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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是
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积淀了我
国千百年来乡村
治理的智慧和经
验。“郡书赤矜其
乡贤，美其邦族”。
在中国，乡贤是一
村一地有德、有才
之人，是公认的能
人、共举的达人。
他们贴近百姓，是
乡村公共秩序的
维护者和文明乡
风的引领者；他们
根植乡土基因，是
乡村振兴和乡村
治理的带头人。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乡
卓逸村党支部书记王万保，早年经
商，后来回村创办了苹果种植销售
联合社，短短几年时间，服务范围
由卓逸村拓展到四县一区2160户
果农，累计为果农增收3亿多元。
现在，王万保又多了一个职务——
运城市新乡贤理事会常务理事。

近几年，运城市实施了新乡贤
文化工程，积极探索推动乡村振兴
新机制。运城市以村为单位组织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离乡人士
和村中长者贤者，组建了市县乡村
四级“新乡贤理事会”。

在全体村民大会上披红戴花，
拍摄视频在村微信群里表扬，把事
迹制作成图文并茂的版面上墙展
示……种种尊重、礼遇和善待，提高
了村民争当新乡贤的积极性，村里
召开新乡贤大会，在外人员一下子
就回来了200多人。灵池村村委会
主任杨自宁说：“乡村要振兴，凝聚
人心是基础。新乡贤，就是要吸引更
多的人参与，更好地凝聚民心。”

为吸引更多人士参与，运城在
全市开展了“寻找新乡贤”活动，重
点寻找有奉献精神、对农村经济文
化和社会发展有带动力、引领力的
好人、贤人，用他们的高尚品德、勤
奋敬业、知识技能等带动周边乡
邻，促进乡村发展。

寻乡贤、建机构、评乡贤、用乡
贤，目前运城市新乡贤群体已达1万
多人，初步实现了村村都有新乡贤。

与运城一样，近年来，广西来
宾市象州县大力培育乡贤文化，充
分发挥新乡贤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中的重要作用。

象州县罗秀镇纳禄村村口的
宣讲栏上，由村民们评选出来的新
乡贤名单引人注目。作为纳禄村评
选出的新乡贤之一，老党员潘文贵
积极为村里的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盘活村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等资源。现在，每逢“三月三”等节
假日，村里游人如织，潘文贵也总
是忙碌不停，他说，作为乡贤，就是
要树好榜样，率先垂范。

在新乡贤们的引领下，昔日脏
乱差的纳禄村如今变成了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由于深度
挖掘“古村民俗文化节”文旅品牌，
大力发展集现代农业、乡村文化、
观光休闲、古建筑游览等多种项目
于一体的休闲观光旅游产业，纳禄
村先后获得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国家AAA级乡村旅游区、自治区
四星级乡村旅游区、“广西绿色村
屯”、“来宾市文明守法示范屯”等
荣誉。

“现在的纳禄村，山清水秀、瓜
果飘香，乡村旅游区已初具规模。”
每谈到纳禄村的巨大变化，纳禄村
党支部书记卓香连说，这些改变，
离不开新乡贤们的无私奉献。

乡贤，作为乡村基层先进典型
之一，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已
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支不可
或缺的生力军。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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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

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形成，乡村人才

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如今，各地大力发掘、培

育本土人才，积极地育才、用才、留才，让优秀人才沉下身、稳住心，无顾虑、

敢作为，尽其才、显其能，为乡村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让

优秀人才发挥“领头雁”作用，为乡村振兴赋能。

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龙河
两岸，苗圃里成片的三角梅树苗
长势喜人；沿河公路上，快递车
满载着黄牛肉、竹笋等特产驶
过；民宿群里，游客们欣赏着古
朴的村落……

山高谷深的三建乡曾是另
一番光景：家家户户只能种些土
豆、玉米，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
1.3万多村民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达3000余人，成为重庆市的
深度贫困乡镇。但近年来，随着
一批青年创业者的到来，昔日贫
瘠的山乡开始生“金”长“银”。

“过去乡里没有像样的产
业，脱贫攻坚期间，搞起了特色
种植、养殖业，但销路又出了问
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扶贫集团驻丰都县三建乡工作
队干部章烈介绍，在那个节点，
招揽年轻人返乡创业成为当务
之急。

“95后”廖丽娟是土生土长
的三建乡人，毕业后在外地一家
网络推广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在
扶贫干部的鼓励下，她萌生了返
乡创业的念头。2018年，她和丈
夫回到了家乡。

廖丽娟夫妇拿出启动资金
和丰富的网络营销经验，乡里则
通过扶贫资金、集体资产入股的
方式，与其联合成立三建土特产
公司，同时提供仓储用房、冷藏
设备以及物流便利，一起为村民
搭建销售渠道。

