培训，入选区委组织部评定的乡土实用

人才库，还被评为区里的“十佳致富带头人”。

说起今年的新打算，周高粱说，必须抓紧学新技

术，推广品种优质化，进一步提高亩均效益。

“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更 多 的 人 才 支

撑。”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伟说，市里将

乡村人才振兴纳入全市人才工作规划，扎实开

展农业科技人才引育、高素质农民培育等行动，

先后建成创新平台 12 个、省级乡村振兴技能人

才 培 养 示 范 基 地 6 个 ，累 计 培 育 高 素 质 农 民

5400 余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农业农村

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至

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

到 1220 万人。下一步，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不断深入，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加快补齐，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

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

天地大施所能、大显身手，将带动农村就业空间

和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展。

改善乡村创业创新环
境，让各类人才“引回来”
“留得住”

2 月 9 日，江西省永新县高市乡青年人才创

业党支部会议室里，文亮来率先提出用工需求：

“眼下基地着手整枝埋肥，每天要保证 15 名用

工，2 月底前完成，不耽误开花授粉挂果。”

今年是文亮来返乡发展井冈蜜柚的第十个

年头。原先，文亮来与朋友在深圳开了一家小

工厂。后来，高市乡招商引才团向他推介了井

冈蜜柚产业。“井冈蜜柚是有名的特产，当地有

政策优惠，我也一直想回家乡创业试试看。”文

亮 来 的 吉 安 庆 丰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在 高 市 乡“落

户”，种下了 8 万多株蜜柚苗。

“这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回顾返乡创

业路，文亮来打开话匣子：2013 年冬天，基地遭

遇低温天气，柚苗冻坏一大半，损失达 150 余万

元；没有做整体规划，没有跟上市场需求变化，

陷入销售难……起步阶段，产业发展屡遭挫，文

亮来一度想要放弃。

“做农业要看到回报，就要坚持。你接着

干，问题来了我们一起来解决。”县里干部的倾

心帮扶，让文亮来坚定了信心：科技特派员专人

对接服务，争取配套资金和项目，小到用工用

地、矛盾调节、政策扶持，大到品种建议、发展方

向、整体规划，相关部门都给予帮扶。

在政府的帮助下，文亮来的果园不断“升

级”：新建 1000 立方米冷库用于蜜柚储存，为错

峰销售打下基础；搭建小火车运输设备，节省了

人力；引进智能测糖分拣设备，根据果子大小分

拣蜜柚，测量糖度、识别坏果，保证蜜柚品质。

多措并举，果园近两年产值达 1400 多万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文亮来带动下，周边村

庄户户有柚园、家家有收入，绿了山头、甜了心

头。文亮来免费为村民提供果苗和技术，统一

按市场价回收果子，每年入股分红达 600 多万

元，吸纳老年人到果园务工，年均发放务工工资

260 万元。

近年来，永新县创新引才机制，在外优秀企

业家、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农民工等返乡下

乡创新创业的，在资金、技术和场地上给予全面

支持。目前，全县共吸引返乡创业人才 1000 余

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342 家、家庭农场 186
家，吸纳村民社员 2.7 万多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创业创新。”文亮来

说，接下来将依托蜜柚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集生态种养、户外拓展、乡村民宿等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实现种植基地向深度体验游转型，带

动更多村民增产增收。

农村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各地改善乡

村创业创新环境，让各类人才“引回来”“留得

住”。农业农村部人事司有关负责人说，健全

人才兴农强农的政策体系，对乡村人才引进、

使用、激励等作出制度性安排，加大农业农村

人才创业扶持力度，在进修培训、项目审批、信

贷发放、土地使用、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

政策。农业农村部联合财政部实施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向到乡回乡返乡

入乡的产业带头人倾斜，加强系统培育和综合

扶持。

产业兴、人气旺，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山东省金乡县卜集镇，张金鹏的电商分销

基地内，蒜头成堆、蒜香弥漫，乡亲们麻利地剪

秆装袋、称重发货。“还是年轻人办法多，网上卖

大蒜，家门口有了新活计，俺一天能挣 150 元。”

59 岁的刘翠兰边打工边学技术，干劲十足。

金乡县有“中国大蒜之乡”之称，常年种植

大蒜 70 万亩，年均产量 80 万吨，产品出口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金乡大蒜”的品牌价值已超

218 亿元。近年来，金乡县返乡打“蒜”盘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张金鹏是全县第一批通过电商

