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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您
认为人才的关键性体现在哪些
方面？

张瑞强：的确如此，乡村可持
续发展与振兴的内生动力关键在
人才。产业要靠人才来干，文化
要靠人才来兴，生态要靠人才来
美，组织要靠人才来强，乡村振兴
这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人才来书
写。乡村振兴，人才越多越好，本
事越大越好。脱贫后的中国乡村
发展更具活力、前景更加可期，对
高素质人才的渴求也更为突出。

记者：据您的了解，目前乡村
人才资源情况如何？

张瑞强：乡村人才大致包括
三大类：一类是技术技能型的，比
如说种植能手、养殖能手、加工能
手、乡土艺术家等等。一类是经
营管理型的，比如说龙头企业负
责人、种粮大户、致富带头人、农
业经理人等等。还有一类是服务
和营销型的。但目前看，还是综
合型人才偏少，尤其是懂市场、头
脑活、有创新意识的“农创客”“乡
创客”“村创客”“土创客”等综合
型人才偏少。这类综合型人才对
激活乡村产业要素，促进城乡要
素流动，实在太重要了。这类人
才的来源要重点考虑返乡入乡留
乡的创新创业人员。

2020 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
创新创业人员就已超过 1010 万
人，今年应该不下1200万人。按
照国家发改委等 19个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5年要达到1500万人。加上留乡创业的人数，这是
一个庞大的群体。

总体来看，2021年，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有
关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署，在乡村引才、育才、留才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人才缺口大、分布
不均匀、整体素质不高等瓶颈。

记者：仅靠将人才向乡村引流是不是不够？
张瑞强：当下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为了实现农业和

人才愉快地“双向奔赴”，为了“留得住、能战斗、带不
走”，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努力。但这还远远不够，着
眼乡村振兴与未来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要结合乡村产
业发展态势、农业产业化发展与供给侧改革需求、农民
职业化发展趋势，加强人才储备。比如完善农业职业
教育和评价体系，在培养的实施主体、内容针对性、对
象与层次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加大支持力度，大力
推进农业职业技术中学教学改革等等。

在重视乡村人才培养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农业科
技高端人才培养，因为农业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是农业科
技创新与推广，这又取决于农业科技高端人才的培养。在
这个方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建设，发现和培养使用农业领域战略科学家。启动

‘神农英才计划’，加快培养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当然，农业科技高端人才的培养，培
养主体还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少数大型农企。

记者：您和研究团队曾提出过一个“乡村振兴战略
下的‘三农化一农’”的论点，其中对农村人才问题有何
思考？

张瑞强：思考乡村人才振兴必须置于乡村振兴整体
战略之中，在乡村振兴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搞准定位、
搭建子系统。在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参加了
许皞老师（河北农业大学国土资源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
学院院长）的研究团队，我们的共识是：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问题导向，“三农”问题是其第一靶标，农民问题是其靶
心，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农民问题为逻辑起点。

许皞老师提出了一个命题“三农化一农”，基本思
路是：乡村振兴战略要注重阶段性，先侧重解决农民问
题，再侧重农村问题，后侧重农业问题。基本路径大致
概括为：农用地规模化整合→土地多功能利用（产业转
型重构）→农民转型分化与职业化（三农-农民=二
农）→村庄整合改造与城镇化现代化（二农-农村=一
农<即农业>）→农业升级与现代化。其中一个基本理
念是：以农民职业化为主线促进农民发展。

关于乡村人才振兴问题，我们是融入了农民转型与
职业化一部分，因为乡村人才振兴问题与农民发展问题
存在很多交集，所以结合人才振兴与农民发展的目标与
需求，提出了促进农民转型与职业化的主张和对策。

文/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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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洗厨房、晾晒床品、打扫庭院……5月1
日，阜平县顾家台村泉宿小院里，女主人刘娇
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

这些年来，顾家台村民们埋头苦干，已经
陆续发展了食用菌种植、高效林果、箱包加
工、生态旅游等富民产业，也为在外打拼的年
轻人创造了回村创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刘娇就是返乡创业者的一员。她放弃了天
津的工作，回村将闲置了多年的老宅改造成有
10间客房、400多平方米的民宿，并在2019年
开办起全村第一家精品民宿。在她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吃起了旅游饭——采摘有高
山果园、赏花有牡丹花海、吃喝有啤酒花
园 ……2021年，顾家台民宿小院已发展到 34
家，农家乐增加到10家，全年游客达30万人次。

就在全村旅游产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刘
娇却发现了新问题：去年5月，一家旅行社负
责人到刘娇的泉宿小院“踩点”，询问能否接
待30人以上的大团，可看到这里只有10间客
房，最多能接待20人，只得遗憾离去，一笔“大
单”就这样泡汤。