增加产品种类、注册商标打

品牌、开展直播带货……经过3
年多的努力，三建土特产公司销
售额突破600万元，带动建立8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帮助21户
贫困户增收，还吸引20多位年
轻人就业创业。“接下来我们将
整合周边乡镇农产品和电商资
源，建设区域电商中心。”廖丽
娟说。

目前，三建乡累计吸引近千
人回乡创业、就业。2020年三建
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685
元，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
的 21.4%下降至0.08%。在一大
批青年人才带动下，乡村振兴的
图景正在这个曾经的深度贫困
乡加快展开。

为留住人才，引来人才，四
川省中江县的做法也为各地提
供了参考。

近日，中江县万福镇象山
村一处半山腰的平坝上，一台
挖掘机正隆隆作响，填沟渠、平
整土地。“预计到 4 月底，这儿
的养猪场就能建好。”40 岁的
唐朝忠说。

2006 年，唐朝忠到温州打
工，从普通流水线工人到工头，
再到自己开厂，他的事业风生水
起。而在中江，像唐朝忠这样选
择外出打拼的人还有很多。中江
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中江是四川传统农
业大县，由于地处丘陵地区，人
多地少，百姓靠种粮收入低，青
壮年大多外出打工。“中江人能
吃苦，许多人出去干得好，成了
企业家，我们就想争取他们返乡
创业，反哺家乡。”这位负责人
说，为此，中江县出台鼓励土地
流转、担保贷款等一系列创业扶
持政策，引才回乡。

2017年，象山村探索整村流
转模式，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和两
个公司，整合流转2100余亩土
地，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2020
年5月，唐朝忠从浙江温州回到
象山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
农作物，又投资500万元建造这
个年出栏2000余头生猪的养猪
场。“土地可以规模流转，修路费
用只让我们承担30%，水费、电
费也都有优惠。”唐朝忠说，这几
年每次回家过年，他都要到村委
会聊聊天，对政策了解越多，就
越想大干一番。

“这是榆黄菇，那是鸡腿菇，
那边还有木耳！”说起食用菌，肤
色黝黑的佟福兴侃侃而谈。大棚
中的一排排菌棒像等待检阅的士
兵，码得整整齐齐。

佟福兴是山东省东营市利津
县北宋镇佟家村人，也是绿康食
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始人。
2020年7月，九个高标准钢结构
温室大棚、两个菌种培养车间投
入使用，取代了他使用12年的老
式竹竿结构大棚。

“感谢服务队大力支持,让我
更有劲头和能力带动群众致富。”
佟福兴说，因资金不足而迟迟未
能升级的老大棚终于“退役”了，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山 东 省 乡 村 振 兴 服 务 队
2018年9月来到利津县后，一直
留意发掘本土人才。食用菌“土专
家”佟福兴引起了服务队专家的
关注。服务队队长、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副校长吕晓黎说，佟福兴爱
钻研肯吃苦，甚至能自主研发新
品种，如果能发挥好他的“领头
雁”作用，有望带领更多群众致
富。服务队随后与佟家村、南贾家
村集体决策，出资100万元提升
大棚设施，并出租给佟福兴，让他
做大食用菌产业。

让佟福兴想不到的事还有很

多：在服务队的指导与推荐下，他
在2018年底评上农民农艺师中
级职称；1年后，仅初中毕业的他
又成为山东省首批11名有高级
职称的职业农民之一；2020年 8
月 7日，他的合作社获评山东省
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吕晓黎说，服务队的帮扶期
仅两年，只有依托当地人才、优
势企业，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
力，才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
的转变。

围绕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浙
江省建德市也坚持人才向基层一
线集聚、政策向乡土人才倾斜，努
力为乡土人才搭建各类施展才
华、建功立业的舞台，让他们带着
深情去服务当地的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今年 32岁的建德小伙子吴
斌在外打拼多年，一直从事文化
传媒工作。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留守”农村老家的日子
里，他看到了乡村“网红经济”的
广阔前景。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他
创办了大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并免费入驻航头镇青年农创客基
地，成为建德首家自营网红孵化
直播平台。

一场看似普通的农产品“直
播带货”，短短数小时，直播观看

量就高达1500万人次，评论上万
条。助农销售，促农增收，吴斌越
干越起劲。“我不是每天拿着锄头
下地的庄稼人，但我每天的工作
与‘农’是分不开的。我愿意成为
一名‘新农人’，在广阔田野里挥
洒汗水。”吴斌如是说。

