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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万名年轻人的选择

46.9万，这是“三支一扶”自2006年实施
以来累计选派到基层就业和服务的高校毕业
生数量。

“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高校毕业生向基
层一线流动、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民生工
程，是为基层输送和培养青年人才、改善基
层人才队伍结构的人才工程，是引领高校毕
业生树立科学就业观、积极面向基层就业的
就业工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
理司司长张文淼介绍，“三支一扶”既为引导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也为基层一线补充了宝贵人才。

不久前评选的 2021 年“最美基层高校毕
业生”中，不少人都是“三支一扶”政策的受益
者、参与者、传播者。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
用奋斗诠释青春，写下了一个个精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三支一扶”对青年人的
吸引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促进高校毕业生
基层就业的一张“靓丽名片”。以河南省为
例，据该省人社厅副处长王志强介绍，河南

“三支一扶”计划报名人数由 2015 年 11857 人
增加到2021年93255人，6年内增加了6.87倍。

“2011年以来，‘三支一扶’人员期满安置工作
岗位后，目前担任领导职务的有 155 人。在
基层好好干，一样有大舞台。”王志强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支一扶”的内容也
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从最初的教育、农业、
医疗、扶贫，到农技、水利、文化、社会保
障，“三支一扶”不断拓展的服务领域，都已
成为青年成长成才的沃土。

比如，过去“三支一扶”中需要很多扶贫人
才，而今，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任务艰巨。据统计，
2021 年共招募 10829 名“三支一扶”人员帮扶
乡村振兴，极大满足了乡村振兴的人才需要。

要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
好、流得动，必须为他们铺就干事创业的良
好平台，创造施展才干的工作条件，免除后
顾之忧，使其可以心无旁骛地工作。吸引更
多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让青
年在基层留得安心，考验着各地落实引才政
策的力度和温度。

在吸纳人才的背后，要对人才有支持、
支撑。比如，湖北、海南等对脱贫户毕业生
加分优先招募，广东、福建将报名范围拓宽
到港澳台籍毕业生。还有些省份通过强化资
金配套，落实社会保险待遇等政策让支扶人
员无后顾之忧，安心服务，如广西、四川等
建立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补充保险，云南、
贵州等给予年终奖或一次性奖励。

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

一句“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做出青春无悔的选择。

“等长大后，一定要到偏远的地方支教。”
高二那年，18岁成人礼上，郭慧慧把这个小小
梦想写进了“愿望罐”，埋在学校花坛中。后来，
她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安徽省“三支一扶”计
划，来到淮北市濉溪县的徐楼中心学校支教。

当时的徐楼中心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教
学和生活设施非常简陋，宿舍是临时用砖瓦
房式的大会议室改造的，两条长板凳上搭一
张木板，就是她的床。学生多是父母外出打
工的留守儿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和好
奇。在郭慧慧帮助下，他们通过学习获得知
识、通过广播和杂志了解外面的世界。

2008年11月，由于支教期间教学成绩优
异，郭慧慧获得了安徽省优秀“三支一扶”毕
业生称号。学过心理学的郭慧慧，是留守儿
童的知心朋友。直到现在，她的学生依然会
不时向“郭老师”报告近况，还会在教师节为
她送上鲜花。

如今，郭慧慧已是濉溪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她说，很庆幸自
己当初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经受成长的历
练。“接下来，我仍会立足本职、发挥光热，
继续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火热浪潮之中。”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
出生于山东的崔久秀，选择在 2014 年

“在火车上唱着歌”来到新疆，成为一名南疆
驻村干部。

在新疆的 8 年，崔久秀先后在县、乡、
村、社区、农场等多个岗位工作，和乡亲们
一起创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给孩子们办起
了“红领巾小课堂”，为老年人建起了“幸福

养老院”。在脱贫攻坚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她
还和大家一起发展现代种植养殖业和戈壁农
业来增加收入。“我在祖国边疆扣好了人生第
一粒扣子。”崔久秀感慨。

越是艰苦条件，越能淬炼成长。对很多
年轻人来说，基层成为最好的课堂，实践成
为最好的老师。

在“一穷二白”的地方找到
人生方向

“两年服务期很快就满了，我选择留任。
因为我发现，这里有能让我发光放热的舞

台，我热爱这种感觉。”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
区畜牧发展中心兽医师赵剑这样告诉自己的
家人。

2010年，赵剑从山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毕
业，获得预防兽医学专业硕士学位，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考入尖草坪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从事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养殖场内，几人摁住一头肥猪，猪拼命
挣扎。赵剑身着白色防护衣，跪在地上，瞧
准猪颈下前腔静脉，操起针管一针插入，血
液瞬间抽入针管。猪血清样本会被带回实验
室，进行抗体检测，检测国家发放的猪瘟、
口蹄疫、蓝耳病等疫苗注射后有没有起到保
护作用。一管猪血，看似简单，采血却需要