销售大蒜的创业者。

“家乡的大蒜名声在外，发展农产品电商我

充满信心！”张金鹏牵头搞起大蒜电商，随着交

易量不断上升，加工区从小院搬进 2000 平方米

的仓库，带动 130 多名乡亲一起发展。

随着规模扩大，张金鹏遇到了创业路上的

难题。“俺们这网点少、运输成本高。5 斤装的

大蒜，每单快递费要 3.3 元，比周边地区高出几

毛钱。”张金鹏说，每天订单过万，高成本就会失

去竞争优势。

卜集镇组织村党支部、电商企业、快递企业

召开座谈会，建成镇级农产品电商产业园，镇级

快递集散中心，31 个行政村每村建成一处快递

服务网点，村级直投率达到 100%。

如今，张金鹏开设网店 4 年，年销售额最

高 达 2 亿 元 左 右 。 谈 及 未 来 ，张 金 鹏 胸 有 成

竹：“让科技为农业赋能增效，继续深耕乡村产

业，吸引和带动有志青年回到农村，帮助农民

致富。”

金乡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亚鹏介

绍，县里依托“蒜小宝”人才驿站、青创服务站

等平台，用好引才育才政策，在创业补贴、金

融 信 贷 、住 房 保 障 等 方 面 给 予 返 乡 创 业 人 才

重 点 支 持 ，进 一 步 激 发 青 年 人 才 返 乡 创 业 创

新热情。

打好“乡情牌”“乡愁牌”，越来越多的优秀

人才奔赴乡村一线助农兴农。山东省泗水县启

动“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工作，通过合伙人带

动，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泗水出台《关于扶持乡村振兴合伙人的若

干措施》，提供土地、税收、金融、培训、职称评定

等一系列支撑政策。“政策给力，我一眼就看中

了这里的绿水青山！”在北京打拼多年的王大

强，通过招募来到泗水创业，参与打造研学基

地，农耕文化、田园文化、非遗传统文化体验吸

引来不少游客，乡亲们家门口办起农家乐，吃上

“旅游饭”。

“让乡村人气旺起来，创业带就业，就业促

增收。”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深入实施农村创

业创新带头人培育行动，提升农村创业培训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展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

（基地）示范创建工作，以园区（基地）为载体，为

农村创业搭建高质量服务平台。开展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推介活动，营造

农村创业良好氛围。

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

栽下梧桐树 引回“金凤凰”
本报记者 常 钦

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是为农民
而建，要突出农民
主体，充分调动广
大农民群众参与
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菜园种菜，浇水一定

要方便”“能不能同步建设

生态绿廊、凉亭，让菜园既

实用又好看”……近日，江

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屠园镇

古河社区“有事好商量”协

商议事联系点里，一场关

于菜园建设的协商议事会

热烈进行，村民代表坐在

一起谈想法、提建议、大伙

儿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专门进行了具体部署。乡

村是农民的家园。生活在

乡村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

家园能够更整洁、更美丽、

更舒适。和美乡村建设一

个基本的目标，就是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

让农民就地逐步过上现代

文明生活。农民作为乡村

生产生活的主体，在实施

乡村建设过程中，建什么、

怎么建、建成什么样，他们

最有发言权。要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他们期盼干的

抓紧干，他们愿意干的带

着干，他们不愿意干就先

放一放、缓一缓。

还应看到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广

大农民不仅是受益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建设

者。要把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体作用。农民能干的事情，就尽量交给他们

干；一家一户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事情，比如乡

村规划等，要在有关部门组织下，让农民积极参

与、献计献策。

乡村建设，规划先行。在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规划编制各个环节，都可采取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理事会、网络议事会等形式，推动农民全程

参与。这方面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实践。

比如，安徽省黟县在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编制过

程中，村两委到各自然村召开“户主会”，充分引

导乡亲们共商共议；规划设计者驻村调研，多方

走访，充分听取村民意见，优先考虑他们的诉

求。这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编制出来的规

划，村民认同感强，可执行性自然也高。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建到农民心坎

上，应创造条件支持农民干。比如更多采取以

工代赈、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村民

投工投劳建设家园，吸纳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对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益设施项目，可

以由村委会组织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民建设；对

通信网络、污水垃圾处理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专

业 设 施 项 目 ，可 以 优 先 聘 用 本 地 农 民 参 与 建

设。项目设计、项目验收、项目监督等环节，也

要完善机制、创造条件，让村民参与进来。

建好还要管好，才能长效运行、长久惠民。

支持、组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管护，大有可为。近年来的乡村建设行动

中，各地推行“门前三包”，组建使用者协会，设

立公益性管护岗位，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公共设

施管护，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很多地方开展美

丽庭院评选、文明户评比、积分兑换等活动，村

民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绿化美化、公共设施、公

共秩序等管护，成了乡村建设、管理的主人翁。

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

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蓝图已经绘就，前景壮

阔。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使农民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主体