乡土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主力
军，让乡土人才“破土飘香”，才能
真正让乡村充满活力。近期，不少
省市正积极实施各类培训计划，
以开发乡村人才资源，强化人才
支撑，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湖北省
农业农村厅近日启动“一懂两爱
三过硬”专题教育活动，以培养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
的“三农”队伍。湖北将加大“三
农”人才培养力度，力争每年培训
高素质农民不少于3万人，推动
乡村振兴。贵州省遵义市自2020
年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村级组织领
军人才培养工程和乡村后备人才
培养工程，即在30岁左右的在任
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有
培养潜力的村支两委干部中，选
拔一批重点培养对象，同时每年
从遵义市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中，择优选拔一批爱家乡、爱“三
农”的青年骨干作为村级后备力
量进行跟踪培养……

在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明星
村，邓仁菊家有一栋开窗见景、推
门见山的“桑田民宿”。“能建起民
宿，多亏了‘村干部’王小云。”邓
仁菊说。

王小云其实并不是“村干
部”。作为池河镇的人大主席，王
小云和 4位同事一起，已驻村 1
年，他们承担起了明星村的乡村
振兴工作，“桑田民宿”正是他们
驻村后的杰作。

明星村所处的石泉县，是西
北地区的养蚕大县。“可随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种桑养
蚕的都是老人家，想搞产业转型
升级，也找不到带头的‘能人’，村
里人才‘空心化’问题严重。”明星
村党支部书记刘家满说。

好在许多镇干部年富力强，
为响应上级部门“镇村工作一体
化”的具体要求，王小云和同事们
一起住进了明星村，和村干部共
同筹划村子的发展路线。

镇村干部集思广益，打造出
万亩桑田生态农业观光区域，并
推出了“桑田民宿”项目。“农村的
老房子大多只剩老人居住，经常
是老两口住了栋大房子，打理起
来都费劲。把房子租出去做民宿，
老人们搬到村镇提供的免费住房
居住，生活设施完善，也方便了许
多。”王小云说，“做民宿的房屋，

由属于村集体经济的公司统一装
修、统一经营，产权依然归老人所
有。如果老人想要自己经营，村里
会在合同到期后交还房屋。”

邓仁菊就是最早交出自家钥
匙的那批村民之一。靠出租房屋，
她每年多了近万元的收入，而老
房子重新装修花了20万元，邓仁
菊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为了发展旅游业，王小云等
下沉到村的镇干部，又四方筹措
资金修建环村公路，给明星村的
万亩桑园搭起了观景台，修建了
游客服务中心、餐厅和广场。
2020 年，重新“亮相”的明星村

“火”了，仅10月份，明星村的旅
游收入就突破200万元。

明星村只是石泉县的一个缩
影，在石泉县164个村（社区）里，
都有像王小云这样的下沉干部。
为了让下沉干部真正“沉下心”，
石泉县还出台制度，提高了下沉
干部的工资奖金，并承诺在职级
晋升、选拔任用上优先考虑。

选派党员干部下村担任“乡
村振兴指导员”，福建省宁德市的
创新举动更是有效破解了乡村人
才短缺的难题。2019年底以来，
宁德市从市县两级选派临近退
休、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党员干
部下村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在
组织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

方面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
2019 年 10月，59岁的宁德

体育局原局长林江做出人生中一
个重要决定：离开原岗位，回到乡
村重新“创业”。经过组织推荐、选
派，林江以乡村振兴指导员身份
来到古田县大甲镇村溪村。

村溪村地处大山深处，全村
858人有70%以上外出务工，乡村
发展缺少路子，村干部普遍士气低
迷。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林江
经过调研，很快给村里发展开出

“药方”：抓党建促组织振兴，农业
综合开发让村民有致富门路。

制定村“两委”决策议事规
程，党员设岗定责，成立农业综合
开发合作社，把抛荒的田地重新
开发种植有机稻、特色瓜果，向上
级争取资金建设10亩食用菌大
棚，每年给村集体带来7万多元租
金收入……一系列“组合拳”，让
原本荒凉的村庄很快生机勃勃。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临近退
休时，能够发挥所长，为乡村振兴
做点实事，很有意义。”林江说。

宁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
学斌说，乡村振兴指导员按照“党
群干部帮弱村、产业干部帮穷村、
政法干部帮乱村”的原则，争取做
到精准选派，让乡村振兴指导员能
够匹配乡村急需，做到“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发挥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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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乡

让
更
多
人
才
反
哺
家
乡

以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助
推

就地取“才”
让乡土人才“破土飘香”

干部下沉
破解乡村人才短缺难题

乡
贤
力
量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