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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五年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体现了党中央对持续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坚定决心和一以贯之的态度，是开展和推进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思想指南。2023年五四青年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的回信中

强调：“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

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

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

量。”[1]高校毕业生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具

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

一方面能补齐乡村发展中人才极度匮乏的短板，充分施

展高校毕业生的专业才能；另一方面能拓宽高校毕业生

就业广度，化解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困境。支

持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农业强国及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之举。正确审视高校毕业生

回乡发展困局，并提出纾解之道，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

向纵深推进。

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相耦合

（一）回乡发展的高校毕业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参与主体

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当前乡村振兴仍

然存在乡村人口外流、乡村实用人才总量不足等问题。

“乡村人才数量薄弱，究其原因，其一是乡村人才流失

严重，其二是乡村人才回流困难，呈现出了农村向城镇

的单向流动状态。” [2]不论是人才的数量还是人才的质

量都远远达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势必会影响

这一战略的推进过程和推进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亟需各类人才的参与，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乡村专业型

和技术型的复合人才严重不足，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可

以充分施展所学专业技能。回乡助力乡村发展过程中，

高校毕业生基于乡村的发展实际与资源禀赋，参照国家

有关的帮扶政策，与政府、村民、市场以及高校等多元

主体主动对接，培育和引领乡村新业态发展。此外，基

层治理人才在乡村相对较少，高校毕业生通过“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等考试谋求

回乡发展。高校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前沿视野与事态感知能

力，将其配置到基层治理队伍中，可以优化基层治理人才

结构，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鲜血液。

（二）回乡发展彰显新时代高校毕业生服务国家战

略的使命担当

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广大乡村作为基层

的第一线和最前沿，最能磨砺人和锻炼人，高校毕业生

选择回乡发展不仅彰显其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而

且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将课堂所学与社会所需进行

深度结合，能够有效洞察社会发展态势和积累宝贵的基

层工作经验。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还是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广大知识青年及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毕业生
回乡发展的困局与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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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建设农业强国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战略实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支持。高校毕业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生力军，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鲜血液，回乡投身于乡村振兴是时代赋予高校毕业生的使命。但

是，目前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受到旧有“跃农门”思想、乡村落后物质条件、高校专业

设置不完整性的影响，表现出回乡意愿不足的困局，亟需形成政府、社会、高校、家庭

以及高校毕业生五方合力，共同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