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好职业教育 破解乡村人才短板

□

陈文胜

长期以来， 传统乡村文化

似乎被排斥在“现代文明”范

畴之外， 选择乡村教育模式，

也 就 自 然 地 认 可 了 “城 市 取

向 ”的 价 值 目 标 ， 乡 村 教 育 培

养的更多是漂浮在城市的“无

根人” ， 而不是扎根于农村的

“爱乡人” 。

当前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

技术性的教育，而不是一种文化

的教育、一种将城市和农村放在

平等地位的教育，由此培养出来

的孩子对乡村缺乏认同感。 特别

是，随着乡村人口减少，一些学

校“撤点并校”，开始退出村庄。

以县城为中心的农村教育，加重

了村庄中青少年的长期“不在

场”， 无疑增添了青少年对村庄

的疏离感。

如果乡村教育的目标是让孩

子“走出大山”，那么，谁来建设

乡村？ 我有担忧但并不悲观。 我

们以前担心没人种地，后来随着

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

们发现问题迎刃而解，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正被现代科技颠覆。

把乡村教育办成“在农村”“富农

村”“为农民”的教育，可以破解

乡村要素中人力资源这个最大

短板。

更为具体的建议是， 免费为

对“三农”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农

业职业教育，而他们取得的学历

只能用于“三农”领域的就业，通

过这种方式突破乡村振兴的人

才困境。

漫谈

好政策不能打水漂

□

张双双

近日， 一些企业被曝采用

“租用” 残疾人证的形式虚假用

工，偷逃税费和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本意是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

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的好政策，

却被一些企业钻了空子，挤压了

残疾人真实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国家出台各项优惠政策，旨在促

发展、惠民生。 然而这些政策却

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唐僧肉”，导

致“钻政策空子”的违法行为时

有发生。 如以旧换新补贴在多地

出现造假骗补行为，部分不法商

家通过伪造交易材料 、采取“一

机多补”等手段，恶意“骗补”“套

补”，损害消费者正当权益；一些

人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

偿， 不惜假离婚或是买卖户头，

将婚姻当作谋利工具；还有的地

方将惠民政策文件一发了之、一

转了之，结果一些符合条件的弱

势群体不知道这一政策存在，有

些不符合条件的“关系户 ”却钻

了空子。

国家出台惠民政策是为了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更

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好政策

打水漂，不仅影响党中央大政方

针落地见效，破坏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还会蚕食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 、获得感 ，严重损害人民群众

的利益。 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政

策出台 ， 需要广泛倾听各方声

音 ， 求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 ，让政策的细节更缜密 、逻辑

更科学， 确保政策真正惠及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各地现

实情况不同，一项政策从“出生”

到落地，很难“尽善尽美 ”“一劳

永逸”。 大多数时候，随着政策实

施，一些问题才会逐渐暴露。 惠

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落实不力，

往往是因为执行部门对政策缺

乏了解，事前沟通不深入 、事中

协调不到位，缺少自上而下的监

督 ，导致单个部门唱“独角戏 ”，

最终出现“漏洞”。 政策被钻空

子，一方面显示出部分群体法治

意识薄弱以及社会诚信体系不

健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政

策设计亟待查缺补漏。 如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要解决残疾人证

虚假挂靠 ，“堵 ”固然重要，关键

还在“疏”。 要让企业切实感受到

招收残疾人的好处， 解决企业在

雇佣残疾人时的顾虑， 加强对残

疾人的就业辅助， 消除对残疾人

的就业歧视， 同时加大对“假就

业” 的行政处罚力度， 加强对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的监督，才

能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提高残疾人

的就业质量和数量。

吃一堑就要长一智，政策制

定者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通过

持续实践和及时跟进， 不断完善

政策体系， 让其制定过程更加科

学、合理、高效。 要及时发现政策

漏洞， 启动修正机制， 扎紧政策

“篱笆”， 把牢公共资金的袋口，

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 不变形，

对恶意钻空子行为依法严惩，不

让投机取巧分子有机可乘。

政策执行有力度，百姓感受

有温度。 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增

强制度设计的时效性与实效性，

才 能 让 好 政 策 真 正 惠 及 广 大

民众。

打通青年人才

返乡创业的三个堵点

□

余悦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根本 。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

