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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乡 土 人 才让 乡 土 人 才““ 香香 ””起 来起 来
——““土专家土专家”“”“农创客农创客””成为我市乡村振兴重要力量成为我市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
发展和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随着国家、省、市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不
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土专家”“农创客”回到农村大显身手，描绘精彩的
美丽乡村新图景，已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眼下，这些乡
土人才在广阔的田野里“拳脚”施展得如何？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日前，记者深入部分县区进行采访。

连日来，镇平县侯集镇南门村的李朋维

吃罢早饭就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忙碌

的一天。“过年那几天，白天走亲戚，晚上熬

夜卖锦鲤，虽然累，但很充实。”李朋维乐呵

呵地说。

春节对于李朋维来说是个“黄金周”，节后

七天网上销售额近两万元。这几天，好几个在

外打工的同村人带着“礼物”上门，主动表示要

跟着李朋维“学艺”。由于母亲患病，两个孩子

需要抚养，前些年在外打工的李朋维在镇、

村干部的引导下，来到镇电商孵化基地参加

了电商技能培训，开始了自己的新“农活”，

借助电脑和手机这些“新农具”，在家里注册

成立了工作室，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同样，尝到返乡创业甜头的还有淅川人

张云鹏。

3月 23日，紧靠丹江口水库的淅川县大

石桥乡西岭村，在融融暖阳下，水碧山青，更

显祥和。葱茏的山上，人们或栽树，或剪枝，

干得热火朝天。“今年秋天山上果树要大挂

果，管护马虎不得，还想趁村里打工的人没

走，多栽些果树……”张云鹏向记者挥挥长

满老茧的手，风尘仆仆往山下走。

张云鹏是土生土长的西岭村人，凭着年轻

有闯劲，南下广州，经过近 20年打拼，创办了

以鞋底外销加工为主的企业，固定资产已达

9300多万元，年产值近 1亿元。几年前，张云

鹏了解到县里出台财政扶持、品牌认证奖励、

基地建设奖励等优惠政策，决定返乡创业。“在

老家石头山种上果树，既绿化了荒山、保护了

水质，还能带富群众，这可是个绿色银行！”

张云鹏在村后山上栽植杏李、核桃等经济

林果，如今，已经种了 4000多亩经济林，并通

过合同化造林，绿化石漠化荒山 1000余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年山上果树全到

了盛果期，到时游客站在山上看丹江水、吃鲜

果，钱能少赚？估计到时候能净赚 100多万

元。”张云鹏指着后山上的林果，算了一笔账。

张云鹏的基地也带富了乡亲们。“十几

户贫困户在基地做日常管护，每月包吃住

2200元。用工高峰时，附近几个村近 200人
都在这里，每人每天能挣 80 元～100 元工

资，每户净增收 2000元以上。”西岭村党支

部书记李国梁说。

近年来，在南阳大地上，有不少“农创

客”实现了从“外出谋发展”到“返乡当老板”

的转变，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得益

于我市抢抓一线城市产业调整、人才回流的

机遇，通过凝聚乡情、激发乡愁，吸引各类优

秀在外人才总部回迁、项目回移、技术回乡，

带动各种要素回归，集聚了发展新能量。

目前，全市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近 300万
人，各类回归创业人员约 14万人，回乡建立

各类市场主体 10万多个，累计带动就业 70
万人，帮扶贫困人数 10万多人。其中，回创

人员投资创办 1000万元以上企业 1638家，

投资创办亿元以上企业 350家。

本报记者 陈 琼 文/图

“农创客”扎根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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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卧 龙 区 七 里 园 乡 扶 贫 就 业 基

