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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农村人才“回流”的对策
研究

赵 倩 杨 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蚌埠 233100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才“回流”的现象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总结了吸引人

才回流的关键措施，包括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设美丽乡村和发展农村电商等。这些措施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当地

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强调了人才回流对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指出回流人才以其丰富的知识、技能和创新思

维为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文章也提出了促进人才回流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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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的目标与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其目标与任务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切实的紧迫性。该战略着眼于
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全面振兴，旨在构建一个充
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不仅仅意
味着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升，更涉及到农村经济结构的优
化、农村产业链的完善以及农村市场活力的增强。通过引入现
代农业科技、推广高效农业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措
施，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为主导的农村
经济体系。农民收入稳步增加是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效。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等方式，努力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此农
村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开展乡村绿化美化行动等措施，致力于打造一个
山青水绿、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这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
量，也为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注重加强农村
基层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加强
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这些举措努力营造一
个文明和谐、安定有序的农村社会氛围，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保障。

促进农村人才回流是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任务。出台优惠
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回乡
创业就业；加强农村教育和人才培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和职业技能水平；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空间，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农村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
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加强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通过这些举
措，努力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2  农村人才现状分析
2.1  农村人才流失的原因

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使得城市的

繁荣与农村的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增

长，其提供的多样化、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农

村的人才。他们渴望在城市中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个

人价值的最大化。这种单向的人才流动，无疑加剧了农村的人

才匮乏问题。农村自身的发展滞后也是导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原

因。长期以来，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匮乏、医疗卫生条件落后

等问题，不仅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严重制约了人才

的留任和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农村培养出了优秀的人

才，他们也很难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最终不得不选择

离开。农村人才政策的不健全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当前，许多农村地区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方

面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使得农村人才在面对城市的各种诱

惑时，更加缺乏留在家乡的动力。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从根

本上完善农村的人才政策，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有吸引力

的人才机制。

农村人才流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关系到农村的未来发展，关系到城乡之间的和谐稳定。我们

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更应该从社会的、文

化的、心理的多维度去分析它。

2.2  农村人才结构与需求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农村人才问题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

和紧迫性。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梦

想，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其中，人才问题尤为突出，它

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农村与现代化之间。

深入剖析农村人才现状时，不难发现其结构存在着明显的

不合理现象。传统农业领域，人才过于集中，仿佛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漩涡，将大部分的人才资源吸附其中。而现代农业、乡

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却像是一片片干涸的土地，急

需人才的滋润与灌溉。这种人才结构的不均衡，不仅制约了农

村的多元化发展，也阻碍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旗下，农村对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如同新鲜的血液，

能够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而现有人才供给与农村实际

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

沟，将农村与繁荣隔离开来。农村人才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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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困境
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人才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全面振兴

与发展的关键瓶颈。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农
村人才培养机制并未得到应有的完善，这不仅体现在缺乏系统
的培训和教育资源上，更体现在难以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激励和
引导农村人才持续成长的环境上。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农村人才的自我提升和空间拓展，使得他们难以在本地找到
适合自身发展的机会和平台。由于缺乏有效的人才引进渠道和
机制，农村往往难以吸引那些具备专业技能和先进理念的优秀
人才。即便偶尔有外来人才愿意投身农村建设，也常常因为种
种不适应和困难而选择离开。这种“引不来、留不住”的尴尬
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在人才资源上的匮乏。

更为严重的是，农村人才流失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原本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因为看不到家乡的发展前景和自
身价值的实现途径，纷纷选择离开故土，前往城市或其他更发
达的地区寻求发展机会。这种单向的人才流动，不仅剥夺了农
村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潜力，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 
鸿沟。

要破解农村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困境，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
必须完善农村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优化培
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等措施，提升农村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
业技能。还要建立健全农村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让那些
在农村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奖励，从
而激发他们继续为农村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热情。要畅通农
村人才引进渠道。这既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
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农村自身不断提升
吸引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发展特色产业等
措施，为外来人才提供一个能够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舞台。
才能真正吸引那些有志于投身农村建设的人才来到这里，为农
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推动农村人才“回流”的对策
4.1  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

