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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

根本宗旨，为人民谋幸福

是 我 们 党 始 终 不 变 的 初

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加强党性锻炼就是要做到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履

职尽责。

一是立足直接联系。

直接联系群众贵在直接、

重在经常，切实增强群众

观 念 和 群 众 感 情 ， 要 人

到、心到、感情到。鼓励

和支持党员有帮扶能力的

党员与生活困难的群众结

成帮扶对子，帮助群众的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鼓励和支持党员积极

参加所在地建立的志愿者

队伍，义务参加党员服务

站 （点） 工作，积极参加

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的扶

贫、支教、保护环境和关

心 下 一 代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农村和街道社区党员

要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所

在党组织设立的联系和服

务群众岗位，履行岗位责

任，努力做好联系和服务

群众工作。

二是聚焦解决问题。

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

一定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把基

层遇到的难题和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党员

干部的“头等大事”，竭尽全力办

好。尤其是对涉及群众生

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

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

定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

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的信

任。鼓励和支持党员参加

以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

主题实践活动，有条件的

党员每年承诺为群众办一

两件实事。

三 是 深 入 基 层 调

研 。 深 入 基 层 ， 特 别 要

注 意 到 艰 苦 地 方 、 困 难

地 方 和 问 题 多 的 地 方 ，

听 取 群 众 意 见 ， 走 访 慰

问 生 活 困 难 群 众 ， 帮 助

群 众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 切

忌 形 式 主 义 、 官 僚 主

义 ， 同 时 注 意 把 调 查 研

究 成 果 作 为 决 策 的 重 要

依 据 ， 充 分 体 现 和 维 护

群 众 的 利 益 。 要 严 明 群

众 纪 律 ， 党 员 干 部 深 入

基 层 联 系 群 众 ， 不 得 接

受 土 特 产 ， 不 得 劳 民 扰

民 ， 不 能 增 加 基 层 负

担 ， 不 能 有 任 何 侵 占 群

众利益的行为。

四是注重培养锻炼干

部，引导干部到基层去，

到群众中去，砥砺作风，

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党

员领导干部要根据各自岗

位职责，定期接待群众，

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解

决的要及时解决，受客观

条 件 限 制 暂 时 不 能 解 决

的，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

协调有关部门创造条件逐步加以

解决。

（作者单位：市委组织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

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

生态。”一棵小树要成长为参天大树，要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一个基层干部要成长为封疆大吏，也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清初康熙年间，今

方山县来堡村人于成龙能从一个基层知县，历经

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成长为

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就充分说明良好政治生态

对干部成长的必要性。

一、于成龙秉持“天理良心”，勤政清廉，勇于
作为，政绩突出，是不断进步升迁的自身过硬因素

于成龙仕途比较顺利，三次举为“卓异”，官

至两江总督，其首要原因是他“打铁首先本身硬”

