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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乡村振兴的人才短板，不能忽略村干部这关键一环
至今还记得那个中年汉子满脸的无奈。那是一个贫困村

的村主任，他本是种植食用菌的技术能人，靠着一技之长把
自家生活经营得不错。村民信赖他的本事，把他选为村主
任。在他的带动下，食用菌成为村里最重要的脱贫产业。但
由于村里事务过于繁重，自家的“副业”越来越顾不上，每
月 1000 多元的工资，维持家里的生活压力很大。在接受笔者
采访时，他无奈地表示，支撑他坚持工作的是一腔热情，可
生活压力很现实，如果情况再没有好转，他只能选择放弃当
村主任了。

这个村子的情况并非个案。当前在不少农村，的确存在
村干部难选、选出来难留的问题。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人才基本是从农村向城市单
向流动。乡村里虽然不乏高校毕业生、乡土人才、致富能人
等有本事的人，但这些人要么进城就业，要么进城打工，很
少会留在乡村寻求发展，即便是留在村里，对当村干部也没
啥积极性。这导致在部分乡镇，村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带动群众发展致富的能力不强，想推荐一些年轻有为的村干
部，却找不到合适人选。

村干部选出来为何难留住？在笔者采访的村干部里，有
人说当村干部活儿多钱少，一根针串起千条线，有时候真觉
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有人说操心不讨好，干好干坏一个
样。村干部要负责调解村民纠纷、评定低保户、发放社会救
助等，费了不少心，却难免因为按章办事得罪人而落埋怨。
与此同时，由于出路不多、上升空间不大，干得再好也无法
体现在收入和晋升上，影响了一些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村干部队伍是领头羊，这
支队伍不稳定，就难以发挥带动作用，难以体现乡村基层组
织的活力，创造乡村新生活、新面貌的工作就会受影响。因
此，补齐乡村振兴的人才短板，不能忽略村干部这关键一环。

应当说，近年来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各地做了不
少探索。增加绩效考核收入，为村干部购买养老保险，选拔
优秀村支书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不仅给他们压担子，也帮
他们拓展空间。但一些现实因素阻碍影响了这些好举措“变
现”。有调查显示，近 3 年来北方某省村干部虽然有一些考录
乡镇公务员和选任乡镇干部，但占村干部总量的比例仍然不
高。

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的村干部队
伍，应当内外兼修想办法。从外部看，借乡村振兴的好时
机，打通城乡之间人才双向流动通道，让那些与现代生活、
市场经济有过密切接触，并且熟悉“三农”、热心农村发展的
能人、年轻人，回到乡村发挥作用，带动发展。从内部看，
一方面加快对村干部培训提档升级，强化培训效果；一方面
完善村干部收入和晋升措施，让他们工作有门路、有待遇，
干得好有奔头。

（ 原载 2018 年 10 月 21 日 《 人民日报 》）

既能“选得出”
又能“留得住”

朱 隽

“脱贫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现在
国家的各项政策好，脱贫的希望就更
大了。”这是桑植县陈家河镇大屋坝村
村 民 朱 富 强 的 肺 腑 之 言 ， 他 不 等 不
靠，自立自强，靠着种植茶叶，实现
了脱贫致富的目标。

今年 45 岁的朱富强，本来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2006 年，妻子在生孩子
时 难 产 去 世 ， 打 破 了 这 个 家 庭 的 宁
静。一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在襁褓
中，还要外出挣钱。为了能够改变家
庭贫困的局面，朱富强把孩子托付给
父母，他一边在外务工，一边寻找着
能够自己创业的机会。

陈家河镇大屋坝村依山傍水、土
壤肥沃、独特的小气候十分适合茶叶
的 生 长 。 2014 年 ， 结 合 地 理 条 件 优
势，当地政府号召农民种茶，朱富强
觉得机会来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屋坝村就曾

建 过 20 多 亩 茶 园 ， 但 因 缺 乏 种 植 技
术 ， 老 百 姓 种 植 的 积 极 性 不 高 等 原
因，茶园一度荒废。近几年来，经过
村支两委的多方努力，积极引进茶叶
公司，发展茶叶产业，村民们依靠茶
叶逐渐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好路子。

