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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 

——以恩施市为例 

罗明杰
1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三

农”工作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素质、专业化村级干部的振兴，就很难有乡村的全面振兴，民族地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村级干部队伍作为人才支撑。因此，聚焦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探寻

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和潜在的突出矛盾，针对不同问题因时因地制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对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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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乡村振兴战略因而被作为新时代我们党全面领导“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0 年国家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高度聚

焦“三农”问题，将全面脱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和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作为重点工作，体现了

党对“三农”工作的深切关注和高度重视。2020 年是全面脱贫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聚焦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

部队伍建设，深入分析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中面临的突出矛盾，进而提出有效解决这些矛盾的对策和建议，对新

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 研究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 

1.1有助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1.1村级干部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主力军 

2020 年是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我国的贫困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农村地区，虽然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正在稳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取得巨大胜利，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较为普遍，“扶贫”容易“扶志”难，

因此，民族地区农村的脱贫攻坚任务对工作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村级干部是极大的考验，脱贫攻坚中的实际困难客观上要求需

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村级干部队伍，从而为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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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加强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全面脱贫 

从对恩施市部分村级单位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村级干部是农村脱贫攻坚工作的执行者和领头人。那些熟悉

本村贫困户的家庭情况，经常到贫困户家中走访的村干部最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而且取得的脱贫成效往往也很突出。因

此，民族地区的村级干部在脱贫攻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是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客观需要，也是实践在发展中提出的新课题。 

1.2有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2.1村级干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头人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牢牢抓住了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以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牛鼻子，符合我国农村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实际。换句话说，农村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突出的问

题在于缺乏高素质、专业化、现代化的“三农”工作队伍，只有实现“三农”工作队伍的振兴，才能顺利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而在我国农村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对农业生产状况最关切，对农村工作环境最熟悉，对农民家庭情况最了解，因而是“三农”

工作的主力军和领头人。 

1.2.2加强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以助推乡村振兴 

在对我国恩施等民族地区村级单位的调查研究中了解到，民族地区的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村级干部队伍

年龄趋于老龄化，村支两委后备人才匮乏，村级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的现象，村级干部的薪资待遇较低，缺少一整

套适合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和发展的激励和晋升机制等等。因此，对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及时发现其

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不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进而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村级干部队伍创造条件。总之，民族

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的振兴有利于助推民族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 

1.3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治理 

1.3.1村级干部是农村基层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着重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农村工作的重大目标任务，因此需要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高度重视。但是，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不仅是如何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领导基层治理的人有没有过硬的本领。包括村党支部干部和村委会干部在内的村级干部是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也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领导者和第一责任人。因此，一个村中村级干部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个村基层

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对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村级干部队伍发展的新路，能够有效提升村级干部队伍

的工作能力，从而为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创造必要的条件。 

1.3.2加强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以提升农村治理水平 

民族地区在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更加迫切需要一支先进的村级干部队伍，作为加强农村治理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对恩施等民族地区村级单位调查研究过程中了解到，恩施地区的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才刚刚取得初步进展，需要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现代化的村级干部队伍去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农村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充分动员村民群众积极参与

到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来。因此，对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进行研究，总结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经验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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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强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策略和路径。总之，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的崛起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农村基层

治理的效果和水平。 

2 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2.1队伍结构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 

2.1.1队伍结构单一 

国家出台的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推动人才下乡。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到农村干事创业。”从这

一文件中可以直观的看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时代“三农”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特别是村级干部队伍的建设情况，并着重强

调应该打通社会各领域人才下乡工作的渠道，优化农村人才的组成结构，形成多领域人才为农业农村建设联合发力的良好局面。 

在对恩施等民族地区村级单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的组成结构比较单一，恩施市下辖

的村级单位干部大多数都是出生于当地的农民，文化水平有限，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知识相对匮乏，因而带动村民致富的能力不

能满足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对村级干部队伍的结构和干部的专业技能都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此，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组成结构单一的突出短板必须补上。 

2.1.2青年人才匮乏 

调查研究发现，恩施市下辖的村级单位干部的平均年龄较高，年轻干部的人数很少，文化水平较高并且愿意在村级单位工

作的青年人才更少。青年人才的匮乏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是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当中的普遍问题，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的农业农村建设需要一部分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拥有现代化专业知识的青年人才

加入到村级干部队伍当中来，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注入新动能，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贡献力量。 

2.2工作强度与薪资待遇矛盾突显 

2.2.1工作强度较高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为了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恩施市下辖