“成立旅游协会，把全村的旅游资源整合
起来，这样一来，再来‘大单’就不会跑掉了。”刘

娇找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把自己的想法提
了出来。两人决定，把2022年作为顾家台村旅
游产业提升年，做强旅游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专家指出，创客返乡创业，归根到底是看
到了机遇。一方面是产业机遇，随着发达地
区产业转移，欠发达地区在土地、政策、用工
等方面的优势也日益凸显，承接过程中蕴含
着丰富的创业机遇；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改
善的机遇，过去多年的脱贫攻坚，使乡村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制约农村发展
的一些基础设施短板已经补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创客们一起返乡
的，不仅有项目、技术、创意和资金，将有效推
动乡土资源与先进理念融合、产业趋势与务
工需求融合、新兴业态与传统产品融合，更为
关键的，是将外面世界随时更新的理念带回
山村，让乡村与城市同频共振。

将顾家台村的旅游资源整合提升，让刘
娇这个普通的创业故事有了更深层的意义。
郝亦成给张家口万全区李杏庄村带来的新理
念，则更具突破性。

“这里的树莓种植、养护，都不需要人来
操作。我们使用 AI 技术来实现无人种植。”
在李杏庄村浆果农旅体验综合体项目的 5号
大棚里，郝亦成带着记者来到大棚中间一个
控制箱所在的位置，打开箱门，里面密密麻麻
布满各种线路、开关。

“这是我们无人种植系统的芯片，它既是
这套 AI温室硬件的核心部件，也是整座温室
的‘大脑’。”郝亦成介绍，整个长140米、宽10
米的大棚中，设置了多个传感器，可以实时监
测棚内各个位置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
而大棚内的树莓种在营养基内，深入营养基
内的传感器又可实时记录水肥信息。

今年31岁的郝亦成是湖南人，本科毕业于
中国农业大学，后又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读了

研究生。之后，他放弃普瑞瓦的高薪工作回国，
来到张家口创业做树莓种植园。他和团队耗时
两年多时间，设计了一套AI无人种植系统。

在 AI系统中，将同一种作物的参数通过
一定生产周期确定下来形成具体的种植脚
本，就可以无限应用于不同环境中同样作物
的生产，这是郝亦成梦想中的“复制农业”。

“我们的目标不是星辰大海，而是广袤田
野。”郝亦成说，“无人农业的理念有效解决了
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我也要把
这一理念和技术在这里实践完善，进而推向
全国甚至全世界。”

关注乡村振兴（下）

因创业创新环境相对缺乏，农村曾被认为是“双创”的空白地带。不过随着乡村创业的条件和
环境越来越好，乡村创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省委一号文件
也明确提出，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随着对农村创业创新扶持政策的完善，乡村创业的主体也更加多元，村里的创客们也将迎来更
多发展机会。

“创客”成乡村振兴生力军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邢 云 寇国莹

直到看过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邯郸市峰峰矿区大社镇南旺村的很多村民们
才弄明白——村里的三个小伙子，种的原来
是鸡枞。

这种原产云贵地区的菌类，被称为菌中
之王。鸡枞一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最
近几年随着大棚技术的推广，山东、天津等北
方地区也开始种植部分鸡枞品种。

南旺村的村民们见过种西红柿、种草莓
的大棚，种这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还是头一
次。而且，种鸡枞的三个小伙子也不是“老把
式”，他们都是“90后”大学毕业生。起初村民
们总是窃窃私语，这几个号称返乡创业的年
轻人，大概率是在“瞎折腾”。

现在正值黑皮鸡枞生长的关键期，贾路
遥、段星颗、李刚在鸡枞菌种植大棚内忙得热
火朝天。

“一棚鸡枞前前后后能采8000斤，按照现
在市场价格预估，利润应该在 6 万元左右。”

“新农人”贾路遥没有传统农民那种“不露富”
的想法，在大棚里边干活边算起了账，“整个
基地 12 个养菌房，年产鸡枞菌约 14 万斤以
上，你算算能有多少利润？”

63岁的南旺村村民韩书合现在已经能够
接受这些年轻老板们的小炫耀了，“咱倒是种
了一辈子地，但是就想不出这样的项目，年轻
人就是点子多。”韩书合现在每天的主要任务
是在大棚里侍弄菌棒，一个月下来能有 2000
元的收入。

贾路遥、段星颗、李刚是高中同学，大学
毕业后先是在外地工作，之后相继回到家乡
峰峰矿区谋发展。2019年，占地25亩的鸡枞
菌种植基地建成，南旺村村委会以集体土地
入股。他们一边到河北农大、邯郸市农业科