胆量与技术的完美结合。猪、牛、羊的静脉
肉眼看不见，全凭用手触摸，由于戴着手
套，猪又叫又挣扎的情况下，静脉并不好
找，找到还需要下针稳、准、快，几厘米长
的针头，扎到邻近脏器就可能造成猪死伤，
给养殖户带来损失。采血稍有不慎，还可能
感染人畜共患病。这样的操作，赵剑“一针见
血”，20余秒完成。

领着微薄补助和工资，干着进羊圈、猪
场的活儿，很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赵剑却
脱口而出一句：“没办法，就是喜欢！”

在人们忽视的角落，赵剑找到了自己人
生的方向。心里有爱，眼中有光。

同样在期满后选择继续服务的，还有吉

林省梅河口市黑山头镇卫生院康复治疗师毛
伟宁。在“三支一扶”工作中，他选择的是

“支医”。
刚到黑山头镇时，当地的康复医疗事业

“一穷二白”，没有专门的场地，也没有专业
的康复治疗设备。当地患脑血管疾病的老人
较多，康复治疗需求很大。毕业于康复治疗
专业的毛伟宁经过努力，争取到专业的康复
设备，开辟了康复科室。

“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却能磨
练意志、增长见识。”毛伟宁觉得，在基层，
自己逐渐找到了人生目标和努力方向。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33岁的沈富
琼已经整整工作了13年。这里是四川省白玉
县麻邛乡卫生院，每天她需要走过雪山和草
原见到患者。

回想2009年，在汽车上颠簸两天后见到
的麻邛乡卫生院，沈富琼依然印象深刻，当
时乡里还未通水电，没有通信工具，沈富琼
的宿舍四处漏风。“报名‘三支一扶’计划
时已有心理准备，看到这种条件还是感到震
惊……”

但沈富琼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
越需要医生”。就这样，沈富琼留了下来，甚
至还学会了藏语，融入了当地。2016年，她
被提拔为乡卫生院院长后，建立了覆盖全员
的健康档案，对常见疾病早干预、早治疗，
精心呵护着3000多名群众的健康。

“医疗健康只是民生的一部分，通往幸福
生活的路上还有不少坎呢。”比如改善居住环
境、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沈富琼说：“我
想发出更多光和热，照亮更多人。”2017 年，
她主动请缨兼任了麻邛乡安章村第一书记。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
才支持

2021年 5月 28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
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
村振兴局、国家林草局、共青团中央决定实
施第四轮 （2021-2025 年） 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
兴） 计划。今年，中央财政支持招募 3.4万高
校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项目，比去年增加
2000名。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稳妥做好“三支一
扶”岗位征集发布、人员招募考试等各项工
作。截至目前，共有 28个省份发布了招募公
告。张文淼介绍，从发布的岗位看，主要有
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优先满足重点地区招募
需求。各地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脱贫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
区等招募人员的力度，为基层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二是服务岗
位类型进一步丰富。各地在做好“三支一扶”
等传统岗位征集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基层实
际需求，大力开发乡村振兴协理员、乡村建
设助理员等岗位，更好满足基层经济社会发
展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三是实际招募规
模有所扩大。已发布公告的 28 个省份计划
招募 3.95 万个岗位，其中有 21 个省份在中
央财政补助名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招
募 规 模 ， 比 中 央 下 达 计 划 数 增 加 8500 多
个，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到基层工作的
机会。

各地也在出台措施，加大“三支一扶”招
募规模。

在河南，该省人社厅发布公告，2022年
全省将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200
名，比去年增加 200 名。其中，支教 183 名、
支农 331名、支医 227名、帮扶乡村振兴 581
名、健康照护 278名、水利 150名、林业 150
名、就业和社会保障 1300 名。服务期为 2
年。健康照护岗位是今年创新设置的，为基
层健康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在湖南，该省人社厅发布 《湖南省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拿
出600个基层事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在江苏，该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
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了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今年江苏全省将招募
400 名高校毕业生到苏中、苏北八市的乡镇

（街道） 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
兴等服务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
好‘三支一扶’组织实施工作，指导各地积
极稳妥做好人员招募、培训和服务期满流
动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措施，加
大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发挥引导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
张文淼说。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三支一扶”计划——

“在基层好好干，一样有大舞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为种植户、养殖户送去技术，将医疗服务带到群众身边，在三尺讲台上帮助山
里娃看到外面的世界……在“三支一扶”计划支持下，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为偏远落后地区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三支一扶”计划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高校毕业生
基层服务项目，每年选派一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
振兴等服务。多年来，“三支一扶”计划已经成为年轻人磨砺过硬本领、成就人生梦
想的重要舞台。曹一作 新华社发

◀马家希望小学地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的偏远山村，陈若竹大学毕业后来这
里支教。图为陈若竹 （中） 在马家希望小学为三年级学
生上英语课。

杨顺丕摄 （人民图片）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罗伟杰 （中间拿模型者） 向孩子们模拟
演示神舟飞船与天宫空间站对接。 龙 涛摄 （人民图片）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医生、青南支医队员孙敬
（左）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坐诊。

新华社记者 韩方方摄

▼从湖南城市学院测绘工程专业毕业后，蒋连超投
身乡村振兴大舞台。图为蒋连超在湖南省益阳市沅江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录制短视频带货。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