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湖

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与该市市委组

织部合作， 实施定向招生、 定向培

养、定向上岗的“村干部定向培养工

程”。 目前该工程已为村干部后备

队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有的经

选 举 上 岗 后 带 动 村 民 创 收 上 千

万元。

笔者认为， 此举有效打通了乡

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堵点， 切中各村

实际需求，以“点对点”的招生培养

方式为乡村输送专业对口的高素质

人才，村民自然会“买账”。 定向生

经村民选举上岗后， 能帮助破解由

村级班子年龄老化、 活力不足带来

的乡村发展难题。对定向生来说，学

成后也能尽快投入工作， 使所学技

能知识找到用武之地， 可谓一举

多得。

也要看到，在育好人才之外，也

要用好人才。 要紧紧围绕乡村发展

需求，建立人才培育和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定向生投身乡村事业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同时加强定向生到村、

干部上岗后的继续教育学习， 保持

干部队伍的专业性和先进性， 为乡

村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

定向培养村干部，育好也要用好

□

梁嘉伟

漫谈

做活人才振兴的“引育用”文章

□

鲍晨露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

兴。 ”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

信， 人才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重要的

资源。 让人才回到乡村、留在乡村，

也是持续推动乡村经济提质升级，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之举。 为

此，做活乡村人才的“引育用”文章

势在必行。

首先，要内外发力，拓宽引才渠

道。 以长效化的“招才引智”机制，

实现人才引进工作的全方位覆盖和

常态化运行。 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

在外本土人才这一优质资源， 激发

他们的归乡创业热情。 以家乡交流

会、 青年人才活动等方式开展座谈

交流， 精准对接乡村需求与人才资

源。 另一方面， 要积极引进外来人

才，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运用

互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扩展人才信息获取渠道，准确定

位符合乡村发展规划的高层次人

才。 同时，要优化人才政策，完善扶

持保障机制， 为乡村人才提供施展

才干的舞台。

其次，要因人施策，制定育才线

路。 乡村人才的培育既有从“0”到“1”

的打磨，也有从“1”到“100”的精炼。

一方面，对于农业现代化知识较为匮

乏的“原乡人”，要培育其现代农业思

想，通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组建“帮

帮团”答疑解难等形式，将其培养成

与时俱进的“土专家”“田秀才”。 另一

方面，对于已经具备一定才干的“归

乡人”“新乡人”， 要助力其农业知识

水平的更新迭代，通过成立专家工作

站、对接高校优质资源等方式，开展

农作物培育、农机技术升级等多方面

指导， 解决其在乡村工作时出现的

“水土不服”情况。

最后，要完善评级，畅通用才路

径。 乡村人才的合理运用要以科学

的评价机制为标准， 构建现代农业

人才“金字塔”梯队成长体系，综合

运用乡村产业领军人才分级认定、

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工匠等级认

定、 其他乡土人才星级认定等评价

体系，用好人才、用活人才，推动人

才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此

外， 要注重成果转化， 以共富直播

间、共富集市等多元化平台为载体，

将乡村人才结出的“果实”推广给更

多的人，真正把乡村资源用起来、乡

村经济提起来。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重要作

用， 各地要把农村工作和人才工作

结合起来，久久为功，做活乡村人才

的“引育用”文章。

别让“假积极”带偏“实干风”

□

浩锐

治理“假积极”式干部，要加强

党性锤炼， 树牢正确的政绩观，深

刻认识到工作为人民群众所认可，

关键是要真正将实干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创造出造福于民的实实在

在的成绩。

“坐班不做事”“领导不走我不

走”， 少数基层干部在正常上班时

间闲来无事， 一到下班时间却充当

起了“加班族 ”，加给领导看、做给

同事看、带着目的干，他们“认认真

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乐于

制造“伪勤奋”“伪敬业”的假象，这

是工作作风和政绩观出了偏差的典

型表现。

“假积极”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非常积极， 实际上却没有真正投入

精力去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 这些

人在工作中往往表现得忙忙碌碌、

一刻不停， 但是他们抱着的却是懒

散推诿的“鸵鸟心态”，奉行的是不

推不动的“陀螺行径”，遇事上推下

卸的“泥鳅作风”，实际上做的是表

面文章， 真正的工作根本得不到有

效落实。 这些虚假的“忙碌陷阱”，

既影响了基层工作的进度和效果，

又破坏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

象，对于基层工作百害而无一利，亟

须予以整治。

一些基层干部热衷于“假积

极” 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假积极”

看似是基层干部个人作风问题，实

则是形式主义的新变种。 他们常常

以“我很忙”为借口，对群众的事情

敷衍塞责，或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

劲，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风风

火火”， 实则“一事无为、 颗粒无

收”。 基层工作纷繁复杂、 责任重

大，一些基层干部奉行“假积极”其

实是想“明哲保身”，是推脱责任的

一种“圆滑”手段。 对“假积极”的干

部而言 ，整天“伪忙碌 ”“伪敬业”，

实际上却在“磨洋工”“做样子”，事

成则“没有功劳都有苦劳”，事败又

由于没有做事而与其无关， 既有了

“表 现 ” ， 又 免 了 责 任 ， 何 乐 而 不

为呢？

当干部就要干事， 就要创造业

绩。“假积极”式干部把做工作当成

“表演秀”， 为了抬高“印象分”，去

搞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不但损

害了干事创业风气， 还会在人民群

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治理“假

积极”式干部，要加强党性锤炼，树

牢正确的政绩观， 深刻认识到工作

为人民群众所认可， 关键是工作成

效而非工作时长、工作“表现”等外

在的东西， 需要真正将实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创造出造福于民的功

绩。 组织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和过

程考核管理，大力营造出“重实干、

善实干、真实干”的浓厚氛围，对于

那些企图通过“假积极”“邀功请赏”

