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是一项长期工
作，要在政策、产业、服务等多方面下功
夫，构建起相互协同的支撑体系，使得乡
村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微观点

绍兴首届“乡村人才振兴”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启动，围
绕农业农村产业，面向全球招募“乡村共富合伙人”，对于征集到
的创业创新人才项目，最高给予 500 万元资助。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城市的虹吸效
应十分明显，农民纷纷进城成了农民工，乡村的空心化程度一再
拉高，很多村里只剩留守老人。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
进，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乡村魅力再现，资本逐渐回流，开始
成为人们寻味乡愁的新起点，特别是经过前期的美丽乡村建设，
绿水青山正以全新的姿态呼唤人才的回流。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以前是农村人都往城
里跑，现今是城里人喜欢去乡村，一进一出，恰恰反映了当代农
村之变，生态赋能与产业赋能使乡村振兴变得可望又可及，使乡
村共同富裕有了更多诗和远方的追求。这一切，除了战略规划
与资本助力，人才自然是第一要素，离开了人的支撑，乡村何以
振兴？这也是“城市反哺农村”的题中之义，也是城市为乡村振
兴“输血”的首要任务。因此，绍兴市面向全球引才，眼界无疑是
开阔的，把脉无疑是精准的。

如果仅以 500 万元的重赏吸引勇夫，显然不切实际，乡村毕
竟不是人才的试验田，而要成为项目的成长田，让人才与项目一
起下乡落户，让生产模式与生产资源直接融合蝶变，为乡村注入
更多活力。相比与其他行业的招才引才，乡村振兴在引才过程
中更注重实用性、更看重创造力，让人才在合适的平台发挥最大
的价值。所以说，“乡村共富合伙人”很有创意，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多资源整合的可能，也为促进全球优秀案例移植创造了好
的机制。

乡村人才振兴，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有的地方在
人才下乡过程中，或与规划不一致，或是机制拖后腿，或是心血
来潮之后闲置人才，或是一任领导一任思路让人才无所适从，最
终结果是人才来了又走，项目落地就黄，一番折腾之后乡村还是
旧模样。

乡村人才振兴，必须用好人才，人尽其才。要加快改革乡村
人才发展体制，在职称评审、薪酬待遇、生活关怀等多方面给予
政策倾斜，建立符合基层用才容才留才特点的评价机制，坚持在
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制度供给、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先保障，提高
农业农村的创业吸引，使人才有情怀有追求地有所作为。

乡村人才振兴，既要“输血”，更要“造血”。要围绕农村的发
展需求，实施精准培养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农村人才，实现阶
梯式育才，高端人才引进制，中端人才校院挂钩，普通人才本土
培育。以精准的政策，培育大批懂农业、爱农村、懂科技的人才
队伍，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要在政策、产业、服务
等多方面下功夫，构建起相互协同的支撑体系。最近，不少村在
招募“乡村运营师”，引进乡村运营团队，以艺术赋能的方式探掘
乡土文化与历史积淀，将文化与产业相融，使人才深耕乡村，让
更多的人看到农村资源丰富与乡间大有可为，让人感到下乡创
业“一切皆有可能”。

微观点

对农村优秀乡
土人才的关心和爱
惜，一方面要体现在
政治上的关心和支
持，另一方面，要体
现在日常工作中和
生活上的关心和支
持。为其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把工作
成绩优秀、表现突出
的人才放在重要岗
位。只有一如既往
地充分关心和爱惜
优秀乡土人才，才能
发挥他们在农村工
作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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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关心优秀乡土人才
□特约评论员齐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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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短视频时代，有
关部门更要有借力而为的意识
和主动性，发现、引导和激励更
多新兴力量，让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拥有互联网
基因、拥有更加多元的实现方式
和可能性。

微观点

近段时间，制作短视频的张同学火了。一个东北
农村小伙，起床、做饭、喂狗、养鸡，满屏质朴、土味的农
村日常；破袜子、藏钥匙、洗手只洗三根指头，处处埋着
回忆杀和青春梗。两个多月里，张同学涨粉千万，单个
视频播放量过亿，网友戏称“全抖音都在刷张同学”，更
引来模仿者无数。

