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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奉化滕头乡

村振兴学院与浙江省乡

村振兴研究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未来，双方

将加大对我市农村“三

支队伍”“十路人才”

的培训力度，建设奉化

乡村共富研究院，开展

一系列科研合作活动。

“以产业为依托、

项目为牵引，我们合力

推进‘三支队伍’建

设，助力我市培育壮大

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奉

化滕头乡村振兴学院负

责人说。

乡村振兴，人才是

关键。近年来，宁波选

派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

一线锻炼，大力培养乡

土人才，引导返乡就业

创业人员参与乡村振

兴，支持专业人才通过

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推

动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

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

步提升、结构持续优

化。

当前，宁波乡村人

才仍存在总量不足、结

构失衡、年龄偏大等问

题。如何破解乡村人才

瓶颈，创新人才选育管

用方式，让投身乡村建

设、服务乡村的人才都

能有用武之地，已成为

宁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题中要义。

在“未来乡村调研

行”中，记者聚焦农创

客、乡村CEO、乡村

工匠培育及农民培育体

系建设，探寻乡村振兴

“人才密码”，感受乡村

振兴的人才“脉动”。

未来乡村调研行·兴村六策⑥

未未来来乡乡村村调调研研行行

调研组成员：朱 宇 俞永均
孙吉晶 陈章升

执 笔：陈章升 孙吉晶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
红春满园。乡村全面振兴，需
要人才“百花齐放”。

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中 ， 宁 波 乡 村 以 “ 原 乡
人”“归乡人”“新乡人”为
建设主体，以乡土味、乡亲
味、乡愁味为建设特色，点
燃高质量发展“人才引擎”。

雁群飞得快，要靠头雁
带。村党组织书记是基层党
组织的带头人，也是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领路人”。他
们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奉化区大堰镇谢界山
村，村党支部书记陆宝法近
三年来带领村民梳理村庄闲
置 农 房 ， 推 进 咖 啡 馆 、 民
宿、农庄等项目开发建设，
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 30 余万
元。

“村里统一收储、统一招
租，村集体以合作、入股等
方式参与民宿经营。”谢界山
村“柿子红了”民宿负责人
沈 娇 蓉 说 ， 当 初 来 村 里 投
资，就是看中陆书记是个干
实事的人。如今，村里的闲
置资源被盘活了，村集体的
家底也越来越厚了。

在 “ 领 头 雁 ” 的 带 领

下，生活工作在农村的“原
乡人”发挥创新创业热情，
汇聚起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磅礴力量。

近 年 来 ，“60 后 ” 奉 化
农民许立军不仅在尚田街道
许家村承包了 50 余亩山林，
种植杨梅、水蜜桃，还通过网
络平台展示乡村美景，向“粉
丝”传授果蔬种植技术。

“ 除 了 种 植 蔬 菜 瓜 果 ，
‘上网冲浪’也是我的一大爱
好。”许立军说，网上能学新
技术，还能买新农机。要想
当 好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 必 须

“触网升级”。
乡土人才扎根在基层、活

跃在田野，是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记者
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我市
涌现出许多农创客。一批返乡
创业的大学生进入“乡村大
学”深造，逐渐成长为农业领
域的多面手，带领乡亲们奏响
共富“协奏曲”。

慈溪坎墩玉兰果蔬农场
负责人胡晶金是一名大学生
农创客。在当地村民心中，
他既是热心的“农事参谋”，
也 是 销 售 果 蔬 的 “ 电 商 达
人”。坎墩街道沈五村党总支
书记孙建武告诉记者，2010
年以来，胡晶金在该村建起

果蔬农场，带领百余户农户
走上共富路。

蓄积“源头活水”，让乡
土人才“破土而出”，还需要
打好“乡情牌”。近年来，我
市激发在外打拼的乡土人才
关 心 家 乡 、 服 务 家 乡 的 热
情，鼓励他们返乡创业。

“这些‘新乡贤’情系家
乡，通过项目引进、村企结
对、资源对接、资金帮扶、
智力帮扶等方式助力家乡发
展。”宁波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徐平元说，他们在“希望的
田野”上发光发热，为农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朱 文 荣 是 象 山 “ 新 乡
贤”，也是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优 秀 带 头 人 。 从 日 本 回 国
后，他在象山开启浒苔创业
之路，之后又成立象山旭文
海藻开发有限公司，组建科
研团队，开展绿藻的养殖加
工、苗种研发及有用海藻的
开发。目前，该公司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绿藻加工基地。

“文荣不仅盘活村庄闲置
土地，建起里海荷塘田园综
合 体 ， 还 带 领 村 民 开 展 绿
藻、褐藻等生态混养，去年
养海藻的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6 万元。”高泥村村干部朱中
华点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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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实施
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决
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色。

近年来，宁波将农民培
训工作“面向产业、融入产
业、服务产业”，全面优化农
业生产发展，累计建成农民
培训机构 177 家、“入库”农
民培训基地 （田间学校） 77
家。各区 （县、市） 创建了

“姚江巧姐”“鄞农优学”等
农民培训品牌，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农村产业振兴。

手绣布艺、针织挂件⋯⋯
徜徉在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
寺 村 浪 墅 桥 古 村 的 石 板 路
上 ， 一 间 门 前 挂 着 “ 巧 手
坊”木质标识的小屋格外吸
睛 。 赵 毓 华 是 这 间 “ 巧 手
坊”的主理人，也是“姚江
巧姐”团队的核心成员，坊
内陈列的许多刺绣作品均出
自她的巧手。

