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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罗平新乡贤培育研究 

曹丽 刘敏
1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新乡贤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有极大助力，学界和地方各级政府也越来越

重视对新乡贤的挖掘。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新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以及新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而对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过程中，关于如何培育新乡贤的研究较少。本文在西

南地区罗平县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政府对于新乡贤的挖掘和培育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将

对罗平新乡贤的培育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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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代乡村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乡村劳动力不足、技术人才短缺，人才要素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短板，遏制了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入实施和开展。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贤达，他们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乡愫情怀等一般特征，还发挥着传

播与践行新时期乡风文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农村基层的治理将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发

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对于新乡贤的发掘利用已经有十余年的积极探索，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

是在实践过程中，新乡贤的培育往往被忽视，地方政府更多奉行的是“拿来主义”,而没有真正花心思和力气去自觉培育，所以

新乡贤的培育存在发展困境。面对困难，罗平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充分联动，将新乡贤的培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实处，也尽力发

挥出了新乡贤的效能，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本文将通过对罗平县新乡贤的培育进行总结分析，以期能够提出更有建设性的

意见建议。 

2 罗平新乡贤培育 

2.1罗平县概况 

罗平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处于国家平均水平，部分地方经济发展还有待提高。县内自然旅游资源丰富，

著名景点有金鸡峰丛、九龙瀑布群、螺丝田、多依河风景区等。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携手踏实努力下，立足于区域地理优势，

积极引导和培育新乡贤，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协助基层政府人员带领当地人民群众走出了以往守山看水的苦日子。于 2018年，

就实现全省率先、全市首家摘除贫困帽。经过实地调研，我们注意到这些成绩离不开诸多新乡贤的努力。当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后，发现罗平新乡贤的培育有其特殊性和创新，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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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罗平新乡贤培育举措 

因为党和政府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罗平政府也积极响应，并开始寻求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行路径。

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乡贤培育问题。如果只停留在挖掘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很难克服以下三个难

点：一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够；二新乡贤的队伍建设和个人能力需加强；三新乡贤的效能发挥不足。而造成以上三

点困难的重要原因是：一对于新乡贤的认识不够；二乡村建设发展困难重重，吸引力不足；三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健全。为解决

新乡贤培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罗平通过自我摸索和外出学习访问交流，进行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验，为新乡贤

培育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县级政府积极作为，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合理科学引导和培育新乡贤。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新乡贤交流活动，引导新

乡贤群体将目光转移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罗平乡村发展现状中，激发他们为家乡出力的初心，还有建设家乡的

雄心。再以此为契机，推出相关政策，鼓励新乡贤返乡助力脱贫攻坚。最为典型的是针对具有编制的新乡贤陈老师的举措，要

求保留其原单位的职位和相应的待遇，以此解决了新乡贤陈老师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还对其进行

专门的培训，帮助其尽快适应乡村治理工作，再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见识，为自己的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能量，帮助村民尽

快脱贫，坚实地踏上致富小康之路。 

其次，乡级政府人员主动与在外务工人员联系，告知村民地方发展的新契机，共谋好出路。以 J乡陈村长为例。陈村长说：

在外务工多年，直到 2014年接到乡长的电话，得知有政策下来，村里要搞旅游业，可以回来发展，所以就积极响应返乡创业的

号召，回村搞起了农家乐。访谈中发现，返乡也有恋家的念头。另外在新经济模式的刺激下，对未来旅游开发的期待，促使了

他真正回到村里，并积极配合进行改革和发展。返乡后，在政府的帮助下，不仅公费学习了厨艺，还到一些发展良好的乡村去

观摩学习，例如江苏等地。通过内外兼修，学得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在旅游业越来越红火的态势下，一年更比一年有盼头。自

身发展起来后，在村民的心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2020年初举行的村民大会，他被推荐为新的村长，新身份、新责任、新使命。

出任村长后，他更加关心村集体，也在用心为村里的所有村民谋福利。主要目标就是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旅游资源，将村里的人

力物力进行有机融合，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争取更多村民能够受益。积极打造新的产业，增强集体抗风险能力，陈村长就