作用得到充分体现，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把广袤乡

村建设成为乐享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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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
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
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
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
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各地着力优化环境、完善政
策，不断提升乡村对人才的吸引
力，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汇聚更
多资金、技术要素，带动形成农
村创业创新热潮，不断拓展农村
就业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

核心阅读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联兴村，一场

直播正在进行，一家企业负责人祝建康说，“在电商

直播‘共富工坊’帮助下开设了这个直播间，销量增

加了 70%左右。”

联兴村内企业众多，村党委联合电商龙头企业，

通过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等方式，让更多村内企业搭

上了电商直播发展“快车”。目前，全村已有各类直播

间 100 多间，从业人员 600 多人。去年村集体收入达

到 12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8 万元。近

年来，柯桥区组织发动区内 89 家企业、商会，与集

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开展党建结对联建，打造“1 村、

1 企、1 部门、1 驻村团队”的结对帮促格局。截至目

前，全区已探索构建了 140 余个各种形态的党建联

建实践项目。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电商直播促“共富”
李 永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春回大地。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农

业专家下乡传授田间管护技术，有效节约生

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图为樊城区牛首镇李沟村，飞防手正操

作无人机对小麦进行植保作业。

谢 勇摄（人民视觉）

科技春管

作业忙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②人才是关键②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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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瓦青砖镬耳屋，古韵新风入画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新圩镇河村里，田

成方、路成行、渠成网，修缮后的旧房子“变身”

画室、课堂、文艺创作基地等。“村容好，颜值高，

咱们的家园变样了！”村民们语气中透着自豪。

变化源自乡村规划的实施。2019 年起，北

流市立足发展实际，提高乡村规划编制质量和

效果，大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河村等村庄面貌

大幅改善。

古色古香的村史馆前，一幅巨大的“村庄规

划示意图”映入眼帘。永久基本农田、村民房屋

……各不一样的图例将河村规划中的边界、用

途、风貌等标注得一目了然。

“村庄规划虽小，却肩负大使命。”河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家平说，“最重要的就是因

地制宜，既要考虑乡村旅游、现代特色农业等产

业融合，也要营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还不能

破坏好生态，多亏有乡村规划师帮忙。”

作为乡村规划师，广西美丽乡村设计院院

长鲍国志一到河村，就住进了村民家里。从规

划编制到建筑设计，他实行全程挂点服务。“做

好乡村规划，要‘一村一品’，不能千村一貌。必

须先了解农民需求，尊重农民意愿。”每次出去

实地考察，他都是边走边记。“对村子情况充分

了解，才能就地取材。”

如今，北流市 22 个乡镇均已配备了像鲍国

志这样的乡村规划师，村庄规划编制覆盖 118 个

行政村。为了把规划还给乡村，把设计还给农

民，北流还动员驻村第一书记、村民理事会、党

员义工、群众志愿者等积极参与，通过各种院坝

会让群众参与乡村规划全过程，挖掘各村农耕、

民俗等乡土文化，规划变得更接地气、更顺民意。

“现在村里那么漂亮，又有了村办企业，我

每月有 4000 多元的工资，不用外出打工了。”从

东莞返乡的村民谭芝说，河村引进了一家箱包

厂，为 7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同在北流，丹霞地貌的铜石岭脚下，民安镇

丰村村民梁义南领到工资，3000 多元一个月让

他很满意。“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

里很多人靠旅游发了家。”

村容改善和特色旅游结合，是丰村村庄规

划的发展方向。落实规划中，大伙儿编了个顺

口溜：“建房不占田，房子建林间。垃圾分分类，

废物变资源。房前养花草，屋后种菜园。”村民

们在自家房前屋后建起了微庭院、微菜园、微果

园，村子变美了，乡村旅游热起来，村民们纷纷

点赞：“环境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大家脸上

的笑容都越来越多了。”

村庄规划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北流市

遵循“先有规划后建项目”原则，根据村庄自然

条件和村民集体意愿，在村庄规划上适当“留

白”，为乡村民生设施、文旅设施及农村物流、

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发展空间。目

前已引进企业 100 多家，今后将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

广西北流引进乡村规划师

村庄变美 产业兴旺
本报记者 张云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