“一开始，我只是想把自
己做的小东西拿过来与大家

分享。”赵毓华说，加入“姚
江巧姐”团队后，她萌生了
带动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创业
的想法，把“巧手坊”打造
成展示、体验、分享手工编
织与刺绣技艺的场所。

把 先 进 经 验 带 给 农 民 ，
助力其增收致富。在鄞州，
给农民开设“充电”班已成
为常态。

今年 3月，鄞州农田建设
与田间管理专项培训火热开
班，吸引近 120 人参加。“这
次培训收获满满，我要把所学
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塘
溪红丰粮机合作社负责人罗
红丰说。

不 断 完 善 师 资 队 伍 建
设，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体
系⋯⋯近年来，通过聘请高
校科研机构专家、产业技术
专家、农技推广人员和农业
乡土专家担任专兼职教师，
全市建立起种植养殖技术、
乡村建设、农田建设、农村

电商等方面的培训师资库，
同时推出 《西甜瓜轮间套作
高效栽培》《浙东白鹅生产技
术规范》 等培训教材，让学
员学以致用。

推进未来乡村建设，让
村民既要“富口袋”，也要

“富脑袋”。
近 日 ， 宁 海 县 强 蛟 镇

“海宝宝”志愿队成员沿着宁
海湾海岸线，清理涨潮时带
来的海漂垃圾。“净滩”活动
结束后，领队尤婷婷带着队
员来到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志愿之家”，通过手工创
作将垃圾变废为宝。

作为当地“最美乡贤”之
一，尤婷婷常年活跃于乡村文
化、志愿服务“舞台”。“村容
村貌是‘面子’，乡风文明是

‘里子’。”强蛟镇峡山村党总
支书记尤建振说，在尤婷婷带
动下，村民积极投身乡村文化
建设，弘扬文明新风，激发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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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荣在实验室里忙碌。（陈章升 摄） 许立军直播推介杨梅。（陈章升 摄）胡晶金展示自己种植的草莓。（陈章升 摄）

慈溪乡村美景慈溪乡村美景。。（（陈章升陈章升 王雪枫王雪枫 摄摄））

乡村人才结构的变化，实质
是乡村产业结构革新。

新时期，如何发挥现代“新
农人”引领示范作用，培育壮大
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助力村民增收致
富，是我市建好建强乡村振兴人
才队伍的课题之一。

“打造乡村‘领雁人才’矩
阵，通过‘领雁’引航，加强主
体联动、示范带动和服务拉动，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宁波市滨
海乡村经济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曹
云建议，加快推动人才链、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为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基赋能。

慈溪市戚源杨梅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戚军洋是一名“90 后”农
创客。近年来，他帮助当地梅农
拓宽杨梅网络销售渠道，同时延
伸产业链，建起大型冷库，将不
易保存的杨梅加工成杨梅饮料、
杨梅干等，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
国各地。

“ 杨 梅 产 业 要 借 助 新 品 种 、
新技术、新模式，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戚军洋告诉记者，自
从大学毕业返乡创业以来，他联
合 100 多户杨梅种植户组建合作
社 ， 统 一 种 植 、 加 工 、 销 售 杨
梅。今年，他们投入 800 多万元
建起“杨梅梦工厂”。梅农送来
的新鲜杨梅经流水线包装，可以
第一时间销往全国各地。

对于农业而言，新质生产力
是以农业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先进
生产力。

去年 11 月，奉化区举行首届
乡村 CEO 招募大会，激活乡村
人才链，耦合乡村产业链、创新
链 、 资 金 链 ， 鼓 励 支 持 “ 新 农
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乡 村 CEO 也 被 称 为 乡 村 运
营师，是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职
业经理人。“我区给予每个村的
乡村运营师 （团队） 最长 3 年的
运行孵化期。在孵化期内，按每
个村每年 20 万元的标准给予运行
补助。”奉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抱团发展，寻找共富“最优
解”。今年年初，经奉化区农业
农村局、西坞街道办事处牵线搭
桥，邬彬旭成为庙后周村首任乡
村 CEO，开始统筹村庄设计、建
设、推广和运营。

“ 庙 后 周 村 自 然 资 源 丰 富 、
人文古迹众多。”邬彬旭告诉记
者，今年，他将推进村庄产业多
元化发展，打造花海露营基地，
开发文旅新产品，与村民一起耕
好“共富田”。

构建乡村产业新坐标，打造乡
村振兴“人才雁阵”，是慈溪市周
巷镇万安庄村党委书记宋华忠今年
工作的重点。“产业兴、环境美、
人心齐，是未来乡村建设的题中要
义。”他说，下半年，万安庄村将
推进数字共享农场规划建设，携手
城中村、二塘村打造“双创”服务
中心，培育农村新业态，积蓄人才
新动能，实现产才“双向奔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今年以来，宁波启动新一轮基层
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计划，探索建
立“县聘乡用”机制，配强配优
基层农技推广力量；开展高素质
农民培训，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与
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等工作。

到 2027 年，宁波力争培训乡
村实用技术人才 3.2 万人次，培
训农民总量达到 12 万人次，让更
多“新农人”成为“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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