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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生产规模更小，生产资料成本高，缺乏生产适度

规模化的经营主体，也缺乏社会化服务主体，产业提质

增效难。第三是乡村市场发育程度依然较低。山区农村

远离中心市场，市场信息来源较少。农民市场意识、品

牌意识淡薄，生产科技含量低，仍然以出售原料产品为

主 。 市 场 主 体 单 一 ， 市 场 体 系 不 健 全 ， 尤 其 是 流 通 领

域，冷链物流设施少、破损率高。

（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严重不足

当前，云南乡村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上”

较为突出，产业发展的科技和人才支撑不足，产业提质

增效难，创新更难。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生态

产业、农文旅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管理人才、科技人

才严重不足。

一 是 优 质 人 才 “ 招 不 来 ” 。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优

质资源匮乏、发展机会受限、发展空间不足，尤其是工

资、福利、待遇等与发展好的地区差距较大，导致教育、

医疗卫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优质人才望而却步。

二是现有人才“留不住”。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基层

工作任务重、强度高、压力大、工作环境差、工资福利

低，激励机制不到位，流动机制不灵活，导致现有人才

留不住。

三是实用人才“难培养”。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实用

人才外出学习深造机会少，晋升渠道不通畅，一些乡村

本土的致富能手、技术骨干、管理人才向城市流动。特

别是本土乡村治理方面的人才，以及产业发展的经营管

理人才、资本运营人才、营销人才难培养。

究 其 原 因 ， 第 一 是 城 乡 发 展 不 平 衡 。 边 疆 民 族 地

区乡村由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在收入、教育、医疗卫

生、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发展好的地区差距较大，

尤其是城乡差距很大。优质人才难以引进，边疆民族地

区培养的优质人才流向发展好的地区和城市，农村籍大

学毕业生也不愿意回乡就业。第二是政策机制不完善。

农村实用人才待遇和优惠政策制定和落实不到位，难以

调动当地本土人才的积极性，同时，对农村实用人才的

管理使用缺乏统筹规划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对现有

人 才 难 以 留 住 ， 即 使 留 下 来 了 也 难 以 充 分 发 挥 积 极 作

用。第三是人才培养力度不够。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人才

培训经费不足，培训形式和内容单一。大多还停留在种

养殖的生产技术层面，有的地区培训老师和农民之间还

存在语言障碍。尤其是缺乏对产业发展、三产融合等新

产业新业态所需要的技术、加工、经营管理、市场营销

等方面的人才培养。

（五）乡村振兴政策机制不健全

现有乡村产业发展、土地流转、生态补偿、科技人

才政策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生态保护任务重、发展不充

分的地区更为突出，因缺乏特殊的政策支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难，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更难。与此同时，乡村治理有效困局和乡村文化

建设滞后并存。至今尚未构建较为有效的自治、法治、

德治、智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乡村政治生态

和社会生态纵向上下不够通达，横向左右不够和谐。乡

村文化建设滞后，激发乡村干部群众主动作为、积极发

展的乡村文化尚未深入人心，导致有些地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做任何事情缺乏一股精气神。

展望与路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明 确 指 出 ： “ 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

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大又

一次把乡村振兴摆在十分重要位置，再一次彰显了党中

央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为持续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指明了方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强”

字，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新的部署。云南省在取

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突破基础上，把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 、 实 现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作 为 今 后 一 段 时 期 的 重 大 任

务。结合中央的精神、部署和云南省情，近期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基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

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

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一要继续精准施策，不断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

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

二要重点强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补上技术、设

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三要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加

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社会管理，确保搬迁

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四 要 做 到 工 作 不 留 空 档 ， 政 策 不 留 空 白 ， 着 重 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

续 。 通 过 巩 固 拓 展 好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 扎 实 推 进 乡 村 振

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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