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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论坛（2023）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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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3）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八届三

次理事会会议在上海市召开。与会专家围绕

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农业强国建设中农民

合作社的功能作用等主题展开研讨。专家认

为，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质量提升

的关键阶段，应当进一步聚合资源、强化规范

管理，集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高质量发展。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毕美家出席会议并作主

旨演讲。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服

务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出台

土地、人才、金融等政策，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为主要代

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发挥着促进农业产

业调整升级、带动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角

色，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组织载体和规

模农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会议强调，我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处于质量提升的关键阶

段，但还面临着发展基础薄弱，功能定位不清，

联合合作不够、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应紧

紧围绕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通过规范管理强

基础、因地制宜拓产业、人才培育增后劲、联合

合作聚资源等手段，理清发展方向和思路，明

晰目标和路径，谋求更高质量发展。

会议提出，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将

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新型经营主体带

头人典型案例推介活动、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发布、专委会常态化组织

活动等为契机，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有

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各省份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合作社专

家、学会理事及媒体代表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毛晓雅）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

之义，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今年以

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根据工作要求，多措并

举扎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群众综

合素质，提振群众精神风貌。

利用阵地建设，提供文化活动场所。扈胡

镇充分利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文化活动

室、农家书屋、乡村大舞台等场所组织开展文化

活动，让群众在茶余饭后、闲暇之际学习交流有

去处，休闲娱乐有场所，借助“送戏下乡”“送电

影下乡”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

加强队伍引领，发挥志愿者服务优势。依

托各村成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

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倡导弘扬社会正能量，

结合传统节日定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等一些弱势群体也能充分感

受到政府的关爱、社会的温暖。

弘扬先进典范，展现示范榜样风采。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倡导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结合“红黑榜”评比，大

力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最美婆媳”等

先进典型家庭及优秀人物的评比，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用身边事带动身边人，引导群

众转变观念、倡导社会新风尚，营造团结、互

助、友爱、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汪冠军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多举措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霍邱县扈胡镇——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

兴。近年来，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断深

入，培养一支有活力、有知识、敢拼搏的乡村

人才队伍日渐成为各地发展的“刚需”。因

此，必须想方设法厚植人才培育沃土，搭建

干事创业平台，为想为者鼓勇气，为能为者

添底气，为敢为者增信心，不拘一格用人才、

不遗余力育人才、想方设法留人才，绘就新

时代乡村人才工作的新画卷。

浓厚氛围鼓勇气，让人才“想”有所为。

青年人才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则是吸引人才的必

要条件。应着力做好农村新面貌新气象、返

乡创业典型案例的宣传文章，以乡音乡愁为

纽带打好感情牌，引雁归巢，吸引有知识有

情怀的青

年人才携

梦 而 归 。

大力发挥“农创客”“新农人”等群体的带动

效应，以深化党建联建、遴选农业产业带头

人等形式多维发力，以才引才，吸引更多人

才来到农村发展。

提升技能添底气，让人才“能”有所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

人才队伍，其关键在于下功夫培育。一方

面，应注重挖掘本地人才专家，如农村土生

土长的致富带头人，长期扎根基层的农业

“土专家”，或是学成归来的创业“领头雁”

等，以完善合理的乡村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他

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着力构建起

多层次、多种类、有侧重的乡村人才体系。

应重视乡村人才的技能培训提升，加大对新

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创新涉农职教人才

培养模式，就近就地开设培训基地，更好满

足涉农人员的培训需求。

政策支持增信心，让人才“敢”有所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

程，需要久久为功，不断克难攻坚。因此，除

了人才自身有想法、有能力，还需要完善的政

策支撑增强乡村人才建设乡村的信心和力

量。既要积极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

新要素价值的政策引才环境，让人才有“里”

也有“面儿”，使之各展其能、大显身手，又要

向有突出技能贡献的乡村人才优先提供项目

申请、金融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还要健全

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给予人才更多的包容和

关怀，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试大胆闯。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积极推

动乡村人才振兴，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用好

人才，三者缺一不可。只有以真招实策筑巢

引凤，为乡村人才打造谋事有舞台、干事有

机会、成事有空间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让

乡村人才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能。（林月珍）

让乡村人才想为能为敢为

初冬时节，在郎溪县十字镇新和村的康

龙油茶种植基地，绿油油的油茶果迎风摇

曳，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

“今年公司在新和村主基地油茶种植面

积有1000多亩，今年进入丰产期，总产量大

概有50多万公斤。”康龙油茶总经理姜松介

绍，采摘下来的油茶果经过烘制、晒干后，部

分油茶果作为流通商品进行销售，剩余的则

保留作为压榨油原料，制成精制茶油。

新和村地处丘陵山区，生态资源丰富，

交通便利。2015年，村里决定发展特色产

业，引入康龙农业公司，成立专业合作社，推

广油茶种植。

“油茶树三年可挂果，五年能采收，盛产期

长达百年，一亩油茶百斤油……”新和村党总

支副书记周启胜表示，2022年仅和康龙油茶

合作的项目，就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6万元。

经过多年发展，油茶基地每年为村民提

供多个岗位，带动村民就业，拓宽村民增收

渠道。村民曾昭柏告诉笔者：“除草、采茶

果、晒茶籽、选茶籽，基地刚建起来，我便在

这里做工，一年不仅能挣到一两万块钱，还

能就近照顾家里。”

如今，新和村油茶种植面积5000多亩，

每亩每年收入约7500元。望着这满山的油

茶果，新和村又有了更大胆的想法——依托

油茶基地的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2022年3月，康龙公司投资150万元，在油

茶基地内兴建了占地10亩的“松林间”露营

基地。截至目前，游客2000多人次，营业收

入40万元。

除了自己种植油茶外，康龙公司还积极

收购全县各乡镇油茶，新和村油茶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以前种植油茶果，外地商贩压价

很低，现在油茶果收购价格是原来2倍多，

今年我种植5亩地油茶，产值在2万多元。”

该县姚村镇天子湖村张村组的油茶种植户

汪军告诉笔者。

截至2022年，郎溪县油茶种植面积一

万多亩，产值4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

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油

茶的产量和质量，保持对企业、大户及合作

社重点扶持，推动全县油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罗鑫 余克俭）

油茶果榨出“致富油”

11 月 15 日，宣城

市格瑞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正在包装旌

德皇菊。该县为培育

壮大菊花产业，通过

“农户+合作社+龙头

企业”的经营模式，以

格瑞蔬菜专业合作社

为龙头，实施标准化

种植、规范化管理、科

学化发展。

江建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