在推动农村人才回流的战略中，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成为
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为了营造吸引力强大的回流环境，
需要政府设计了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覆盖税收、住房、创
业等多个方面，为回流人才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税收
减免措施有效减轻了回流人才的经济负担，使他们能够更轻松
地投身于家乡建设；住房补贴则确保了他们在农村地区能够拥
有舒适的居住环境，免除了后顾之忧；而创业扶持更是为那些
有志于在农村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的创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
政府的这些举措不仅着眼于降低回流人才的生活成本，更在于
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返乡热情。通过优惠政策的引导，政府向
广大在外人才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家乡正敞开怀抱，欢迎他
们回来。这种情感的召唤与实际的政策支持相结合，形成了强
大的吸引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才选择回到农村，为家乡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激励机制方面，为了表彰那些在农村地区做出突出贡献
的人才，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奖励机制。这些奖励不仅具有物
质上的激励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象征着一种荣誉和认可。例
如，“乡村振兴贡献奖”等奖项的设立，让那些在农村辛勤耕
耘、默默奉献的人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这种正向的激
励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了榜样，鼓励更多的人才投身到农
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中来。

除了政策引导和激励之外，职业发展环境对于人才回流的
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为了让回流人才在农村地区同样能够拥有
光明的职业前景，政府应该致力于打造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
这意味着回流人才不仅能够在农村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能在这里获得晋升的机会和职业发展的空间。政府通过与各
类企业和机构合作，为回流人才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业发展平台，
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充分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

4.2  产业发展与人才匹配
在推动农村人才回流的宏大战略中，产业发展与人才匹配

的紧密结合显得尤为关键。政府在此方面的角色不可或缺，它

必须以前瞻性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制定出能够引领农村地区
发展的产业规划。这一规划不仅要清晰勾勒出产业的未来蓝图，
还需为渴望回到家乡的人才描绘出充满可能性的职业画卷。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深入洞察农村地区的真实
人才需求。这种需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动态演变。政府需要建立起一套灵活而精
准的人才需求预测和分析机制。这套机制应该能够捕捉到农村
地区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上的人才缺口，从而为回流人才提
供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确保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然，仅仅依靠现有的人才储备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还需
要在人才培养和引进上加大投入，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体
系，为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种培
养体系应该既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又强调实践技能的磨练，
确保培养出的人才既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拥有丰富的实战
经验。政府还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引进外部人才，特别是那
些具有创新思维和先进技术的高端人才，让他们成为推动农村
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4.3  乡村文化与人才吸引力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灵魂，蕴含着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丰富的民俗风情，它既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柱，也是
吸引人才回归的重要纽带。为了有效促进农村人才的回流，应
当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全面了解和梳理乡村的历史
传统、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文化资源，从中提炼出具有代表
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元素。通过对这些文化元素的传承和创新，
为乡村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从而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 
引力。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需要加大对乡村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投入，确保乡村文化的传承不断层、不流失。
另政府还应积极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民俗节庆、手工艺展示、
乡村音乐会等，让更多人亲身体验到乡村文化的魅力。建设和
完善乡村文化设施也至关重要，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
等，这些设施不仅可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能为回流人才
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当然，仅仅依靠挖掘乡村文化价值还不足以吸引人才回流。
我们还必须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提高回流人才的
生活质量。这包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
化生态环境等方面。例如，加快农村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
设施建设，确保回流人才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的生活；加强农
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回流人才及其家
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实施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打造宜居
宜业的美丽乡村。

5  结束语
展望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乡村文化的繁

荣发展，农村人才“回流”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这不仅有助
于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问题，还能为乡村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
机遇。回流人才也将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推动城乡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紧密和深入。通过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价值、
打造乡村文化品牌以及营造宜居环境等策略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政府、社会、村民等
各方应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和人才回流事
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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