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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双方可以探索育人新模式、新机制。高校通过培养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农村产业发展人才、农村

企业管理人才、农村村落规划人才，不仅提高了高校毕

业生就业选择的适配度和精确度，而且还满足了乡村振

兴中对各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四）家庭辩证看待旧有“跃农门”思想，助推乡

村振兴

1、理性审视旧有思想，革除落后观念

旧有“跃农门”思想作为一种狭隘的、片面的价值

观念，长期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不仅影响了乡村每户的

家庭成员，而且还阻碍了乡村人才的引育。在国家大力

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广大的

乡村地区不失为一片火热的发展天地。家庭应对跳出农

门再回乡村的高校毕业生做出全方面的认同，包括深化

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摒弃传统过时的固化

思维；高校毕业生才会体会到完整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进而全方位的投入到乡村发展事业中，助力乡村振兴提

质增效。

2、发挥情感纽带作用，营造积极氛围

“家庭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是提升大学生回乡创

业发展意愿的强大动力。”[9]家庭作为高校毕业生获取情

感支持的纽带，对高校毕业生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及塑造

有着直接影响。在回乡学子做出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留乡

发展的选择后，家庭应在回乡学子干事创业的全方位、

全领域给予鼓励和支持，提振其振兴乡村、带领百姓致富

的信心。此外，家庭作为回乡学子的“大后方”，应当创

造温馨和睦、互相体谅的家庭气氛，源源不断地向回乡

学子提供精神养分，助推乡村各项事业向纵深推进。

（五）高校毕业生掌握兴农本领，提升服务乡村才智

1、全面考量回乡发展境况，明确自我发展方向

“大学生返乡发展的动力既由情感、偏好等感性诱

因所提供，也受到义务、责任等理性因素影响。”[10]回

乡发展的高校毕业生应全面了解自身性格特点、能力本

领，结合今后职业发展态势，明晰自身在乡村振兴中的

定位与认知。综合评估自身的能力与综合素质是否能够

与乡村各项事业发展所需人才的要求有高度的契合性。

基于自身的才干与技能特长，结合乡村振兴鼓励回乡学

子在基层就业的便民政策，探寻回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发

展指向。

2、全方位提高自身各项能力，增强适应性

高校毕业生在回乡助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会面临不

同的困难情境，这就要求其提前预设困难情境，不断提

高自身的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防止由于回乡初期缺乏

必要的适应性而出现心态失衡和信心不足等心理波动现

象。回乡发展的高校毕业生还应主动参与乡村发展的各

个方面去提高自身，明晰乡村振兴中需要解决的棘手问

题，利用政府组织的培训班和研讨会，不断更新和丰富

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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