“ 采 茶 的 季 节 ， 我 就 回 来 帮 助 采
茶，其它时候我就在附近打工，父母
帮忙打理茶园。”朱富强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的井井有条。凭着勤劳的双手和
不畏艰难的勇气，如今，他的茶园发
展到了 15 亩，2017 年实现了脱贫的目
标。

“因为朱福强家庭贫困，村里把他
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村里开
始发展茶叶，他种茶的干劲很大。”对
于朱福强的勤劳肯干，大屋坝村村主
任周工耀很是称赞。

对于朱富强来说，脱贫只是第一
步，要想致富，还得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产业，朱富
强今年还新添置了采茶机、摩托车和
三轮车。

今 年 ， 朱 富 强 被 评 为 桑 植 县 的
“ 脱 贫 之 星 ”。 对 于 未 来 ， 朱 富 强 说 ，
想要扩大种植规模，成为全村的茶业
种植大户，实现小康家庭梦。

朱富强：
“脱贫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苏 镜

“金藏好风光，山青水绿花儿香，牛叫羊跑
蜜蜂飞，酿出好蜜惹笑胡子郎。”王桂力和金藏
蜜的故事一直在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被老百姓传
为佳话。10 月 13 日，笔者走进了芙蓉桥白族乡
金藏村，采访了王桂力和他的金藏蜜。

王桂力是北京人，今年 55 岁，10 年前随妻
子朱泽乾落户金藏村。金藏村海拔 1000 米，林
子 密 ， 空 气 新 鲜 ， 是 天 然 的 养 蜂 场 。 2012 年 ，
夫妻两人商议着利用自然优势养蜂，在不断地学
习摸索中，他俩逐渐收获成功。2016 年，借助
精准扶贫的机会，王桂力带动金藏周边的 5 户农
户，成立了桑植县乾桂蜜蜂养殖有限公司，放养
蜜蜂 70 桶，产蜜 1000 公斤。王桂力把公司的蜂
蜜推销给北京的朋友，蜂蜜的销路逐渐被打开。

“2017 年后，我就开始在网上销售，蜂蜜质
量好，物美价廉，品质纯正，所以不愁卖！”王
桂力能说会道，知识丰富，他能一口气说出金藏
山 上 20 多 种 花 的 蜜 期 ， 知 晓 蜜 蜂 们 采 花 的 秉
性，更让人钦佩的是他能运用金藏特有的地形地
貌，发展种蜂喂养，成为当地众多养蜂者中“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还扩大经营范围，建造了
与蜜蜂喂养相关的家庭式“金藏地貌”展览馆、
家庭植物园。

“一进大山，我就不想出去，金藏到处都是
宝，我今年在山上放了 700 多箱蜂，我的合作社
有 713 人。“王桂力说，他会将养蜂技术都传给
乡亲们，让他们卖好蜜，多赚钱，大家一起致富
过上好的生活。

“桑植是个好地方，胡子郎嘴里含蜂糖，搬
起木桶摆山岗，好生活才刚开张。”王桂力和妻
子一起把养蜂产业做的风生水起。“嘿嘿，我没
嫁错人，他是一个有风度的胡子郎！”妻子朱泽
乾一脸幸福的称赞着丈夫。

“胡子郎”王桂力和金藏蜜
文/本报记者 谷俊德 通讯员 田克清 图/ 通讯员 李维跃

又到一年秋收时。作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我国农
业发展态势如何？今年是乡村振兴开
局之年，各地农村有哪些新变化？

日前，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部部长韩长赋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以及农业对外开放等情况。

农业基础稳固，支撑国家发展大
局

“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粮
食丰收了。”

韩 长 赋 说 ， 今 年 秋 粮 面 积 增 加 ，
长势正常，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
12000 亿斤以上。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
大 口 粮 品 种 产 量 基 本 稳 定 ， 库 存 充
裕，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手 中 有 粮 ， 心 中 不 慌 。 韩 长 赋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
连 续 6 年 达 到 和 稳 定 在 12000 亿 斤 以
上。这说明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
达到这个水平。如今，我国的粮食总
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都名列
前茅。全国 13.9 亿多人，人均占有量
445 公斤以上。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
民之基、治国之要。韩长赋表示，解
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治国理政最
大的事。国家新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各地加
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
田，农业科技水平、装备水平、信息
化水平不断进步。

