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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人才队伍”，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为

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突出建设以美丽乡村为导向的

人才培养机制，挖掘农村多种人文资源，实施乡村工匠

培 育 工 程 和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提 升 行 动 ， 培 育 一 支 “ 懂 技

术 、 会 管 理 、 善 经 营 、 能 创 业 ” 的 高 素 质 职 业 农 民 队

伍。以特色产业聚才，不断加强特色经营、休闲农业、

电商经营、乡村旅游等专业实用人才开发培养，着重培

养 具 备 现 代 农 业 经 济 、 科 技 知 识 的 领 军 型 、 创 新 型 人

才。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引导高校毕业生、致富能手、

外出务工优秀人才回村任职、回乡创业，为推进乡村振

兴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深入推进村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

加强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宣传引导，着力提高

参与度和知晓率，注重人才培养，完善制度机制，规范

管理运营，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盘活现有集体

资产资源，以村集体资产折资、帮扶资金入股等多种方

式，入股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村集体、农户

共荣共生、合作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村集体经济

向上向好发展。加强对公司资金使用、资产管理、财务

运行等方面的监管，强化源头监督、过程监管、专项督

查、群众监督，拓展生产经营范围和渠道，抓好民营企

业与村集体公司互促共进，不断提升村级集体公司发展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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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农村人口单向

流出，带来乡村“空心化”。适应乡村产业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短缺，缺乏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管理经营、资本投

资、市场运营、乡村文旅、电商营销等人才。

4、村集体经济壮大方面

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思路不清晰、方向不明

确，依靠政策扶持思想严重，自主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较

低等现象，已有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村集体经济发展

不景气。村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不够到位，管理不够规

范，运行不够正常，经营方式单一、业务面狭窄。部分

村靠收取集体土地租赁费、门店租赁费、制种服务费来

壮大集体经济，开展生产经营加工的实体经济不多。

对策建议

1、聚力实施农产品加工提升行动

树立工业化理念、产业链思维谋划发展现代农业，

坚持“接二连三、农头食尾、畜头工尾”方向，通过政

府投入有序布局建设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集散市场

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合力

推动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业迭代升级。引导

龙头企业和产业联盟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产业结构

优化、链条延伸、功能拓展、质量提升，推动企业由单

打独斗向打造“产业舰队”集团作战转变。引导更多的

加工流通企业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实现同产业、跨产业

间企业相互赋能发展，共同提质增效。广泛推广应用机

械化收割技术，提高制种玉米收获效率和质量，推进制

种产业发展现代化。

2、精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以“塞上江南、戈壁水乡”为主基调，立足“一村

一特色、百村百面貌”，按照全域规划、集约高效、尊

重民意、分类推进的原则，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

空间布局。精准实施示范点建设行动。积极植入休闲养

生、采摘观光、农耕体验、产品展示、宣传推介、电商

营销等业态，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绘就独具特色的乡

村建设生动画卷。扎实开展百村整治行动，实施环境整

治台账管理责任制，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让

乡村从“一时美”到“时时美”。加强边远乡镇基础设

施建设，将其纳入政府统一管理范围规范管理，形成公

益性设施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促进公共设施管护水平整

体提升，推动乡村增“颜值”、提“气质”。

3、着力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加 强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 着 力 培 养 农 业 生 产 经 营 、 农

村二三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农业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