地，员工们正在加工艾绒制品。

▶淅川县滔河乡技术员邵元丰在杏

李基地指导果农对果树打药。

▼宛城区汉冢乡高新洋家庭农场农

场主高新洋正在查看小麦长势。

▲西峡回创人才周锋在育苗室里查看石斛长势。

曾经的“孔雀东南飞”，为何会变为如今

的“凤还巢”？亲历者认为，因为家乡发展势

头更好了，机会更多了。

在宛城区汉冢乡高新洋家庭农场，满目

绿色，生机盎然。像往年一样，一过完春节，

农场主高新洋就在地里忙活起来，除草、施

肥、喷药。

今年 51 岁的高新洋曾经在外从事货

运，拼搏多年挣了钱，把眼光转回家乡，创办

了高新洋家庭农场。农场采用保护性耕种

技术，实行农机农艺结合，其中种植小麦

1100亩，亩产量 550公斤左右，每年的毛收

入约 70万元。在自己受益的同时，辐射带

动了周边的农户，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

好评。

省畜牧局高级人才朱永放弃郑州的高

薪工作，回到西峡县二郎坪镇发展养蜂业。

他成立了德森蜂业有限公司，还建立了 20
余人的养蜂技术专家团队，同时为每村培育

3～5名致富带头人，不断提升企业的示范带

动效应。“咱老家营商环境更好了，人力成本

低，回来创业还能带动邻里乡亲一起奔小

康。”朱永对未来信心满满……

不少在外谋发展的务工人员看准家乡的

发展机遇，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为了鼓励

更多人返乡创业，我市思路清晰，措施到位。

创业有平台。政府注重运用各类创业

平台载体“筑巢引凤”，建设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返乡创业园、电商孵化园、众创空间等，通

过产业孵化、创业辅导、房租水电减免等形

式给予支持，吸引回创项目入驻。

镇平县专门划拨资金 100 万元用于补

贴建设基础条件好、发展意愿强的乡镇返乡

创业园区，现已建设返乡创业园 21个，入驻

项目 85个 ,达成意向项目 18个；内乡县投资

数亿元建成了占地面积 72 亩的电商孵化

园，已入驻 92家企业，年总销售额近 3亿元，

带动就业 2000余人。

融资有支持。市财政局出台了《财政支

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条政策措施》，定期组

织银企对接，由政府贴息为中小微回创企业

争取小额贷款，建立回创农业开发项目资金

支持制度。

方城县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创业贴息

贷款扶持，对于符合条件但创业资金不足的

返乡农民工，给予 10万元～15万元的财政

贴息贷款；南召县每年安排农村创业创新专

项资金 2600万元，为农村创业人士提供金融

扶持，对返乡创业创新人员给予税费减免、社

保补贴、人才招聘、创业场地、科技创新等方

面优惠，最大限度减轻创业创新成本。

培训有渠道。狠抓“创新培育模式，提

高培育效果”“准确把握标准，规范认定管

理”“制定优惠措施，落实扶持政策”“巩固培

育效果，加强跟踪服务”等四个方面工作，立

足科技引领，努力提高培育对象创新创业能

力和引领带动能力。

我市树立了全国人大代表赵昭、全国

农村致富青年带头人徐红飞等一批“有名

望、能带动、可复制”的模范典型，打造了伏

牛山百菌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召

县锦天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一批“叫得响、

拿得出、看得见”的培育基地。让这些接地

气的农业土专家、创业成功人士、经营能手

教会农民干、做给农民看、帮着农民赚，提

高培育效果。

政策给力 在农村开辟新天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返乡入

乡创新创业成为新趋势，大批农民工返乡创

业，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和科技人员入

乡创业，“土专家”“农创客”成为农村产业发

展的“代言人”。不过，在返乡入乡创业升温

的过程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暴露出

来，比如，筹集资金渠道不畅、农业用地转型

利用审批难、人才“蓄水池”明显不足等。

回创企业启动资金主要依靠创业者多

年打拼的积蓄，而租用场地、建设厂房、购买

设备和原材料等投入资金需求较大，影响着

企业资金运转。采访中，西峡盛煌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金鑫、镇平县长彦观赏鱼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长彦等期盼，各地应加快成立创业

扶持融资机构，对符合创业条件的返乡入乡人

员给予相应等级和额度的贷款保障。此外，

还要着手加快农村闲置土地的转型利用，唤醒

农村沉睡的资产，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网络

体系等基础设施。“如此，才能让愿意留在乡

村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建设乡村的人更有

信心，让优秀人才更有谋事创业的劲头。”

