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内功 为新农村建设引进人才做好准备工作 

文/步秀君 马秀英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
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
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可是，面对如此美好的蓝图，许
多地方政府陷入了新农村建设的人才瓶颈。 
   要解决新农村建设的人才瓶颈问题，一是引用好身在他乡的“乡土能人”，做好“回归工
程”，这些人是在外务工的成功人士，他们有见识，有资本，乐于为家乡建设出力、献策；二是引
进外来人才，吸引外地企业、大学毕业生参与新农村建设，外来人才只有靠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才
能打动他们的心；三是留住人才，也就是留住在本地创业有突出成就或小有成就的人，这些人了解
本地发展的主客观因素，试图谋求更大发展。  
   但是要做到本地人才回归、吸引外来人才、留住人才，必须下气力强化内功，使农村环境更
适于人才的发展，更具吸引力，这样才有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此应当做好“八个着力”
“十个必须”，为解决人才瓶颈问题做好铺垫。 
????“八个着力”：一是制定新规划，重点解决盲目无序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应以科学规划为
龙头。规划包括村镇建设和产业发展两个规划。在制定规划时要立足当前、把握长远、统筹安排，
广泛听取基层和农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按照方
便农民、提升农村、发展产业的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农民居住区、产业发展区以及发展教
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不搞一刀切，不搞盲目攀比，不搞形式主义，坚决杜绝劳民伤财的
“花架子工程”，切实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行性。二是培育新产业，重点解决农民增收
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检验新农村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要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突出
抓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走建设大基地、培育大龙头、开拓大
市场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不断增加农
民务工收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全面振兴地方经济，为农村转移富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三是建立新机制，重点解决农业投入问题。建立健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统筹发展、协调
推进”的长效机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要扩大公共财
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努力形成稳定、多元的农业投入格局。
四是构建新体系，重点解决服务农民问题。要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以科技服务型、市场营销型、综合服务型为主的各
类行业协会、商会和农民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壮大农业经纪人队伍，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
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开拓能力。五是改善新设施，重点解决村容村貌问题。加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大力整治村容村貌，根本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全面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民群众切切实实得到新农村建设的实效。六是培育新农民，重点解决农民
素质问题。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必须切实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要大力发展农村教
育事业，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广泛开展面向农民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和文化活动，通过多渠
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培养和造就
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其真正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
骨干力量。七是树立新风尚，重点解决文明创建问题。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要保证。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开展
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
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逐步形成健康文明的农村新风貌。当前，特别要在广
大农村大力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健康向上的文明新风吹进千
家万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八是强化新组织，重点解决谁来领导的问
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围绕加强先进性建设课题，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创造力，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政治
上要严格要求，工作上要大力支持，生活上要热情关心，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和解决实际
困难，充分调动他们带领农民群众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单纯地等同于农业生产建设，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改善村容村貌，必须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面进步与
全面发展。 
围绕这个目标和要求，探索“十个必须”的发展途径：一是建设新农村，必须保口粮。坚持“一手
抓保护、一手抓增产”的方针，在严格保护耕地、努力提高粮食单产能力的前提下，全面实施粮食
丰收工程；二是建设新农村，必须搞种养。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利用荒山、荒沟、荒滩、荒坡，
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养猪产业，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三是建设新农村，必须兴企业。针
对农村剩余劳力转移困难的问题，积极探索农村工业化之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项目，全方位拓
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四是建设新农村，必须城带乡。大胆推进户籍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统筹
城乡就业、加大劳动保障的“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努力促进产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
集中，土地向经营大户集中；五是建设新农村，必须进市场。通过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发展农民经
纪人队伍和行业协会、商会、专业合作社等中介服务组织，为农民进入市场铺路架桥；六是建设新
农村，必须办教育；七是建设新农村，必须保健康；八是建设新农村，必须稳一方。九是建设新农
村，必须树新风。持续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十星级文明户”等活动；十是建设新
农村，必须精选将。农民要致富，关键在支部。通过各种形式，培养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
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老百姓信得过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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