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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引进来的人才也有可能成

为“飞鸽牌”。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必须创造条件、加

强服务、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把人才留住，让他们以乡

村为家，扎根乡村，振兴乡村。

一是提供平台留人。真正的人才都是有施展才能、

干一番事业、为民造福、报效祖国情怀的。所以，要想

留住人才，最根本的就是要为他们提供干事创业的良好

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实现人生理想，让他们在农

村广阔天地里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二是优化政策留人。在乡村留住人才，不仅要提供

干事创业的平台，还要优化政策，加强激励，用持续增

长的经济收入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社会待遇，增强他

们的成就感、获得感和荣誉感，让他们愿意留在乡村多

做贡献。要畅通晋升渠道，放宽优惠政策，提供资金等

多方面支持。

三 是 加 强 服 务 留 人 。 要 健 立 完 善 人 才 服 务 专 员 制

度，及时了解人才急难愁盼，为乡村人才提供全方位、

更加周到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干事创业、住房保障、

子女入学、家属安置等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专

心谋发展。

四是培养感情留人。“留才”贵在“留心”，“动

人心者莫先乎情”，要把人才当人才看，营造尊才、爱

才 、 惜 才 、 助 才 的 浓 厚 氛 围 。 要 激 发 和 培 养 乡 情 、 亲

情、同志情，奋斗情，以这些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为纽

带，拴心留人。

（四）加强培训提升素能

俗话说：“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时

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新思想在发展，如果我们不加

强学习培训，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必须注重加强对乡村人才培训和培育，为

乡村人才充电蓄能，不断提升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能，使

他们更好适应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是加强政治思想培训，增强担当奉献意识。政治

思想培训管方向管理想管奉献，目标是政治过硬，必须

高度重视。通过对乡村人才的政治思想培训，让他们提

高政治思想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担当意识奉献意

识，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做贡献。

二是分门别类加强业务能力培训，增强培训效果。

业务能力培训主要是解决“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问

题，目标是本领过硬。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

要各类人才来推动，对这些人才的培训不能采用完全相

同的做法，而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三 是 优 化 资 源 配 置 ， 提 升 培 训 效 能 。 乡 村 人 才 的

培训主体各有特长优势，要优化培训资源配置，降低培

训成本，提高培训效能。党校在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党

建、领导科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具有优势，适

宜于政治思想、党建人才、乡村干部的培训。涉农学校

在农业生产技术、产业发展、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等

方面有专长，适宜于种植、养殖、加工、管理等方面的

人才培训。此外，各培训主体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

培训方法，坚持运用比较好的培训方式提高效果；要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培训能力和水平。

总而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

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是总要求”。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努力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训人才、用好人才，乡村

全面振兴的美好愿景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一定能够加快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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