的个人因素。

（一）秉持“天理良心”，坚持治乱兴废，息盗

安民

顺治十八年（1661 年）45 岁的于成龙被分配

到偏远荒乱的广西罗城任知县。他凭着一腔热

血，“典田卖屋”，筹措盘缠，以“此行绝不以温饱

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志向，毅然赴任。

当时罗城战乱刚停，匪多民少，城池毁弃。

于成龙茅屋土案理政，深山老林缉盗。采用保甲

法，防盗禁匪，劝民农耕，恢复生产；兴建学校，建

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为此，于成龙被朝廷表

彰为“卓异”，任命为四川合州知州。

于成龙升任武昌知府时，“三藩之乱”爆发，贵

州、湖南望风披靡。于成龙手下、麻城人刘君孚也

接受吴三桂“副将伪札”，聚众策动叛乱。于成龙力

排众议，亲自去叛贼山寨招抚贼首刘君孚。

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又一次暴乱发生。于

成龙兵分数路，主动出击，亲自带着黄州城里兵

民几百人和几千乡勇，直抵叛军盟主何士荣的老

巢。当叛军矢石密集，千总吴之兰战死，乡勇纷

纷后退时，于成龙冒着如雨乱箭，纵马杀入敌

阵。乡勇们转身奋勇作战，一举击溃叛军。战斗

二十四天，全部讨平“东山贼”。

（二）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创新土地政策，为

国分忧

于成龙任四川合州知州时，经过长期战乱，

下属三个县，在册平民只有一百多人，每年正赋

仅十五两。于成龙发现流民乱跑，不愿开垦荒地

的原因，主要是惧怕原主认业。长此以往，流民

变成贼民。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于成龙采取

了大胆举措，规定“禁止原主认业”，土地“凡一占

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并由政府主持为垦荒

者区划田舍、登记注册。这就明确了新垦土地的

产权，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极大地调动了老百

姓垦荒的积极性。“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

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

千计”。不到二年，合州田地开辟，人口骤增。这

项“禁止原主认业”的规定，15年后成为朝廷奖励

垦荒的国策。

（三）坚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严守法纪，勤

勉不辍

于成龙清正廉洁，率先垂范。从政 20 多年，

老百姓送他多个雅号。罗城老百姓叫他“半鸭知

县”。《于清端公政书》记载，有一年于成龙的大儿

子于廷翼从永宁州老家来看望他。临走时，他想

给儿子带点东西。找了半天，只有一只咸鸭子，

便割下半只让儿子带上。

在黄州府同知任上，老百姓叫他“于糠粥”。

康熙十年，黄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于成龙一边

开仓赈灾，一边劝富豪人家解囊济困。他率先垂

范，把仅有的一匹骡子“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

日而尽”。无米下炊，于成龙就吃用舂米后糠皮

磨碎炒熟做成的“糠粥”。

在 两 江 总 督 任 上 ，老 百 姓 叫 于 成 龙“ 于 青

菜”。“两江”，即江南、江西两省，范围包括现在的

江苏、安徽、上海、江西四省市。来到江南富庶之

乡，于成龙不改初衷，“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

侑（you）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老百姓因而亲

切地称他“于青菜”。在他严格的约束下，“仆从

无从得茗，则日采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不 仅 自 身 过 硬 ，于 成 龙 反 腐 倡 廉 决 不 手

软。康熙十九年，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颁布了

《严禁火耗谕》，同时禁止官员之间馈赠礼品。

这年中秋节，大名县知县专门备了“薄礼”，送

到巡抚衙门。于成龙十分恼火，立刻起草了《严

禁馈送檄》，给予严厉通报批评。直隶送礼之风

由此收敛。

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时，亲手制定了《示亲

民官自省六戒》《兴利除弊条约》。并公开声明：

“本部院下车，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之

馈送！”

正是于成龙过硬的个人节操，不仅落实了朝

廷的倡廉思想，为下级作了表率，也为自己的晋升

创造了条件，为构筑良好的政治生态做出了贡献。

二、从下而上，一批勤政廉洁、公正无私的上
级官员的褒奖举荐，为于成龙铺设了良好的晋升
台阶

历代吏治案例表明，廉能官员的健康成长离

不开一批风清气正、爱廉肃贪的上级官员的保举

简拔。

（一）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赏识廉能，大胆举

荐，成为于成龙进入仕途后升迁的关键一步

金光祖任广西布政使时，恰遇康熙二年广西

乡试，罗城知县于成龙被抽调去监考。当时众多

官员穿着光鲜，只有于成龙“敝衣破履”。金光祖

问他为什么穿得这样破旧。于成龙回答：“卑职

初任罗城，未及三年，既无功于国，又无德于民，

若华衣美服，何异于盗哉！”这番话使金光觉得于

成龙志向不凡。于是多次与他座谈，于成龙如实

地汇报了治理罗城工作，反映了民众疾苦，提出

了严肃治吏、禁绝滥派、关心民众、发展生产、慎

刑减负等施政主张。金光祖十分赞赏。并专门

到罗城县视察，掌握了于成龙的廉能事迹。

清代初年，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朝廷要求

各级保举廉能官员，并实行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

度。最优者由主管领导签字后举为“卓异”，直接

提拔。因为罗城是典型的贫困县，各项经济指标

落后，赋税少，对国家贡献小。于成龙虽然个人

操守好，但政绩分数低，评语一般。已经升任广

西巡抚的金光祖，审阅了于成龙的考核材料，对

考核组的评定结果很不满意。把新任布政使和

按察使叫来说：“其他人的情况不大清楚，于成龙

的卓越表现，我十分了解。你们的考核不公道。

如果不把于成龙推荐上来，我亲自向朝廷举荐！”