学院咨询专家，一边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改良
种植技术，还跑遍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
大型批发市场，自建销售渠道。

2020 年初，他们迎来了黑皮鸡枞菌的丰
收。加上新开拓的多个销售渠道，鸡枞菌卖
出了好价格。如今，他们的鸡枞菌已销往全
国各地，供不应求。

有关专家指出，由于农村创新资源短缺，
农村向来被认为没有“双创”环境。但伴随乡
村振兴的展开，农村已经成了大批创业者争
相亮相的舞台，乡村创业从平台载体到服务
保障都有了改观。

比如在创业平台载体方面，各地依托各
类园区、企业、知名村镇等，打造了一批农村
创业创新园区、孵化实训基地、农民工返乡创
业园。

在服务保障方面，很多地方依托现有资源

建设农村创业创新导师队伍，为农村创业人员
提供精准指导服务；有条件的县乡政务大厅还
设立创业创新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扶持政策方面，创业补贴、培训补贴、
创业贷款等真金白银的激励措施也都在持续
跟进。

“但返乡创业的核心在‘创’字上，需要有
开创性的视野和思路。”采访中专家表示，“与
前些年相比，乡村创业无论是主体还是路径
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
些奇思妙想，让乡村创业变得更加异彩纷呈，
生机勃勃。”

走在永年区吕七方村，道路两边古建、砖
雕、青砖、青瓦、园林设计等大字招牌鳞次栉
比，一方方雕刻着精美图案的青砖、青瓦透着
古色古香。

永年区古建协会会长吕建光说，当地出
产的古建材料主要用在打造四合院、仿古商
业街、景区建设、文化修缮等方面，近几年销
售趋势逐年上涨，每年大概能递增 20%，“其
中网销增长趋势明显。原来销售都是跟着施
工队走，工程承揽到哪青砖卖到哪，现在都是
从网上走。”

让这些青砖青瓦搭上电商快车的，正是
一群善于在传统行业里挖掘商机的年轻人。

河北唐德烧结瓦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岭坡
大学毕业后曾到北京淘金。在北京开阔了眼

界，尤其是接触到互联网电商，便想起了老家
吕七方村的古建材料产业。“村里几乎家家从
事着跟古建相关的行业，产业链条齐全，但最
大的问题是市场局面打不开，网络电商恰好
解决了这一痛点。”

“目前仅吕七方村注册古建材料的销售
网店就多达400多户。去年以来，全区的古建
材料销售人员达25000余人，其中网络销售人
员 18000 余人，古建产品工艺制作厂家 70 余
家，年交易额近3亿元。”吕建光说。

让古建材料焕发第二春，需要发掘新机
遇。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更需要独到的
眼光。

夏初，内丘县黄岔村翠叶如碧，山坳中有
座名叫“半山寒舍”的客栈，主人叫李萌。

李萌出生于 1988 年，是土生土长的黄岔
人。她曾在马来西亚史丹福学院求学，异国
求学的经历让李萌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但她
却把目光转回了老家黄岔村。

黄岔村位于凌霄山北坡，是一个古老幽
静的村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这里隐蔽性
强，八路军冀西游击队总队长杨秀峰，以及他
领导的内丘县独立团、独立营、保家民团经常
驻守在黄岔村。现如今，黄岔村依然保护着
那段红色历史，传承着当年流传下来的故事
和精神。

2020 年 4 月，李萌回到家乡开始创业。
她选择了进村的一处山坡，依山随形精心建
起了一组客栈，让石房木屋相映成趣。

保留传统，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代。李萌

在自家客栈里，还配设了茶社、咖啡屋以及小
型影院等，能容纳200人同时就餐。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去年到客栈做客
的游客至少有 1.5 万人。”李萌说，遇到旅游
旺季，外地游客到客栈住宿、就餐还需要
预订。

此外，李萌还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
模式，引导当地村民发展金花葵特色种植产
业，开发金花葵花茶、金花葵籽油、金花葵挂
面等产品，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

疫情防控期间，李萌和员工借助新媒体
平台带头直播，推介黄岔，为金花葵等家乡特
产代言。

“回乡创业这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乡村
天高地阔，可做的事情很多，市场很大。”李萌
说，她希望黄岔村不再藏在深山无人识，而是
抓住机遇，借势发力，做好“红+绿”的文章，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产业路径。

▶刘娇把
大红灯笼挂在
民 宿 小 院 门
前，准备开门
迎 客 。（资 料
片）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摄

▼内丘县黄岔村一角。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邯郸市永年区范氏瓦业有限公司，砖
雕技师正在进行图案雕刻。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 他们带来“新点子”

▶ 他们引入“新理念”

▶ 他们挖掘“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