同时，通过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
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调动亿万农民
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能
力持续提高。

韩长赋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基
础的稳固给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像一艘船，农业是压舱石。有了
农 业 的 稳 定 发 展 ， 保 证 了 粮 食 安 全 ，
我们就能应对经济上、国际上的各种
风险。我们有这个信心。”他说。

韩长赋表示，农业农村部将毫不
放松抓好“三秋”生产，打好全年粮
食和农业生产的收官之战，抓好秋粮
后 期 田 管 、 秋 粮 收 获 和 秋 冬 种 生 产 ，
配 合 有 关 部 门 落 实 好 粮 食 收 储 政 策 ，
促进产销对接，稳定市场价格，防止
出现“卖粮难”。

补短板强弱项，乡村振兴开局良
好

韩长赋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
十 九 大 做 出 的 重 大 决 策 并 写 入 党 章 ，
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走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乡 村 振 兴 道 路 ， 党 中
央、国务院已经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
五年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八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指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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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

“党中央已高屋建瓴地描绘了乡村
振兴的顶层设计，我们的责任就是实
施和落实好。”韩长赋说，“农业和农
村要坚持优先发展，补上这个短板，强
化这个薄弱环节，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
支撑更有力、更全面，会行稳致远。”

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各地正在加快补齐农
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开 局 之 年 ，
韩长赋梳理了今年以来我国在乡村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组织振兴方面的进展和亮点：

—— 坚 持 质 量 兴 农 、 绿 色 兴 农 、
品牌强农，把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特别是发展带有地方特色的乡
土产业，农村创业创新如火如荼，农
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新开端。

——一方面培育乡土人才，在全
国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另一方面
大力引进外来人才，如大学生、复员
军人、企业家、科技人员、农民工等
返乡下乡创业，全国已有 700 多万人投
身农村新产业、发展新业态。

—— 抵 制 陈 规 陋 习 ， 如 天 价 彩
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因为这
些还是农民的烦心事。

——推广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经验，农村改厕、治污水、治理
垃圾三大革命全面展开，村容村貌水
平得到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不断完善。

——发挥基层自治、德治、法治
“三治”结合作用，让农民管好自己的
事情，同时强化组织建设，包括基层
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
织，共同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中国将不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韩长赋说，伴随改革进程，农业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中国切实履
行入世承诺开放农产品市场。

他 提 供 了 一 组 数 据 ： 2001 年 至
2017 年，农产品贸易总额从 279 亿美元
增至 2013.9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年
增 长 13.4％ 。 2017 年 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755.3 亿美元，进口 1258.6 亿美元，贸
易逆差 503.3 亿美元。

“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
口市场之一。进口农产品，一方面更
好地满足了中国人的餐桌消费，一方
面也给其他国家的农民提供了更多就
业和收入机会。”他说。

在外商投资农业方面，大幅放宽
市 场 准 入 ， 取 消 了 多 项 限 制 性 措 施 ，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将进一
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努力实现高水
平开放。

在农业对外投资合作方面，中国
和所有合作伙伴本着平等、互利、共
赢原则共同发展，在人才、技术、装
备等方面都在合作，并帮助一些欠发
达国家援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派遣
农业专家、培训当地农民。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这一问
题 ， 韩 长 赋 说 ， 中 方 不 愿 意 打 贸 易
战 ， 但 也 不 怕 打 。 有 挑 战 就 有 机 遇 ，
中国有改革开放 40 年的厚实基础，有
创造力强的农民，有正确的农村政策
和对路的农村工作，有广阔的市场空
间，因此一定能够从容应对。

“只有合作才能双赢，这是大势所
趋，是历史结论。”他强调。

韩长赋最后表示，农产品生产大
国都想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农业落后
国家、粮食安全没有解决的国家都希
望得到中国在农业方面的支持，中国
会积极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
区 是 农 业 合 作 的 重 点 ， 只 要 大 家 真
诚、平等合作，就会互利共赢，“一带
一路”也会成为农业合作之路、丰收
之路。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聚焦“六稳”办好自己的事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谈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 董峻

