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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返乡创业

整性与农村发展急需的涉农类专业人才的短缺性存在一

定的因果逻辑。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过程中，乡村

需要的是懂农业生产经营、懂农业生产技术、懂农产品

推广、可以直接服务于“三农”的涉农人才，然而高校

专业设置中很少有涉及服务于农业相关的专业，除非是

在一些农业类高校。高校毕业生因所学专业与乡村振兴

战略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

限制了高校毕业生回乡。高校专业设置的不完整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发展专业人才供给的短缺性。

破解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困局的对策

（一）政府要健全体制机制保障，完善配套服务

1、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加强农村服务保障水平

各 级 地 方 政 府 应 当 以 城 乡 共 同 发 展 为 目 标 ， 结 合

当地城乡的产业特色、资源要素、气候条件等，围绕特

色产业开展招商引资，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

服务于城乡发展的企业落户城乡。同时，将分散于城乡

中市场竞争弱、品牌营销滞后的农产品深加工类企业进

行资源整合，助力城乡特色产业的发展，以此提升城乡

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经济得到有效发展，高校毕业生回

乡的积极性便会提高，其回乡的困境也会得到化解。此

外，政府必须要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以满足高校毕

业生回乡后对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的需求，解除高校

毕业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后顾之忧。

2、主动对接高校，加强人才回乡帮扶引导

各级政府应当与各类高校主动对接，在高校毕业生

毕业求职时，在高校进行巡回宣讲，宣传高校毕业生回

乡发展的优惠政策，记录主动回乡发展的毕业生名单，

主动与其进行联系，动员和号召各类有意愿回乡发展的

高校毕业生投身于乡村振兴事业。与此同时，“政府要

努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将当地优势和市场潜力发挥到

最大化。”[7]还应当在高校毕业生回乡后，对其进行系统

帮扶和有效引导。比如加大资金、政策、技术方面的支

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和创业条件。

（二）社会应营造良好氛围，认可高校毕业生回乡

发展

1、发挥网络媒介的正向舆情引导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不选择回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接纳与理解。社会应发挥网

络媒介的正向舆情引导作用，一方面积极宣传党和政府

支持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的系列优惠政策，增强系列优

惠举措的公开度与透明度，让高校毕业生充分知悉回乡

发展的好处。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回乡

发展的认同，高校毕业生得到了大众的理解与认可，便

会增强回乡干事创业的热情和信心。

2、发挥示范榜样的带头激励引导

示范榜样的带头激励，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示范性引

导，也是在宣传示范榜样的带头激励引导过程中，高校

毕业生可以学习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实现对回乡发

展的理念认同和价值认同，为其进一步的回乡服务乡村

做好思想基础。通过展播和宣传比如张桂芳、宋云天等

示范榜样回乡发展的典型事迹，有利于高校毕业生熟知

服务乡村的真实情况，进而激发和调动高校毕业生回乡

发展的热情和扎根乡村的积极性。

（三）高校紧贴乡村发展实际，提高毕业生就业适

配性

1、主动对接乡村，调整专业配置

高 校 在 推 进 自 身 发 展 的 征 程 中 ， 不 仅 要 服 务 于 城

市化发展，更要注重乡村发展。高校应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契机，明析办学特色和专业定位，主动向乡村发展下

沉，调研了解乡村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调整专业配置，

优化师资力量，提高服务乡村发展的能力。“对就业率

低、同一专业布点过多、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少的专业应

给予撤销或停招。”[8]农林类高校应优化与增设涉及“三

农”的专业，制定奖励政策，设立奖励机制，对报考涉

农专业的学生给予奖励，提高其学习涉农专业的学习效

果和服务乡村的积极性。

2、开展校-村合作，共育乡村人才

高校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片面化的，而是在服务国

家战略的前提下，主动对接社会所需，源源不断地向社

会供给人才，实现自身发展。而乡村的发展也不是封闭

的、单一化的，乡村可以消化、容纳和承载高校培养的

各类人才，通过开展校-村合作，搭建乡村实践基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