彼时，当人们提起乡村题材、乡村博主，自然而然
地就会联想到清冷、贫困、无聊、土味十足等词。但张
同学的出现，却将“土味”又引回“接地气与真实”的初
心。 从张同学的视频里，我们除了看到专业的拍摄技
巧外，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乡下大事小情及环境的
理解更是他成功的必要因素——他将日常琐事艺术化
地再现于短视频中，真实、典型地还原了一个“农村单
身汉”的日常生活场景，从起床到洗漱，饲养家禽到赶
集等等，视频真实呈现出了农村生活的细节。他的形
象既恪守了乡村的本质，又颠覆了乡村的刻板印象。
在他的视频里，农村以另一种方式被看见。而张同学，
也成了农村另类视角的代言人。

其实张同学并不是乡村青年中的少数，近几年，很
多的优秀青年也正在向农村靠拢，并用自己的力量宣
传新农村、展现“土”味农村。他们用新视角、新方法，
带领我们用新奇心态去关注早已被我们固化了的对于
乡村的认知。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笔者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
许许多多像张同学这样的年轻人。需要他们为农村宣
传、需要他们为农村代言、需要他们更好地展现一个真
实且不做作的农村。

广大青年要“以梦为马”，争取“不负韶华”。青年
人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要时刻保持“长江后浪推前
浪”的劲头，敢闯敢干，善作善成，在新的征程中锻造自
己能力，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提升干事创业的水平，练
就敏锐的眼光思维，打造宽广的格局视野，常怀赤子之
心，自觉用新时代的标尺审视自身不足，找到这个时代
下不同的方式，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基层政府要“灵活处理”，打通“快捷通道”。鼓励
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对于彻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
乡村振兴、实现全面小康以及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等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新媒体、短视频时代，有关部门更要有借力而为
的意识和主动性，发现、引导和激励更多新兴力量，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拥有互联网基因、
拥有更加多元的实现方式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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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余庆县关兴镇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在“识”“育”“用”上下功
夫，致力打造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
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的人才队伍，成为引
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遵义日报》2021年11月30日7版

人才，是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我
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人才的国家，在中华
文化中，“选贤任能”“能者多得”等思想源远流
长，这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和人才观。

据《遵义日报》报道，余庆县关兴镇积极探
索创新培训培养方式，在培训“信息化”“本土
化”“精准化”三方面下功夫，对表现优秀的乡
土人才，作为党员优先发展培养对象，积极吸纳
能力强、作风硬、素质优的各类实用乡土人才进
入村干部队伍，让乡土人才在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民就业增收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该
镇累计建立乡土人才信息档案 120 余人（份），
开展乡土人才培养 24 次 300 余人，每年发展产
业示范户 50 余名，推动发展茶叶产业 6000 余
亩，蔬菜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辐射带动周边
群众 2000 余人增收致富。由此可见，关兴
镇创新培训培养乡土人才方式，涌现出
一批优秀乡土人，其经验值得各地学
习推广。

历史上，有很多安邦定国重用人才的典
故。比如著名的“楚汉相争”中，已成霸业的刘
邦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
话，大致意思如下：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我不
如张良；筹集粮草，保证运输顺畅，我不如萧
何；挥师百万，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
但是因为我能够发掘他们、得到他们、重用他
们，所以才能以弱胜强，得到胜利，得人才则
兴，失人才则衰。当今，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强
国的前提和基础，而农村农民增收致富更需要
有理想、敢担当的优秀乡土人才。因此，我们不
但要发现、培养和重用乡土人才，更要关心和爱
惜乡土人才，充分调动和激发乡土人才在农村
施展聪明才智和创新热情，推进振兴乡村和农
业科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
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
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因此，对农村优秀乡土
人才的关心和爱惜，一方面要体现在政治上关
心和支持，比如像关兴镇那样对优秀的乡土人

才，作为党员优先发展培养
对象。此外，还可开展评

选突出贡献人才进行
表彰活动、择优推荐

为“两会”代表、委员人选，让农村优秀乡土人
才如愿地享受政治待遇。另一方面，要体现在
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上的关心和支持。为其提供
良好的工作环境，把工作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
人才放在重要岗位，比如像关兴镇那样吸纳能
力强、作风硬、素质优的各类实用乡土人才进入
村干部队伍。同时注重培养锻炼并推广一批有
事迹先进、贡献突出的典型优秀乡土人才，营造
大胆放手使用、宣传推广优秀乡土人才的良好
氛围。在生活上适度提高优秀乡土人才入职补
贴和工资待遇等。只有一如既往地充分关心和
爱惜优秀乡土人才，才能发挥他们在农村工作
中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