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时评】

聚强乡村振兴的人才底气
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的人才

息息相关。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

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引导教育、卫

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

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土

急需紧缺人才”“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

训实效”。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必

须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以人才带动城

乡间市场、资金、信息、技术、管理和理念等

方面的深度融合，聚人、用人、留人。实行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

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不断提升

乡村振兴的人才底气。

乡村振兴靠人，尤其是靠乡村干部。

乡村干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坚力量，其

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强弱、本领的大小，直

接关系到“三农”工作效果。当前，能否补

齐农业农村工作的短板弱项、扩大相关需

求、稳住农业基本盘，直接考验乡村干部

“破题”与“解题”的本领。这就需要加大对

涉农干部的培训力度，使其充分学习掌握

国内外农业现状、发展趋势和经验做法，熟

悉本地区“三农”情况，培养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

从实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角度来讲，

则应立足于务实的态度，扎实着力培养本

土人才，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

力。要通过高等教育定向培养、农村职业

教育和农业产业基地实践锻炼等多种方

式，加强培养本土农业生产经营、产业发

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和农业农村科

技等人才。要加强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

设，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

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值服务

合理取酬，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

划。加强涉农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大力

培育农业科技、科普人才，深入实施农业科

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

目，深化农业系列职称制度改革。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还要为有意愿投

身乡村建设的人搭建平台。应坚持本土培

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鼓励社会人才投身

乡村建设。研究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

管理办法，引导和支持企业家、医生教师、

规划师、建筑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

任志愿者、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捐资捐物、

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允许

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完善城市

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对

长期服务乡村的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方

面予以适当倾斜。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

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允许符合一定

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

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继续实施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教师“优师计

划”“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实施“大学生

乡村医生”专项计划。

（邢文利 黎萱仪）

本报讯（王亮 张振中）不负春光抢农时，

农机助力保春耕。近日，2023年第三届中部

（江西）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暨南方双季

稻区机械化育秧中心建设现场观摩活动在江

西省农机大市场隆重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以“推广新机具新技术、加快建

设农业强省”为主题，充分发挥展会经济对周

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带动中部地区农业

农村向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提速发展。活

动由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

与会人员在南昌县泾口乡参与了水稻

育秧中心建设现场观摩会，参观了目前江

西省内最大规模的水稻智能化育秧中心，

并观摩了水稻大钵体毯状苗技术、稀播壮

秧技术、软盘育抛秧技术、平毯状苗育秧

技术、淤泥钵体机播壮秧技术、平板密播

稀植育秧技术 6 种育秧技术的现场作业

演示。

本届农机展览会规格高、规模大、范围

广、活动多，总展出面积约为 5.5 万平方米，

近 200 个国内外知名农机品牌参展，产品

上千种。展会既有粮油耕种管收烘全环节

作业机具，也有经济作物产前产后使用的机

具和设施装备，蔬菜全程机械化区，还有进

口农机具和最新农机科研创新成果；结合

当下春耕农业生产需要，本次展会特设了农

资品牌区（基 质 、秧 盘 、农 药 、种 子 、化

肥）。展会期间，农户不但可以现场购机，

还可以现场办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对需

要贷款的部分机具，还可以现场办理贷款和

利息补贴。

第三届中部农机展览会在南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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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品交易台】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望江县凉泉乡的云艾

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走进加工车间，艾香扑

鼻，沁人心脾。车间内热火朝天，工人们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一捆捆艾草加工成为艾绒、艾

条等产品。

“艾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现在厂里的几

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人员实行两班倒。”云艾

堂公司负责人王云珍说。

“健康、养生是消费新趋势，艾草具有很好

的药用价值，而且种植难度不大。”2017年，瞅

准商机的王云珍注册成立云艾堂公司，在凉泉

乡韩店村承包荒山，种植艾草并进行深加工。

艾草枕、艾精油、艾灸贴……云艾堂公司

产品展厅陈列着20多种艾草制品。公司发展

至今已成为一家集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研

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

“现在种植800多亩艾草，产品涵盖养生

保健、家纺、美容护肤、日化用品四大系列，去

年产值近5000万元。”王云珍告诉笔者。

艾草产业不仅让荒山重焕生机，也带动周

边群众致富增收。

“我在这里工作快5年了，主要从事艾草的

种植加工，活不重，年收入近6万元，我很满

意。”韩店村村民吴萍说。

像吴萍这样在云艾堂公司长期务工的有

12人。在艾草种植和收割时，公司还招用大量

的临时工，最多时有110人。

从2018年开始，云艾堂公司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原料除了来自公

司的艾草种植基地外，还与周边群众签订收购

协议，鼓励他们种植艾草。现在，凉泉乡有50

多家农户种植艾草，仅此一项带来户均增收2

万余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艾草产业，

不断拉长产业链条，逐步形成以艾制品等为代

表的特色农产品IP，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凉泉乡主要负责人说。 （通讯员 鲍家文）

种植一棵“草”
带富一方人

化肥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物资。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积极

稳妥推动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高质量发

展，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通知从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提高

化肥流通效率、积极稳妥做好储备和进出口

调节、规范化肥市场生产经营秩序、提升肥料

施用水平五方面对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充分

认识保障国内化肥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主动落实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督促指

导重点化肥生产企业坚决落实好 2023 年

最低生产计划，在符合环保、安全生产等要

求和水资源支撑保障条件的前提下，推动

本地化肥生产企业缩短停产时间，努力开

工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做到“能开尽开、

应开尽开”。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化肥生

产企业运输需求，及时协调解决相关困难

和问题。

通知要求，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保供

稳价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省级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结合本地实际，5

月底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商，集中分析

研判本地区春耕化肥市场供需和价格形

势，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产、运输、储备、销

售、使用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其中13个粮

食主产省份要成立专门的春耕化肥保供稳

价工作专班。

（新华社电）

做好今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求——

2 月 28 日，在

亳州市谯城区十

八里镇小怀村志

刚秸梗种植专业

合作社晾晒场，工

人们正在忙着翻

晒鲜秸梗。白色

的秸梗在周围绿

色麦苗的映衬下，

构成一幅春日美

景图。近年来，谯

城区十八里镇注

重发展产业，形成

“一村一品”，大力

发展各种专业合

作 社 ，实 行“ 市

场 + 合 作 社 + 农

户”的模式，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陈光付 摄

秸梗初加工走上致富路秸梗初加工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