头雁展翅，群雁才能高飞。创新创业是

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能，人才是创新创业

的核心要素。南阳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张耀一认为，应健全人才作用发挥机制，利

用具有乡村振兴特色的人才政策优势，因事

择人、因才施用，激励乡村工匠、文化能人、

经营管理人才等，发挥资金、技术、技能、经

营、信息等优势，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特色

农产品销售、养殖业、电商业及乡村旅游业

等产业发展舞台上大展拳脚。“完善政府各

项配套政策，不断探索乡村产业协同发展模

式，做到‘人岗相适’，使乡村人才在各自擅

长领域发挥才能、实现价值。”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是农村创新创业的主角，是未来托举

乡村振兴的“重量级选手”。南阳理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晓霞说，作为创业创

新的“生力军”，新型职业农民应深入挖掘当

地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以本地资

源为基础，以市场缺口为导向，推动“农业+”
多业态融合发展，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联农带农开创农业发展的“好钱景”。

心中有光，脚下才有力量。眼下，农村

正在成为一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成

为各类创业者大展身手的新舞台。唯有让

那些懂技术的“土专家”“农创客”，都能在

广袤田野尽情施展拳

脚，才能会聚起千千

万 万 的 各 类 优 秀 人

才，扎根乡间沃野，挥

洒才智和汗水，书写

乡村振兴这部新时代

的壮丽史诗。②12

持续发力 奏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分过后，辽阔

的南阳大地绿色荡漾，到处是热腾腾的

闹春景象。

3月 23日，雨后放晴，走进唐河县源

潭镇振群家庭农场，只见农场主乔振群

正在擦拭检修院内的植保无人机。“错过

这一季，这一年就错过了。所以，现在最

关键的是要搞好病虫害防治，捂紧咱的

粮袋子。”乔振群坚信，“让咱的饭碗越端

越牢，是乡村振兴的‘底牌’！”

“好在有闺女们帮忙。”顺着乔振群

手指的方向，只见两位衣着时尚的姑娘

脚上还沾着泥土，说笑着走了过来，“她

们刚才去地里看看苗情再确定咋防治。

她俩毕业后不愿在外地打工，所以跟着

我种粮搞电商，干得还不赖哩！”

“我们要亲眼看着咱农村变成令人

向往的地方，咱农业变成充满希望的产

业，咱农民变成让人羡慕的职业！”这对

“种粮姊妹花”完成了老乔种粮老本行的

“代际传递”，成为新一代农民。

忙碌的还有人称“梨博士”的李中

心。李中心是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黄金

梨种植能手，这几天在自家的梨园里忙

活着。“春暖花开，正是照顾梨树的好时

候。年后俺天天出去帮人修剪梨树，今

天得空把自己家的收拾一下。”

每年开春，在刚刚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的前荒村，像李中心一样的

种梨高手们都忙得不可开交。

家有千金不如一技在身。在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前荒村村民注

重练好内功闯市场。该村与中国农科

院、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建立联系，邀请

专家教授定期来村指导，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如今，前荒村经过培训并掌握专

业技术的农民在 300人以上，涌现出“梨

博士”“梨专家”近百名，李中心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

目前，该村黄金梨种植面积达 3200
多亩，亩均纯收入达 2万元以上，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外地种梨户纷纷赶来

学习，并争相聘请“能人”当技术顾问。

“俺村有 30多名种梨高手，外地种梨户想

请他们都得提前预约，即使下了订单、交

了订金也要排队等候。”该村党支部书记

胡世举自豪地说。

像乔振群、李中心这样的乡土人才

被称为发展草根经济的“金种子”。他们

来自民间、成长于乡土、工作在基层，他

们的实践经验接地气、易推广，深受群众

信赖，鼓舞百姓信心，已成为带领群众致

富的“领头雁”。

为提高“土专家”创业创新能力和引

领带动能力，我市统筹乡村振兴对农业

农村各类人才的需求，分类制订培训计

划，重点围绕县域主导和特色产业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以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

发展。2014年以来，我市共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 17000余人。

“土专家”乡村舞台大显身手

云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