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高质量推进乡村

振兴，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近年来，全省各地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

续发力，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

的乡村人才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人才支撑。

引才选才，壮大人才队伍

“油菜也可以机械化收割，秸秆碎粒还田，

机械收割损失率可控。”日前，在芜湖市湾沚区

红杨镇珩琅山村的粮油示范基地，农技专家杨

良金在田间地头指导大户加强田间管理。

杨良金是珩琅山村聘请的农技专家，在油

菜种植研究方面全国知名。去年在他的指导

下，珩琅山村实现了油菜产量翻一番，由原来

的亩产200斤提升到400斤，农户亩均增收

600多元。老杨还创办农匠班，把课堂搬到田

间地头，培养更多新型职业农民。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我省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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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科技“五类人

才”，吸引促进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建设一

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为打造乡村全面

振兴安徽样板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加强乡村人才建设，芜湖市着重在“选”上

下功夫，优化队伍结构。注重选拔政治坚定、

能够驾驭全局、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

好、有乡镇领导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乡镇党委

书记。指导乡镇党委选配致富带富型村党组

织书记70名，占比10.7%。鼓励优秀复退军

人、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农村经济能人和民

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群体回村任职。目前，

全市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39岁，高中及中专

以上学历4152人、占比94.3%。

“奋斗何必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如

何吸引有活力、有想法的青年人才回乡？

全椒县打好“乡情牌”，通过微信公众号、抖

音平台等多途径宣传乡村发展变化、创业政策和

产业优势，吸引在外青年人才关注家乡、爱上家

乡。同时，全椒县与企业、学校合力组织活动，组

织大学生参观了解城市建设、园区发展、乡村振

兴等方面的情况，让青年人切身感受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成绩，不断提升乡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育才成才，培养高素质农民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

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选才，也要育才。

去年初，蚌埠市乡村振兴局和宁波财经学

院共建以乡村振兴为合作内容的“甬蚌未来乡

村学院”，除了乡村振兴人才培育外，还优选10

个特色村，从安徽财经大学选派10名博士下沉

开展指导帮扶，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精品村和示

范点。怀远县万福镇刘楼村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前期蹲点调研，我们计划打造村级

供销社作为乡村产业的运营主体，围绕刘楼村

稻米和莲藕种植产业，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模式。”“甬蚌未来乡村学院”执行院长赵守

飞介绍，通过项目运营，带动农村基层干部、党

员、致富带头人等参与进来，培育创新型农业

农村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支持省内高校建设“乡村振兴研究院”，建

立政校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

机制，遴选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员参加成人中职教

育；推动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衔接机制，积极为高素质农民参加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考核提供服务……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育

上，我省积极探索模式创新，提升培育效果。

我省还通过举办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大

赛，创新以赛促学、赛训融合的高素质农民培

育模式。

去年合肥农交会期间，我省举办了高素质

农民职业技能大赛之互联网营销师决赛，全省

16个市45名选手参赛，通过合肥农交会现场

直播带货比赛，吸引百万人次在线观看，实现

网络销售额超60万元。

我省还举办了粮食作物栽培工、食用菌生

产工两个工种的竞赛，粮食作物栽培工竞赛突

出“育能手、多种粮、种好粮，打造千亿斤江淮

粮仓”主题，食用菌生产工竞赛践行大食物观，

主题为“小菌菇、大产业，提技能、当菌王”。

近年来，我省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将农民

教育培训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和农民参训需求，逐步

加大面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乡村治理及社

会事业服务等人员培育力度。截至2023年12

月底，我省已完成4万人的年度培育任务。

用才爱才，实现“双向奔赴”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爱才用才应不拘一

格，让他们在乡村大地都有用武之地。

芜湖推出乡镇党委书记打擂台活动，优秀

乡镇最高可获得180万元奖励。每年定期组织

开展“皖美村支书”评选，优秀村支书优先进入

乡镇领导班子，其他优秀村干部也可以优先招

考乡镇事业编。通过组织创新，打破村干部晋

升天花板，让每个干部都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为更加精准地进行干部考核，芜湖市集体

经济办创新提出“强村富民指数”，将村集体经

济收入收益、合作社收入收益作为重要的考评

内容。全市600多个行政村、50多个乡镇街道

进行排名评比，领先者可以获得奖励。

在全椒县太平古城内一间名为“全椒风

物”的品牌店，透明的玻璃墙上，画着碧根果、

蜂蜜、花生等农副产品的卡通形象，从美国求

学归来的马宇轩是这家店的负责人。

马宇轩坚持全椒碧根果“农业+文旅+新零售”

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式，在全国建立新零售渠道，为

全椒特色农产品打响品牌，并以碧根果生态田园为

基础，打造具备研学、团建、会议、拓展、度假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休闲基地和生态度假目的地。