的村级单位干部将主要工作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村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上来。

第一，恩施市的村级干部每个月都会下乡走访慰问本村的所有贫困户，了解每一家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和生活需求，并采取措施

解决贫困户最关切的实际问题。第二，村干部每个月都需要填写一次《精准扶贫手册》，将村里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状况

记录下来。第三，村干部在忙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农业生产、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治理、

调解纠纷、综治维稳、文化和政策宣传、环境保护、引领乡风文明等一系列日常事务，工作强度之高可想而知。 

2.2.2薪资待遇较低 

在恩施市下辖的村级单位干部中，村委会里的大多数村干部都是专职干部，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村干部普遍感到日常工作强度高，干部待遇微薄，希望党和政府能够体谅基层工作的艰辛，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能够适当提升

村干部的薪资和福利待遇。可见，民族地区村级干部工作强度较高而薪资待遇较低的矛盾有所突显。 

2.3激励和晋升机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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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工作单位当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单位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能够通过表彰先进的方式在工作成员中竖立

模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营造出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提高整个单位的工作效率。调查发现，恩施市的村级单位中并未针对村

干部设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未能通过建立激励机制的方式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在民族地

区村级干部队伍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2.3.2晋升机制不健全 

在恩施市的村级干部队伍中，有一部分村干部，特别是新进入到村级干部队伍当中的年轻后备干部，希望在村委会扎实工

作，练就过硬的工作技能，培养良好的工作素养，积累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通过突出的工作表现晋升到更高一级的工作单位

中去。问题在于，恩施市村级单位的晋升机制不够健全，甚至有部分村干部自己都不清楚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晋升。健全民

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晋升机制，能够有效吸引广大青年人才积极投入到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当中来，能够形成优秀人才自下

而上流动的良好态势，有利于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 

3 针对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对策 

3.1引进专业人才调整年龄结构 

针对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结构单一和青年人才匮乏的问题，应该综合国家当前关于“三农”工作的相关政策以及民族地

区的客观实际进行探讨。第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出的战略规划，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

伍建设必须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统领，顺势而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将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成一支具有专业

素养、掌握农业生产知识、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强大队伍。第二，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应该坚决贯彻党中央近 3 年

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将具有一定农业知识、建设经验、专业素养的专业人才引进到村级干部队伍当中来，从而壮大村级

干部队伍的力量，提升村级干部队伍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第三，结合村级单位的实际情况，适度引进一定数量的青年人才，

包括大学生、青年退伍军人、回乡创业的青年工作者等，调整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为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注

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的发展动能。第四，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要以引进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青年人才为发展导向，

以“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村级干部队伍为发展目标，不断提升村级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工作效能。 

3.2适当提升村干部的福利待遇 

针对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中村干部工作强度较高而薪资待遇较低的情况，建议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提升村干部的

福利待遇。第一，村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许多群众问题需要通过村干部加以解决，党的最新政策也需要通过

村干部传达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村级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二，当前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时期，民族地区村级干部的日常工作比较繁重，工作强度高，工作时间较长，适当提升村干

部的福利待遇有利于增强村干部的获得感。第三，不仅要关心群众生活，还需要关心村干部的实际生活，了解村干部的工作困

难和诉求，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为村级干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从而确保村干部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为群众服务。 

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村干部发放一定数量的工作补助，或者适当提升村干部的薪资待遇，在节假日为村干部发放

一定数量的生活用品等。 

3.3健全激励和晋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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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中只有建立起健全的激励和晋升机制，才能适应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新的发展需要。第

一，在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中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建议民族地区村级单位每年举办一届“干部述职暨年终总结表彰大

会”，让所有村干部和全体村民都参加会议，通过村干部述职，村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若干名“年度优秀村干部”。

并向评选出的优秀村干部发放荣誉证书和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通过这种表彰先进的方式，能够建立起一种客观公正的激励机

制，能够在村干部队伍中竖立起“优秀村干部”的典范，从而调动整个村级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第二，在民族地区村级干

部队伍中建立起有效的晋升机制，建议村级单位将晋升机制明确化、制度化、公开化，务必让村干部及时了解关于晋升事宜的

最新资料，从而畅通村干部晋升的渠道，形成优秀人才自下而上流动的良好态势。第三，在民族地区村级干部队伍中建立起有

效的激励和晋升机制，能够促使村干部们积极作为，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从而适应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人才的用人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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