布政使和按察使不敢怠慢，只好给于成龙重

写评语，竭力美言。金光祖便与两广总督卢兴祖

共同上疏，称“罗城在深山间，民风顽悍。于成龙廉

洁有为，建学馆，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

州。临行前，金光祖知道于成龙清贫，特为他备

好了路费，并修书与四川总督、巡抚推荐。金光

祖说：“我知你治罗有方，清廉卓绝，故上疏朝廷，

全广西只荐你一人为卓异。当下国家正值用人

之际，......望你切莫负我举荐之苦心。”于成龙十

分感激，把自己对治理广西的建议，写成《再对金

抚台问地方事宜》的文章，敬献给老领导。

（二）湖广巡抚张朝珍勇于担当，大胆任用，

为于成龙走出人生低谷，平乱立功升迁奠定了重

要基础

康熙八年，于成龙调任湖北黄州府同知。当

时黄州匪盗猖獗，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百姓。于成

龙采取以盗治盗的办法，招抚了土匪头子彭百

龄，令其捕盗自赎，将功补过。他还假扮乞丐，深

入虎穴，然后寻机潜出，带领捕役将匪贼一网打

尽。于成龙常微服私访，断案有方，为民请命，深

受拥戴。张朝珍再一次推举于成龙为“卓异”。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以“卓异”拟任福建建宁

府知府，张朝珍上疏朝廷并得到批准，将于成龙

转任湖北武昌府知府。为配合清军南下打击叛

军，于成龙奉命造桥。当时梅雨连绵，洪水凶涌，

大军没有到来，桥就被大水冲垮。于成龙因此获

罪被革职。年近六旬的于成龙心灰意冷，打点行

装，准备回老家永宁州来堡村当农民了。

在这逆境中，张朝珍特意将他安顿在府上住

下，帮助处理杂务。于成龙在此接受了剿匪平叛

任务，单枪匹马招抚了以刘君孚为首的叛军。接

着又剿灭了久攻不下的黄金龙山寨，彻底平定了

东山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朝珍很高兴，立即上疏朝廷，很快恢复了

于成龙职务，被任用为黄州府知府。张朝珍还把

于成龙的廉能表现和临危不惧、招抚叛军的特殊

功绩，向朝廷写了专报，由此于成龙给康熙留下

了深刻印象。

（三）康亲王的大力支持与举荐，成为于成龙

垮入封疆大吏的重要环节

康亲王名爱新觉罗·杰书，是清代六大亲王

之一。康熙十三年，康亲王奉旨率军南下平叛，

后驻军福州，兼理当地政务。于成龙任福建按察

使后，不计个人得失，多次到康王府汇报情况。

一是为“通海案”平反。当时福建的监狱里关押

着数千名普通百姓，罪名是“通海”。于成龙调阅

案卷得知，原来为了打压台湾郑氏反清势力，朝

廷颁布了《迁海令》，严禁民船商船私自入海。但

沿海老百姓不出海打鱼贸易，无法生存，并不是

给敌人送补给。于成龙向巡抚吴兴祚、总督姚启

圣请求放人。吴和姚认为朝廷的严令，都不敢答

应。于成龙亲自找到康亲王杰书申诉，并请康亲

王到监狱里实地考察。康亲王久闻于成龙清廉

大名，又亲眼看到他为百姓利益，敢于担责，深受

感动。于是“悉从其请”，破例批准于成龙重审

“通海案”，把数千名蒙冤百姓平反、释放回家。

二是解决清军扰民问题。数万清军长期驻

扎福建，征调大量民夫服务军队。有些坏军官欺

负老百姓，甚至抢民女做奴婢，百姓怨声载道。

于成龙非常心焦，但又惹不起清军，便筹集银钱，

赎买被劫民女回家。为此民众负担骤增，清军扰

民毫无收敛。于成龙便放胆找康亲王汇报。康

亲王听了，认为他小题大作，故意夸大事实。于

成龙说服并陪同康亲王亲自调查，结果发现情况

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于是，废除了无偿征调民

夫的做法，严惩了一批违法乱纪、祸害百姓的军

官。为此，康亲王专门上疏举荐于成龙，认为有

这样为国操心的官员是大清之幸。并在回京后

向皇上汇报，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

正是一批公正无私、爱廉举能的督抚官员的

保举，不仅为于成龙晋升铺设了进步的台阶，而

且本身构成了康熙时期良好政治生态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

三、清朝初年，国家励精图治，康熙皇帝奖廉
惩贪的思想，为于成龙的进步创造了宽松的从政
环境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自上而下、全面、综合治

理的成果。所以康熙帝十分注重用运思想教育、

制定条规、重奖重用、树立榜样、严惩贪官等多种

手段，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

（一）康熙皇帝颁章立制，整饬吏治，戒奢崇

俭，奖廉惩贪，广开言路，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

康熙帝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执掌朝

政后，首先端本澄源，宣明政治，表明反腐倡廉的吏

治思想。他指出，“官以清廉为本，吏尤以廉为贵”，

“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

安”。他亲自撰写了《庭训格言》《勤俭论》《廉静论》

等文告，提出“以俭养廉，廉吏必节俭”的思想。亲

自带头节俭，诸王大臣效法，形成风气。

其次突出重点，狠抓关键。重点抓容易导致

吏治腐败的中央各部院官员，官宦和督抚。他指

出“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

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清。（《康熙政要》卷六）”