近年来，全椒县重视将农业发展方向和人

才需求统筹匹配，以产业为导向实现“双向奔

赴”，才能让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平台、发

展有空间，让人才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

能收获职业获得感和发展空间。

在乡村用才方面，我省强化乡村人才支撑，

促进各路人才下乡，推动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向

乡村汇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让“乡创客”

“新农人”在广袤田野里播撒希望、绽放光彩。

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扎根乡村，在广阔天

地中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范克龙 许昊杰）

为全面回顾和总结2023年各

项工作，总结先进经验，查摆短板弱

项，明确提升举措，助推2024年工

作谋好局、开好篇。1月22日上午，

阜阳市颍东区新乌江镇召开盘点

2023年谋划2024年干部述职评议

大会，镇党政班子成员、镇直站所负

责人及一般干部、各村书记、选派干

部全体成员参加。

会上，新乌江镇直站所负责人

和一般干部分别总结汇报了2023

年度工作情况，认真查找工作中存

在的不足，并阐述2024年工作思路

和工作措施。参会人员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

谈认识、谋思路、找对策，提出了一

些有针对性、建设性、启发性的意见

建议，进一步汇聚智慧、统一思想、

形成共识，为全面做好2024年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

颍东区新乌江镇党委书记、镇

长袁超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没有等

出来的辉煌，只有拼出来的精彩，通

过本次大会，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

时，也能分辨出谁在拼搏干事，谁在

旁观看戏，必须要清醒认识到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学着干、抢着

干，把手中的工作干出彩，同时充分

认识2024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战略

定力，焕发奋进激情，凝心聚力推动

新乌江镇各领域工作催生新气象、

开创新发展、奋发新作为。

会上，袁超强调，全镇必须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斗争精神，增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工作责任感，在新一年工作中再接再厉，多留成绩少留

遗憾；要强化纪律监督，狠抓工作作风转变，严查违反

作风建设问题。开展日常工作纪律督查，对当前存在

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督查，最终形成人人抓作风，事事

看作风、处处好作风的良好局面；全镇上下将以舍我其

谁的责任担当、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全镇工作再

上新台阶，共同谱写新乌江镇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全媒体记者 李伟 通讯员 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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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生产车间在加班加点，不

能耽误向上海、无锡等地供货。”入冬以

来，凤台县关店乡昌盛大米面粉加工厂

订单不断，负责人徐井辉把网络订单业

务情况告诉工人们，要求大家按时按质

完成生产任务。

该厂是关店乡收购、加工、销售一体

化的规上企业，年收购、加工、销售小麦

和水稻3.5万吨，是当地农产品市场转化

的主力企业，互联网为企业农产品销售

提供了快捷服务，生意越来越红火。

近年来，关店乡在乡村振兴中实施

“农业+互联网”模式，不断推动现代信息

技术在农产品经营和农业生产中的应

用，为农产品销售提档升级。

“唐圩馓子”酥脆可口，深受当地人

青睐。为把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品牌食

品传承下去，关店乡陈庙村唐国苏弟兄

三人一直坚守传统制作技艺。唐国苏兴

奋地向笔者介绍，“唐圩馓子”通过网络

展示，销往江苏南京等地。

关店村村民关伟最近也很忙，他与4

家电商、7家物流公司签订了合同，通过

网络渠道向外推销“关店酱香猪蹄”“关

店绿豆饼”“前老村鸡蛋”等土特产，希望

在春节前给村民带来更多收入。

“乡里现在有78家种植、养殖、加工

行业企业，从业人员1600多人。电子商

务的兴起，拓宽了销售渠道，让农产品销

售更便捷，也让我们的优质农产品发展

空间更广阔。”关店乡分管乡镇企业的负

责人向笔者介绍。

关店乡还以“网红”带网民，以培训

带产业，促进农产品销售渠道网络化，用

网络空间，做强做优做大农村产业链，让

传统农业与“农业+互联网”模式更好地

进行衔接。

“抖音、微信、短视频、朋友圈已经成为

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时尚。我们把数

字网络技术运用到农村各项经济发展、社

会管理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利

用这些新媒体手段，积极为村民办实事、解

民忧，让村民处处感受幸福‘网’事，家家享

受美好生活。”关店乡纪委负责人说。

（柏松 唐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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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打造乡村人才“强磁场”

瓜苗工厂产销两旺瓜苗工厂产销两旺

1月15日，在宿

州市埇桥区杨庄镇

宿州市于芳芳种苗

合作社的温室大棚

内，工人们在细心

嫁接订单早瓜苗。

近年来，埇桥区北

部曹村、杨庄和褚

兰三个乡镇成立多

个专业育苗公司、

合作社，育苗产业

成为振兴乡村经济

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的支柱产业。

张从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