的部分基层干部，及时“敲打”严肃

处理，对于那种“默默无闻”却“硕果

累累”的基层干部，精准识别并提拔

重用， 真正做到让基层干部想干事

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

的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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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家书屋

吸引更多农民读者

□

吴敏

据媒体报道， 近日广西柳城县以农家

书屋为平台，开展传播知识、技术培训、信

息交流等活动，吸引许多农民参与。 目前该

县 12 个乡镇已建成 167 个村级农家书屋，

并配备了兼职图书管理员为群众服务。 当

地农民到农家书屋读书看报成为新风尚。

在农家书屋工程的推进建设下， 多地

农家书屋建设卓有成效，深得农民喜欢。 也

要看到， 有些农家书屋还存在重建轻管情

况。 笔者认为，让农家书屋吸引更多农民读

者，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书屋管理。 一些地方的农

家书屋管理制度不严， 管理员缺乏工作积

极性，运营书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导致

农民借书吃“闭门羹”，一来二去对进屋看

书失去了兴趣。 有些农家书屋的管理员由

村干部兼任， 村务繁忙时村干部常常有心

无力，顾不上农家书屋的管理事务，导致书

屋管理混乱。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地方干部

指导农家书屋合理选配管理员， 聘请爱读

书、有意愿的农民当班值守，让农家书屋管

理灵活化、专业化。 还有必要建立权责分明

的管理制度，明确书屋开放时间，让农家书

屋不闲置，能够按时开门迎接读者。

其次，要优化书籍供给 。 有些农家书

屋人不多， 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能看、爱

看的书不多。 为此，农家书屋管理员应该

定期与农民展开交流 ，多了解农民的阅读

兴趣和学习爱好，为农民选取合适的优质

读物。

最后，要加大宣传推广，调动农民阅读

学习的积极性。 现在许多农家书屋不单单

是供农民借书看书的载体，还有传播知识、

技术培训的功能。 各地在建设农家书屋的

同时， 还应结合本地情况挖掘农家书屋的

多种功能，引导农民参与进来，提高对农家

书屋的利用率。

守护传统地名

让历史文脉流淌

□

萧飞

继首批《三山五园地区传统地名保护

名录》于 2024 年 7 月正式公布后，香炉峰、

大水法等 467 处地名拟纳入第二批保护名

录。 据悉，名录筛选过程中，北京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与海淀区政府注重发挥乡镇、街

道干部群众和责任规划师优势， 广泛动员

基层力量，细化任务分工，将内业校核和现

场踏勘相结合，对名录进行反复校核。

地名，是时间的低语，是历史的回响。

此次保护名录的筛选过程， 充分体现了科

学性和民主性。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

海淀区政府广泛动员基层力量， 细化任务

分工， 还征求了多家单位和专业人士的意

见，确保名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同时，通

过公示的方式，让公众参与进来，为名录的

完善提供宝贵意见。 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增强了公众的文化自信， 同时也提升了地

名保护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地名保护并非易事。 在城市化进

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何在

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 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此，北京市的做

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方面，要深

入挖掘地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通过

保护名录、历史文化街区等方式，将传统地

名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加强

公众教育， 提高市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 让保护地名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行动

自觉。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 是日常生活的向

导，是社会交往的媒介。 保护好传统地名，

就是留住历史文脉和文化记忆。 北京市此

次地名保护行动，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

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与担当。 让我们携手行

动起来，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让基层干部“轻装前行”

□

谢敏慧

基层是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决

策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干部工作

成效如何， 直接关系着基层治理成

效。 笔者认为， 进一步激发基层干

部创新活力， 还要持续为他们松绑

减负、提供助力，让基层干部“轻装

前行”。

要松绑减负， 让干部有空干。

“上面千条线 ，底下一根针 ”，抓执

行、抓落实是基层干部的主职重任。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地方还存

在脱离实际给基层干部硬压工作的

情况， 导致基层干部为应付工作做

“数字”文章、玩“材料 ”游戏 ，对本

职工作也造成影响。 因此， 为基层

干部减负不能松劲歇脚， 要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干部工作、 结合忙碌程

度为干部减负， 使他们调整好工作

节奏、协调好工作内容，把主要时间

和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

要实事求是，让干部放手干。 考

核是推动基层工作的“指挥棒”，但

是如果考核体系设置不科学， 出现

“叠加式”“走过场”的考核，对基层

干部来说会造成负担， 影响他们的

干事创业热情。 特别是处理乡村工

作中，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情况、新问

题，基层干部只有敢放手干事，才有

机会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乡村发展实

践中去，为乡村发展带来新鲜活力。

为此， 各地在考核监督干部时要注

重松弛有度， 既要发挥出考核指标

的价值， 又要避免因过度考核打击

干部积极性。

要下沉助力， 让基层干部有后

盾。 基层工作任务繁重，要求基层干

部处理问题具备灵活性、专业性，这

就少不了上级政府的下沉助力。 这

种助力既包括硬件上的， 比方说以

信息化手段提高基层工作便捷性，

也包括软件上的， 通过建立上级与

基层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 安排上

级部门常态化到基层一线调查研

究、现场办公，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

提供指导。 如此既能提升基层干部

的工作效率， 又能提高上下两级的

配合度， 合力推动基层事业取得更

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