其三，广开言路，鼓励上疏。采用以小治大

办法，鼓励文武百官积极建言献策，风闻言事。

由此，形成康熙年间“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

朝野形成浓厚的反贪倡廉氛围。

（二）严惩贪官污吏，特简廉政官员，形成廉

能光荣，贪腐耻辱的氛围

首先是重奖廉能官员，树立了清官榜样。于

成龙出身汉人，学历副榜贡生，出仕年龄 45岁，没

有任何竞争优势。但仅凭清廉、能干，受到康熙

皇帝的厚爱。康熙二十年，康熙帝两次召见于成

龙，说：“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为难得。闻尔昔

在黄州，土贼啸聚，尔往招之，即时投顺解散，何

以致之？”于成龙回答道：“臣惟宣布皇上威德，未

有他能。”康熙听了非常高兴，给予重奖，说“知你

家什凉薄，特赐内帑银一千两，朕亲乘马一匹”。

奖励之后，觉得力度不够，又下旨提拔为两江总

督，为百官树立了榜样。其时也重用了首席大学

士吴 ，两江总督傅拉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山

西巡抚倭伦，河道总督陈鹏年，福建巡抚陈殡等

一大批清官。形成政治清明的氛围。

其次是启用重典，严惩贪官，起到重大威慑

作用。康熙十九年，谕吏部衙门：“致治安民之

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而后积弊可清，闾

阎不扰”。为此他严惩贪官蠹虫。如镇压前朝重

臣、战功卓著而“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

罔上行私，肆意妄为”，的鳌拜。查办了武英殿大

学士、贪墨无厌，货贿山积的“明珠党案”。康熙

在南巡、西巡时，一路考察，一路惩贪，发现一个，

撤办一个，绝不手软。如对收受商人贿赂的侍郎

宜昌阿，广东巡抚金俊拟斩或革职。对侵没吴三

桂应缴公家财的湖广总督蔡毓荣等，籍没家产，

鞭一百发往黑龙江。严处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

尔图，巡抚穆尔赛，总督喀礼等一批贪官，从而匡

正了时弊，端正了官风。

康熙三十年大赦时，把贪官污吏放在不赦大

罪首位，并诏令“赃官遇赦免罪者，不许复职”。

（三）亲自巡察审核，辨别真伪，为廉吏平冤，

激浊扬清，弘扬正气

澄清吏治，说来容易做时难。如何察奸辨

佞，惩恶扬善，成为廉政建设的关键。为此康熙

帝“朕躬亲理”，平冤纠错，严惩奸佞，形成了清正

廉明的政治环境。

山西巡抚穆尔赛，贪腐至极，罪恶昭著。但

朝中大学士、九卿多人包庇欺君，说穆尔赛为人

老实不生事。但御史钱钰疏劾他“加派火耗，贪

钱敛财”。为此，康熙帝将穆尔赛提京严审。经

查实，康熙帝非常震怒，将包庇者大学士勒德洪

等各降两级，将满族九卿科尔坤等各降三级，将

穆尔赛处以“斩监侯”极刑。

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由于严肃吏治，举优

劾贪，触动了部分官员的利益，于是罗织罪名对

他诬陷诬告。特别是康熙二十二年，有人借中军

（相当于侍卫长）田万侯倚势作弊，上书弹劾于成

龙年老昏愦，为下属欺蒙，多行不法。由于各种

不利声音，康熙皇帝也真假难辨，甚至认为于成

龙“居官不如从前，殊觉改操矣”。于成龙受到降

五级处分，总督职务不变。于成龙百感交集，一

年上疏两次，请求退休。康熙皇帝没批准，于成

龙十分感动，为国家社稷耗尽精力。

康熙二十三（1684年）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于

成龙去世。康熙帝闻知十分伤感，撤销处分，但

没有赏赐哀荣。当年冬天，康熙帝第一次南巡，

从各方面察访江宁吏治与于成龙的官风。经调

查了解，发现于成龙并没有改操，是一些人攻击

陷害。回京第二天,康熙帝就在乾清宫召开满汉

大学士、九卿会议，当众颁布谕旨：“朕亲历江南

采访，已故督臣于成龙居官廉介，洁己奉公，自闾

巷细民及各省之人，无不望风推服。此等情操，

从古以来，实罕其匹，当为廉官第一”。并为于成

龙赐谥“清端”，赠太子太保，准一子入国子监学

习。同时批准入祀京城贤良祠，享受国家祭奠。

又以朝廷名义赐祭葬、制御诗，康熙帝还亲笔为

于成龙书写碑文。皇帝的言行，进一步优化了政

治生态。

虽然于成龙处于封建专制时代，缺乏简拔官

员的科学机制。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于成龙仕途史表明，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自上而下综合治理。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讲：“公道正派才能出清风正气，廉洁自律

