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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更多新农人走向田间山川
青春力量与现代农业双向奔赴引领乡村振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强调，要推进乡村振兴，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包括
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庄振文在
内的多名委员关注了乡村振兴
的话题，尤其是如何吸引青年人
才返乡。“乡村人才相对匮乏，甚
至有的地方出现了‘人走地空’
或‘老弱守乡’的情况，建议能让
更多青年人才返乡，助力乡村振
兴。”郁瑞芬表示。

2022年，我国预计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18.5
万亿元、增长 4%左右，全国 832
个脱贫县每个县已初步培育2～
3个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特
色主导产业。在上海来伊份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郁瑞芬看来，各
地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充分证
明，“土特产”可以做成大文章。

但目前，“土特产”存在诸多
问题，比如标准化生产水平不够
高，品质差异大。“目前，‘土特
产’存在消费者难以辨识品质、
价格差异较大、多次购买时的质
量不稳定、需求供应不对等方面
问题，甚至出现购销信任危机。

‘土特产’品牌整体上散而不强、

多而不响，难以发挥品牌效应。”
郁瑞芬指出，此外，还存在农业
科技创新不够，产业链延伸不足
等问题。各地“土特产”门类很
多，但普遍面临产业链条较短的
问题，大部分停留在初级生产环
节，其规模通常比较小、零散不
成体系，缺乏精深加工，尚未形
成从生产到加工、包装、储运再
到销售和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

郁瑞芬强调，要提升农产品
标准化，要将标准化融入并渗透到
农业农作生产的全过程、各环节。

郁瑞芬建议，要构建乡村产
业人才供应链，即做好“大学毕
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

乡、企业家入乡”的四乡人才积
蓄和培育，让产业经营人才、技
术人才、管理人才“愿意来、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

台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庄振
文委员认为，农业产销对接智能
化是数字农业农村的重中之重。

“目前的人才队伍无法匹配
产销对接智能化。”庄振文指出，
农业劳动力老化、弱化、外地化
是当前农业面临的严峻问题。
有调研发现，农业缺乏匹配产销
对接智能化的人才。以蔬菜、水
果经营为例，经营主体多以散
户、外来人、老人为主，老龄化、
低学历的这部分群体难以快速

熟练掌握数字化技术。
他建议，培养综合型人才，注

重培养方式的适用性和便捷性。
充分考虑不同人才的知识结构，
特别是对智能化弱势群体，开展
相匹配的培训和培养。开展信息
化人才下乡活动，针对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信息化知识普及和网络
新技能培训，提升农民信息化素
养，为有效提高生产数据入网的
准确性奠定坚实基础。针对农业
经营主体在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从
设备采买使用到产品售后处理，
为网红赋能，使其熟练掌握淘宝
直播及开店技能。

让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
赋能乡村振兴

黄勇平曾经是中国科学院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
究员，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面
向乡村振兴，他认为，应该用好
项目和科学技术赋能，特别是企
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要发挥所
长，实现双赢。

“浙江衢州领导来我们研究
所交流时提到了一个现象，有企
业到适合香柚种植的常山县，大
规模开展常山胡柚和香柚的种
植，开发出柚香谷饲料。这种新
型饮品由于口感好深受市场欢
迎。当地胡柚和香柚几年前1元/
斤都滞销，现在均价3元/斤以上
仍然供不应求。”黄勇平举例说。

原来，企业在香柚收购、加
工和销售各个环节都为当地农
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让农民实实
在在得到好处，农民种植香柚的
积极性提升。根据市场发展需
求，企业不断扩大香柚种植面
积，扩大饮品产能以便占据更大
市场。企业初步成功后，又积极

寻找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开发从一般饮品到功能性饮品
的新型系列产品。

“这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引导
当地经济发展的案例。”这带给
了黄勇平很多启示，总结这样的
成功案例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大
有裨益。但是，成功案例有时难
以复制，究其原因，主要还存在
着诸多信息不对称、配套服务跟
不上和科技支撑不足的问题。