是典型的培育式新乡贤。 

最后，充分尊重新乡贤的创新思想，并积极做好村民动员工作。如果只有新乡贤埋头苦干，而村民坐而观望，这对新乡贤

的积极性主动性会造成致命伤，纵使有再多的千金良药也于事无补。只有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创业当中，以

实际行动为新乡贤提供支持和鼓励，以此才能互相助力，形成良好循环。以某村汪书记为例。汪书记，当兵五年后退伍，2011

年开始从事建筑工种，作为包工头，逐步发展成为本地的首富。2018年底经过组织上通过各种审批后来到村里任职。汪书记说，

决定回来是因为在一次脱贫攻坚的访问，看到这里发展极度困难，心里非常震动，希望能够尽自己一份力帮忙带动此地村民发

展。2018 年底来到此地开展工作的，就不断地思考如何利用本地的特色进行发展。经过反复认证和推敲，组织决定进行稻田的

质量提升。试验开始时，只流转了 50亩，试验 12个品种，收成和出售都很可观。今年流转了 504亩，选择了 3个最好的品种。

预计天然有机米售价可达 25元 1公斤。村民非常感谢汪书记的辛苦付出，因为汪书记帮助他们在奔小康的道路越走越稳，越走

越有快。而汪书记因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些村民的牵挂，努力说服了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努

力为人民群众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 

2.3罗平新乡贤培育成效 

通过以上重要举措，罗平县乡村治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明显提升，村民对于未来

更加有憧憬和信心，具体成效有以下几点。 

2.3.1产业兴旺，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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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产业，包括“一窝蜂”特色产业，小黄姜大市场的开发，烤烟种植，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

用，其栈道的修建，方便领略山顶的无限风光，带动了农家乐，让村民的腰包实实在在的鼓了起来。以小黄姜为例，经过多年

全力打造，在地方政府、新乡贤和普通村民共同努力下，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尤其是小黄姜，县生姜种植面积已达 18

万亩，总产达 32万吨，是罗平县重要支柱产业。2018年入市交易生姜 60万吨，干姜交易 4万吨，总交易额达 21亿元。其中需

要注意到在该产业发展中，致富能人新乡贤黄总，依靠过硬的传统手艺，将小黄姜整个产业推向了高点，带动村民就业，为大

家增收，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2.3.2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 

我国乡村治理实现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元治理”到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再到现在的“多元治理”变迁。每个时

期每个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选择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乡村振兴时期，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主流选择，也是党和

政府明确要求的发展方向。而要实现多元治理，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最为关键的。新乡贤作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重要的一个

群体，可以极大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弥补原本村两委人才不足的困境，还能带来现代

化办公技术，提升整体工作效率；二利用自己逐步积累起来的权威影响力，能够获得村民广泛的信任，便于相关工作地开展。 

2.3.3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新乡贤的培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激发了内生发展动力。要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最关键的莫过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在 J 乡调研过程中，一些新乡贤在乡领导干部的引导下，自愿回到村里为村民和家乡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另一些普通村民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和自己勤勤恳恳地学习劳作的基础上，已经成为地方上发家致富

的小能手，获得一些成就，并逐渐成长为本土人才，最终成了新乡贤。他们不仅自己得到了极大发展，还能慢慢带动其他村民

共同发展。这种以点带面的作为，真正激发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不竭动力。 

3 结论 

通过对罗平新乡贤培育的研究，需要注意几个要点：一是注重新乡贤的发掘与培养。新乡贤是已经经过社会的不断打磨，

在一定领域有自己的专长的人才，将他们召回之后，还需要各级组织的关心和帮助，引导他们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切实

为村民谋福利，带村民奔小康；二是加强对潜在的人才的重视和开发。人才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在农村这个特殊场

域内，如果加强对本土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要充分动员村里有劳动力的村民进行相关培训，提升自己

技能水平，也可以逐渐帮助其成长，甚至是新乡贤，成为地方的优秀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三是

要尽量从制度层面保障新乡贤的相关权益，保证新乡贤队伍能够稳步壮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源源不断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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