才能塑良好形象。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要靠全党上下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吕梁市政府办公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新旗帜，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的新机遇。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5方面 20个字的总体要

求，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

大部署，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谋划了管

全面、管长远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

计，这是新时代统筹推进农村特别是贫困

村“五位一体”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紧抓机遇、

砥砺奋进，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落地生

根、实施见效。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

一体推进、一起发力，不能顾此失彼、相互

代替。产业兴旺是重点，既要“农业兴”更

要“百业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产融

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生态宜居是关

键，要发挥农村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大优势

和宝贵财富，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

底色；乡风文明是保障，要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一起抓，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治理有效是基础，要把乡村治理作为固本

之策，通过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的基石；生活富裕是

根本，要通过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群众生

活得更美好。为了强化实施的协同性、关

联性、整体性，必须遵循习总书记“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的重要论述，全

力做好发挥三个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这篇

大文章。

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农村两

委班子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的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直接

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

发挥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

服务群众的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

程中，党支部、村委会既是实施的“指挥

所”更是推动的“先锋队”。要遵循新时

代两委班子建设的总体要求，针对村级班

子政治领导力不强的问题，突出政治建

设，落实“三会一课”，把两委班子建设

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的坚强

战斗堡垒；针对村级班子思想引领力不强

的问题，突出理想信念教育，践行“两学

一做”，把两委班子建设成为团结动员群

众的坚强战斗堡垒；针对村级班子群众组

织力不强、社会号召力不强的问题，突出

“三基建设”，实现集体经济破零，把两委

班子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

大战斗力。

二、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贫困群众

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乡村振兴的主

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必

须依靠全体村民实实在在的参与和行动，

发挥村民自建家园的热情和作用。一要发

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中的主

体作用。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补短板、强弱项的重点任务，乡村振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二者是内

在统一的，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摆脱贫困，脱

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对贫困乡

村而言，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脱贫攻坚。

要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

以乡村振兴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

以乡村振兴奠定脱贫后根本改变贫困面貌

的坚实基础。二要处理好扶贫与扶志、扶

智的关系，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

主角作用。扶志，就是扶志气；扶智，就是

扶智力。在乡村振兴与奔小康的路上，只

有引导教育村民成为有志气、有智力的新

时代农民，才能找到脱贫和致富的路子，激

发干事和创业的热情，更好地投身乡村振

兴、建设美丽乡村。

三、要充分发挥农村人才的带头引领
作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习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

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打造

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一要加

快农村两委带头人才的培育。农村大发展

的关键是培育带头人。党的十九大明确把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

求，提出了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培

养、配备、管理、使用的具体要求。对贫

困村而言，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抓党建

工作促乡村振兴，拓宽农村一线锻炼培养

干部的重要途径，完善选派农村第一书记

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

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形

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二要加强农村乡土专业人才的培育。人才

技术匮乏既是贫困乡村致贫的短板又是贫

困乡村振兴的出路。在乡村振兴与精准脱

贫实践中，谁掌握的先进适用技术多，谁

的精准脱贫步子就走的快；谁拥有的乡土

人才多，谁的经济发展就增长的快。要创

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畅通智力、

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

村建设；要组织精准化乡土人才培养行动，

按照“以能人示范带动实用技术推广、以实

用技术致富一方百姓”的理念，既抓住“能

人型”贫困村乡土人才重点培训，又抓好大

多数贫困村实用科技普及培训，把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与乡土实用科技人才统一起

来，为贫困村培养成千上万懂科技、用科技

的乡村科技人才，使乡土人才成为农村经

济的领头人、科技推广的示范者、特色产

业的导航者、脱贫致富的帮扶者。三要加

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的培育。让愿意

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

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

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

展才华、大显身手。四要加强农村回乡创

业人才的培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

新型城镇化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总

体看，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贫困乡村人口向城市外流集中的

趋势短期内不可能逆转，但今后人口回归

回流农村的现象将会大量出现，要让乡村

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轮子”一起转，

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

来”的关系，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村的

留得安心；要创造条件让农村的产业留

人、环境留人，让农村发展的机会吸引

人。当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民成

为令人向往的职业，农村发展就会生机勃

勃，乡村振兴就会全面实现。

（作者系中北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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