为此，黄勇平建议，乡村振
兴主管部门搭建智能化信息平
台，针对乡村引进项目和企业项
目落地的需求，有目的地实现项
目引进与落地的匹配，提高项目
引进和落地的效率。同时，对将
要落地的项目实施项目推进小
组负责制，找出共同规律以解决
所有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黄勇平建议，高
校和研究院所为企业研发提供
持续性的科技支撑，为了鼓励企
业研发，应给予乡村振兴落地项
目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通过
划片包干的方式将行政区域内
能够调动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资
源与企业进行匹配，为企业的研
发提供持续性支撑。

引导青年勇当“新时代
新农人”

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推进乡
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质
劳动力。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
子，也要双向流动。一方面在城
镇化过程中成为新市民，另一方
面农村对人才需求很大。”

对此，黄勇平深有共鸣。在

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赋能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年轻人一定要挑
大梁！黄勇平认为，应该加大力
度呼吁和引导新时代知识青年
勇于到田间地头的广大空间，找
到舞台，施以才干，成为新时代
的新农人。

“新时代青年更可以带着技
术带着项目，到乡村振兴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用敏锐眼光和一
身本领，因地制宜地去拓展项
目，这样，乡村振兴的针对性效
果会更好，同时，还有许多青年
可以趁大好机遇回乡创业，把更
多的资源盘活起来。”黄勇平说。

黄勇平相信，年轻人多了，
思路开阔了，附带而来的当地就
业机会也会增多，让乡村振兴和
年轻人未来的就业结合起来，一
定会对乡村振兴有很大贡献。

“脱贫攻坚时，输血式脱贫
帮扶是可以存在，那么，乡村振
兴一定是造血式，它就是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大有可为
的事业，新时代青年要以青春的
奋斗和担当谱写下乡村振兴的
新华章。”黄勇平说。

与现代农业双向奔赴
互相成就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
区浦锦街道芦胜村党总支书记
张义民对于“要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
及总书记的关切寄语，同样倍受
激励和鼓舞。

“我们农村就怕一窝蜂，大
蒜贵大家种大蒜，草莓贵大家种
草莓，到时候，最受伤的还是我
们农民的利益。”张义民说，乡村
振兴一定要找准自身的产业特

色在哪里，“我们每个书记都要
责无旁贷把自己村的产业经济
搞上去，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
来”。此外，还要做好乡村治理，
让老百姓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与此同时，当下的芦胜村正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互联网+农
业”的发展模式，“村内种动员”

“乐夫农场”等应用现代灌溉、栽
培和绿色防控技术，助力生态农
业发展，打造线上智慧农场产销
一体化平台，为乡村产业管理赋
上新动能。在“新农人”的带动
下，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全新改变广
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给乡村
面貌带来新变化，让农民过上好
日子。

当下，芦胜村里就有一个合
作社，吸引了几名农科大毕业的
年轻人，因为技术过硬，思路开
阔，这个合作社是做得最好的。

年轻人的蓬勃朝气、锐意敢为，
令张义民切身感受到了创新活
力，他也特别期待更多年轻人看
到乡村振兴的机遇，前来发展。

“新时代新农人，胸怀创业
理想，拥有更多的农业知识、更
多的先进技术，创新和营销思路
样样有，他们植根于新农村，可
与现代农业双向奔赴，互相成
就，也必将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
蓬勃力量。”

今年两会，张义民还带来了
两份建议，一份是《关于加快推
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
套政策的建议》，另一份是《关于
总结全国农村改革试验经验进
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立法建议》，就是希望为
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
政策上的指导，让更多人放开手
脚，迈上更大更广的干事创业舞
台。

全国人大代表黄勇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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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让许多代表深有共鸣，积极献计献
策。全国人大代表黄勇平感到，新时代青年面对乡村振兴更是迎来了大有可为的好时机，充满着机遇和希望。他认为，特
别是怀揣技术的新时代知识青年更应该勇于走向祖国的田间地头，山川大海。上海代表团的张义民代表是一名乡村干
部。他同样期待更多青春力量实现与现代农业的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全国人大代表张义民（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