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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丨乡村振兴 Ｒ

一大短板，严重阻碍乡村产业发展。造成乡村区域人才缺

失的关键原因，在于相关人才保障制度以及政策的制定不科

学、不合理，以至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缺乏吸引力。

而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既存在历史原因也包含现实原

因。首先在历史层面上，我国实施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户

籍体制、管理机制，人口的福利待遇在不同户籍制度下均

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在行政资源配置、社会资源分配方

面，乡村的各项软硬件设施明显落后于城市。而在人才选

拔过程中，却是严格参照城市现行选拔体制来进行的，再

加上部分乡村区域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全面、不完整，无法

调动广大乡村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各种各样

的现实问题、历史问题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导

致乡村区域的社会服务、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无法得到有

效完善，最终影响乡村人才振兴战略计划的落地，无法帮

助乡村产业实现升级转型。

当前大部分农村青年纷纷涌向城市，据统计显示，将

近80%的青年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并且大部分有能力

的乡村青年也会在城市定居，占据乡村青年外出务工总人

数的30%。随着乡村区域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再加上乡村

人口教育制度、教学水平低下，导致乡村区域的人才无法

实现快速高效的发展。专项人才综合素养不高，缺少技能

型人才，导致乡村产业的发展缺少推动主体。总体来说，

乡村区域人才结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留

不住优秀人才，并且乡村人才战略计划的部署还尚且处于

发展阶段，无论是技术人才、教师人才还是管理人才，均

无法满足相关区域的发展建设需求。同时在人才任用标准

层面，部分机构部门仍然单方面套用城市人才评价管理标

准，未做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人才任用规划，从而也

导致部分乡村人才无法在特定的岗位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阻碍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原因在于政策制度上的城乡差异以

及文化上的不自信，相关部门机构应当从乡土文化以及城乡

制度建设方面出发，改进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提高乡土人才

的社会地位，以此促进乡村经济更加长远稳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人才振兴的策略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人才振兴对于提高乡村

经济的发展水平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在此环境下，我国

需要完善城乡人才双向流通机制，重视乡土人才的作用，

同时完善农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培训机制，并且加大政

策支持，完善人才事业平台的构建，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做

好人才振兴保障服务，以此提高乡村经济发展建设水平。

（一）完善城乡人才双向流通机制

为了发展壮大乡村经济，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振

兴计划，进一步引进城市人才，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

鲜血液。在该环节，地方政府应当建立起柔性化的城乡人

才双向流通政策，完成对人才资源更加科学高效的配置。

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以结合一系列硬性的指标，要求高校科

研机构以及专业技术人才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助

力。政府部门可以制定一系列激励政策，并且给予离岗创

新创业的支持政策，使得乡村产业得以发展。除此之外，

在实现人才振兴的过程中，相关部门、机构也需要完成乡

土文化的建设，通过乡土文化来吸引广大的人才参与到乡

村经济的建设，并且积极制定好相应的返乡激励策略，给

予返乡的创业精英相应的保障，比如，可以吸引优秀农民

工、优秀大学生返乡创业，实现乡村经济发展，而乡村的

领 导 班 子 也 需 要 转 变 过 往 “ 唯 资 历 任 职 ” 的 人 才 选 拔 模

式，尽可能完善乡村领导班子的人才结构，也可以积极引

入第三方劳动服务中介，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劳动信息共

享，将乡村产业的发展向广大社会群体进行传递传达，以

此来实现乡村人力资源更加科学高效的流动。

（二）重视乡土人才的作用

要 想 实 现 乡 村 经 济 长 远 稳 定 发 展 ， 在 实 施 人 才 振 兴

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也需要注重发挥乡土人

才的作用。乡土人才是在农村范畴内具备专业化知识技能

的人才，能够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专业素养带动乡村经

济发展，不一定要满足城市人才的选拔标准。乡村政府机

构应当革新现有的乡土人才选拔制度，着眼于当前乡村产

业、乡村经济的发展需求，完成对乡土人才更加科学合理

地开发和任用。此外，乡土人才往往扎根于农村，是乡村

人才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元素，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中坚力量。但是长时间以来，地方政府对乡土人才的开

发利用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乡村经

济的过程中需要加大对乡土人才的发展重视力度，树立起全

新的人才观念，尽可能做到人才尽用的管理理念，克服地域

限制，在乡土人才开发过程中摒弃旧思想、旧理念，实现对

乡村人才更加科学灵活地使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总体来说，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乡土人才队伍，实现

乡村产业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将产业发展与人才发展有

效结合，以人才为驱动力，促进乡村经济取得相应的发展

突破，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了解乡村，并且将与农民具备

深厚情感的本土人才进行科学有效地开发，为乡村经济发

展创造活力，为乡土人才群的创建提供相应的助力，确保

乡村经济能够长远稳定的发展。

（三）构建农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当前为了实现对农村人才更加有效地培养培训，我国

需要参照当前人才培育规格、培育机制以及人才的成长发

展需求，重视乡村人才的扩充，构建体系化、综合化、灵

活化的人才培育机制、培育体系，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依

托当地的产业特色、产业特征，完成对专项人才的教育培

训，采取因地制宜的培训策略，注重增强实践教育培训，

并且在培训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资源，如高校、科

研机构、职业院校、网络平台，采取集中化培训、高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