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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缺乏，而且学历、职称普遍较低，业务能力不强。

此外，能够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起到领军性、突破

性、关键性作用的人才很少，“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创新创业兴业的乡村人才严重缺乏，能够达到加快农

业产业化进程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新要求的人才不多。

（三）缺少系统培训

当前，各地通过基层党校、农广校、其他农业院校

以及聘请师资等对乡村人才进行了一些培训，基本构建起

涵盖乡村领导管理人才、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农村生产经

营人才、农村创新创业人才等培训体系，但仍存不足。

一是培训次数少。除组织部门、农业部门和人社部

门能对乡村人才开展一些教育培训外，其他部门的教育

培训比较少。

二 是 培 训 形 式 老 旧 。 有 的 培 训 大 多 以 短 期 集 中 培

训、单向业务知识培训、大课堂宣讲等形式为主，学员

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运用。

三是培训内容脱离实际。有的培训以相对笼统的基

础性、综合性知识为主，有的内容流于形式，不能与本地

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学员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衔接。

四是重数量轻质量。有的地方片面追求数量、忽视

质量，满足于办了多少班、多少人参加了培训，至于实

际效果如何并不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乡

村人才培训的效果和质量，影响着乡村人才的成长、发

展和作用的发挥。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对策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打造一支契合本地实际的高素质乡村人

才队伍，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始终坚持

“党管人才”这一原则，“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全

面领导”，全面做实乡村人才振兴工作。

一是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各地党委、村党组织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推

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增强

工作合力。各地党委要总揽全局，加强统一领导，构建

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人社、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密切配合的乡村人才工

作 机 制 ， 把 乡 村 人 才 振 兴 工 作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 齐 心 协

力、齐抓共管，抓出成效。同时，建立健全符合本地乡

村人才振兴的规划、办法、方案、措施等，为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提供政策保证和制度支持，确保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稳步推进。

（二）依托需求广纳英才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必须聚焦乡村振兴，拓宽

渠道，广纳英才，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书写

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招引聚集乡村振兴人才。乡

村振兴这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优秀人才来共同书写。各

地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重点突出、兼顾一般原

则，招引聚集乡村振兴人才。要重点招引聚集乡村党建

人才、干部人才。要拓宽眼界，放大选人用人范围，持

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促进农村基

层战斗堡垒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因此，要大力招引创

新创业兴业人才，带动更多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

素向农村流动，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乡村产业兴旺，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

二是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建设家乡。要综合运用鼓励

政策、资金支持、乡情乡愁、血缘亲情等，吸引本地大

学生、退役军人、外出创业经商人员、成功人士等，或

者返乡创新创业，或者出谋划策献计献策，或者穿针引

线招商引资，把人脉、资源、技术、信息等引回本地，

为家乡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完善机制留住人才

农村条件有限，引进人才固然不容易，留住人才更村民们享受丰收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