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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农村人口的“转”与“留” 

郭炳燕 刘国华/ 江苏省高邮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当前农村面临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农村“空心化”和劳动力转移“精英化”。笔者年前调查了江苏省高

邮市13 个村农村人口、劳动力状况，结果显示：一是农村户籍人口多，实际居住少。13 个村共有户籍人口46408人，实际居住

在农村的13236 人，占户籍人口28.5%。二是留守老人多，青壮年少。13 个村共有劳动力21776 人（含60 岁以上辅助劳动力），

到乡镇及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18796 人，占86.3%；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2980 人，占13.7%。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

劳动力中，40 岁以下的360 人，占从业人员的12%；40 ～ 60 岁的1132 人，占从业人员的38%；60岁以上的1488 人，占从业

人员的50%。三是文化层次低的多，有文化、有技能、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的2658 人，占从业人员的89.2%；高中文化程度的251 人，占从业人员的8.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71 人，占从业人员的

2.4%。 

农村“人”的流失，给农业持续增效、农村持续繁荣带来压力。科学辨证地处理好农村人口、劳动力的“转”与“留”，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值得研究的课题。 

坚定不移，继续推进农村人口、劳动力转移 

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劳动力不断地向城镇（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为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调查的13 个村，201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5839 

元，其中，来自劳动力转移的收入21446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83%。13 个村共有承包土地75211 亩，至2017 年底已流转土地

44038 亩，占承包土地的58.5%；13 个村中，种田大户144 户，经营土地25780 亩；家庭农场31 个，经营土地8190 亩；土地

股份合作社17 个，经营土地8476 亩。 

要进一步放宽政策，降低门槛，促进农村人口与城镇之间的双向流动。保留进城农民原土地承包收益权、集体资产收益权。

逐步实现城乡养老、医疗保险一体化，为农民进城入镇提供更多的保障，鼓励有意愿、有技能、有就业渠道的农民继续转至城

镇、城市安家落户。以县级城市和中心镇为重点，以项目为龙头，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让农民离土不

离乡、离农不离家，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不断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培训，通过技能培训，让每个农民有一门

就业技能，让已经就业的向更高层发展；通过素质培训，让农民摒弃农村生活陋习，适应现代城市管理要求，自觉融入城市文

明之中，从农民变市民。 

突出重点，大力培育乡村急需人才 

培育领头人。从调查的13 个村看，每个村都配有2 名以上年轻干部，都配有大学生村官。但基层干部生活待遇偏低、发展

空间小。调查的13 个村，村党支部书记2017 年人均报酬4.4 万元；有的乡镇为了调动村“一把手”积极性，将优秀的村支书

明确为乡镇政府助理或享受助理待遇，但缺乏“保障性”，有文化、有能力的年青人不愿留在基层。乡村振兴，要依靠一大批

基层干部发挥教育引导、组织推进、带头示范等作用。留住领头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的问题。 

培育创业者。产业是经济的支柱，能人是产业的支撑。农业要走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之路，迫切需要一批创业者领衔。

充分发挥能人经济的效应，鼓励引导有经营头脑、有资本积累的能人到农村创办实体、发展产业，做到培育一个能人，带动一

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繁荣一片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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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农业产业工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走农民职业化之路。对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营销业、农

业服务业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多措并举，真正留住农村人才 

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留住农村人才，发展农业，振兴乡村，关键要有好的产业，“栽得梧桐树，方有凤凰来”。要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之路。从高邮市看，应发挥交通便捷、地势平坦、水面众多、农业产业化经营基础较

好等优势，大力发展高邮鸭、扬州鹅特种水禽养殖、鳜鱼、黄颡等“五小”特种水产养殖、绿色有机稻米及水生经济作物种植，

走特色发展之路。积极试验示范复合种养、立体种养、生态种养模式，走绿色有机发展之路。同时把种养业与农产品加工业、

休闲旅游业、健康养老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一产与二产、三产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特色产业培

育，做大规模，做响品牌，吸引更多能人到农村创业兴业。 

推进农村体制机制创新。把留住人才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起来。鼓励农村能人，领办、合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包括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产业合作、服务合作等；领办创办家庭农场、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等。发展“公司+ 

农户”“合作社+ 农户”“基地+ 农户”“农场+农户”“大户+ 农户”“专业服务+ 农户”等模式，有效聚集各类人才。同时

吸引工商资本、外来资本进入农业，吸引大学生回乡创业，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城市公职人员返乡或到农村认养土地、候

鸟居住、休闲养老、自办农家乐。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不断提升基层干部素质，优化年龄结构的同时，适当提高基层干部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村主要干

部收入一般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 倍，解决好基层干部养老、医疗保险，除继续在基层干部中定向招录公务员、

事业人员外，优秀村主要干部连续任职达到一定年限继续留任原岗位的，可比照同类公务员享受相关待遇，让基层干部有奔头、

有劲头，促其真心、安心、长期扎根在基层。 

进一步放宽用地政策。高效农业设施用地、农产品就地粗加工用地、流通用地按投资规模，可在原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复

垦置换的建设用地中安排必要的用地指标；对零散村庄撤并、空置农民宅基地、原旧村部、学校、厂房复垦后，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允许置换到符合规划的中心村、集镇及城郊，用于农民集中居住，发展非农产业；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挂牌上市，入股

经营。在财政投入、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更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型农业主体、农业龙头企业。 

加快中心村、镇建设。继续推进城镇化和农民集中居住，按重点中心村、一般集镇、重点中心镇三个层次布局，科学规划，

分层推进，以新型城镇化聚人气、留人才。选择交通便捷、区域辐射位置突出、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村作为重点中心村，原乡镇

集镇所在地作为一般集镇，现乡镇政府所在地作为重点中心镇，做到规模适度，设施配套。逐步撤并零散村庄及规划外的自然

村庄，以促进农民向中心村、镇集聚，腾出更多的农村发展空间，挖掘农村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既集聚人气，又节约投入资

源。做好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治安等配套服务工作，积极完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亮化、绿化、净

化、美化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