本报讯 连日来，武陵
源区 6 个乡 （街道）、33 个村

（社 区） 的 新 时 代 党 员 群 众
讲习所纷纷开讲。

开办新时代党员群众讲
习所旨在建设形成富有武陵
源区特色的农村 （社区） 讲
习 阵 地 。 该 区 按 照 “ 有 场
地、有机构、有师资、有标
识、有制度、有资料”的要
求，统一悬挂“新时代党员
群众讲习所”标牌，按照每
季 度 1 次 ， 全 年 不 少 于 4 次

常态化开展活动。做到“四
个 扶 持 ”： 加 强 思 想 扶 持 ，
普及党的理论、加强精神扶
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加
强智力扶持，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加强文化扶持，构筑
文明乡风。力求宣讲好五个
方面的内容：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重大决策，宣讲精
准扶贫和惠民政策，宣讲旅
游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职 业 道
德 、 服 务 操 作 、 服 务 礼 仪 ，
宣 讲 乡 风 文 明 和 先 进 典 型 、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区级讲习员由来自各相

关单位的业务骨干组成，分
理论讲习员、乡村振兴讲习
员、乡风文明讲习员、农业
实 用 技 术 讲 习 员 等 四 支 队
伍。乡 （街道） 讲习员队伍
由 乡 （街 道） 主 要 负 责 人 、
党 员 干 部 、 联 系 村 第 一 书
记 、 乡 贤 榜 样 、 道 德 模 范 、
致富能手等人员组成。

（ 屈泽清）

武陵源区新时代党员群众讲习所开讲

本报讯 10 月 20 日，永
定区扶贫、财政、农业和农
村工作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齐
聚四都坪乡，召开青钱柳产
业发展会议，为该乡青钱柳
种植项目建言献策。

四 都 坪 乡 平 均 海 拔 500
多 米 ， 属 典 型 的 山 地 气 候 ，
适宜青钱柳生长，当地百姓
具 有 种 植 青 钱 柳 的 传 统 习
惯。青钱柳茶叶富含有机营

养 物 ， 具 有 较 高 的 食 用 价
值。据悉，该乡现有青钱柳
种植面积 850 亩，今年计划
种植 1500 亩，计划投入扶贫
资金 400 万元，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 600 户 2000 人。

会上，区扶贫办项目负
责人对 《张家界市永定区青
钱柳种植项目实施方案》 的
实施规模、帮扶方式、实施
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工作

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
和说明。

区扶贫办、区农业和农
村工作局、区财政局、张家
界福安家木业有限公司的主
要负责人纷纷表示，将从提
供 种 苗 、 肥 料 、 培 管 技 术 、
奖补、产品收购销售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

（梁英杰 王园园）

多方帮扶助脱贫
四都坪乡召开青钱柳产业发展会议

本 报 讯 近 日 ， 桑 植 县
八大公山镇召开精准扶贫再
发力战地动员大会，村干部
及党员共 331 人参会。

八大公山镇辖 16 个行政
村 204 个组，2018 年脱贫贫
困人口目标为 1350 人、贫困
退出村 4 个。截至目前，该
镇 已 完 成 扶 贫 攻 坚 项 目 12
个 。 发 展 了 烟 叶 、 青 钱 柳 、
蜜蜂养殖等产业；投放小额

贷 款 248.3 万 元 ， 帮 助 65 户
贫 困 户 发 展 种 养 植 产 业 67
项；19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建
设 已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95% ，
全镇共有 486 户 1770 人可在
11 月底先后入住新居；完成
新建村组公路 27 公里、路面
硬化通达工程 44.8 公里；投
入安全饮水工程 457.9 万元，
惠及徐家桥等 4 个整体脱贫
村 1372 户 4393 人；新建旅游

服务设施 16 处、农家乐场地
12 家。

会上，村干部、党员与
结对帮扶的贫困对象分别列
出清单，就年底前需要巩固
和提前解决的 678 项细化工
作 任 务 及 经 济 指 标 向 镇 党
委、政府递交了完成任务责
任书。

（皮运楚 钟立平 王何青）

八大公山镇精准扶贫再发力

王桂力正在检查蜜蜂的生长情况。

王桂力和妻子朱泽乾创办了乾桂农业电商服务站。

王桂力在给蜜蜂准备充足的水。

农业之窗

合作社有共 6 个养蜂分场，图为中蜂养殖繁育基地第三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