之后 ， 全国各地即将进入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 ， 返乡

创业的青年人才因为在城市学

习 、 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了大量

的文化资本 、信息渠道 、技术优

势 、人脉资源甚至是资金优势 ，

有知识 、懂技术、善管理 、会经

营 ，而且有思想 、有情怀 、有活

力更有创造力， 是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的突击队和主力军 。

但笔者发现， 广大青年人才返

乡创业中还有三个堵点亟须打

通，以便于让他们能卸下包袱 ，

轻装上阵 ， 从而实现返乡青年

人才在服务乡村建设中自身发

展和乡村发展的双赢局面。

首先 ， 要着力解决返乡创

业青年人才“一半在城，一半在

乡”的纠结心态和实际状态。 笔

者所在的乡镇和村庄里 ， 很多

返乡创业青年人才特别是结了

婚有了孩子的， 基本上都是白

天工作在乡村， 晚上又回到城

里 ， 大量的交通和时间成本花

费在城乡通勤的路上 ， 让他们

身心俱疲 ， 难以长期全身心投

入在创业过程中。 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之一就是城里教育资源

更有优势 ， 孩子就近上学的问

题难以解决。 因此，亟须出台有

关政策措施 ， 尽早尽快地解决

城乡教育均衡化问题， 让返乡

创业青年人才的孩子们就近上

学方便又保质 ， 让他们能够安

心扎根乡村工作和生活。

其次，要着力解决返乡创业

青年人才知识培育和技术培训

的大而全、宽而泛和千篇一律问

题。 笔者不时地听说或者看到，

一些地方和单位组织的乡村振

兴人才培育班或技术培训班，不

管是种植还是养殖或是做手工

等， 把他们都集中在一个班里，

既教种植技术又教养殖技术，还

教电商运营 、手工创作 、文化创

意等等， 课程内容多但宽泛无

用、浅尝辄止 ，既浪费人力物力

又耽误时间精力。 因此需要根据

种什么、养什么、卖什么，因人因

需且因地选择培训目标、培训内

容、培训方式和培训手段，用“点

餐式”的培训模式来更多更好地

满足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的个性

化提升需求。

再次 ， 要着力解决青年人

才返乡创业势单力薄 、 单打独

斗的局面 。 笔者在日常走访调

研中发现， 乡村资源丰富但分

散不集中， 不少响应乡村振兴

战略号召的青年人才在返乡创

业过程中， 由于缺乏持续性的

资金支持和集中性的青壮劳动

力支撑 ，导致创办的企业、合作

社 不 时 受 到 各 种 资 源 上 的 制

约 ，常处于单干 、硬干的状态甚

至陷入困境当中。 因此，各地需

要因地制宜地从乡村可利用的

资源中挖掘整合 ， 积极搭建优

化信息共享平台和用人用工平

台 ，贯通各种税收减免、财政补

贴 、资金补助 、贷款优惠 、多元

融资等政策措施 ， 组建企业和

人才联盟等， 为广大青年人才

返乡创业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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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协同治理

农民工欠薪痼疾

□

蒋波

岁末将至， 多地出台专项措施保障农民工

工资发放。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下发

通知， 对全省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风险和隐

患的单位点名通报，并提出整改期限，确保农民

工及时足额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

农民工用汗水和智慧为城市的繁荣发展默

默奉献， 切实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劳动报酬权

益，关乎千万家庭冷暖，也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

和谐稳定。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农

民工工资发放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例如，要求企业设立工资专用账户，实行工资与

工程款分开支付； 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和

预警机制； 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处罚

力度等。从实践情况看，落实好这些制度可以有

效降低欠薪风险。

然而，在部分地区 ，拖欠农民工工资现

象依然存在。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部分企业

主法律意识淡薄 ，故意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

资 ；另一方面与一些企业生产经营不稳定或

资金安排不科学有关 ，影响了农民工工资的

正常发放 。

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涵

盖了市场秩序、用工制度、管理保障等深层次问

题，因此需要构建协同施治的欠薪治理格局，不

断完善防治并重的制度保障体系， 认真排查欠

薪易发多发领域，从源头预防、欠薪核处、责任

追究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才能全方位保障农

民工工资按时支付。

不断完善防治结合、 惩处并重的制度保障

体系。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是治理农民工欠薪问

题的基础。应完善配套举措，因地制宜建立农民

工欠薪线索统筹机制、问题化解处置机制、舆情

监测预警处置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等，

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强化协同治理，实现靶向

施策， 利用制度优势形成治理农民工欠薪的强

大合力，化解风险隐患。

加大对农民工欠薪行为的惩处力度。 恶意

欠薪，不仅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触犯了

法律法规。 对于恶意欠薪应坚持“零容忍”的态

度，落实好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尤其是企业主

体责任，公安、检察、人社等部门应强化部门协

同、联动执法，及时介入欠薪案件，依法依规处

理，提高违法成本，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

让农民工干得安心有盼头。

用好数字化手段 ，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

各 地 可 以 积 极 探 索 利 用 大 数 据 、“互 联 网

+ ”等信息化手段 ，构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控预警平台 ， 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解

决用工信息不透明、计薪结算不准确 、维权

证据缺失等治理难题。 同时 ，实现对农民工

工资发放全流程线上监管 、动态监控 、实时

预警 ，变被动“清欠 ”为主动“防欠 ” ，切实维

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 比如，江苏省宿迁市

在全省率先上线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

警系统，通过动态监控 、 用工分析 、预警分

析等功能模块 ，快速发现欠薪隐患 ，取得了

积极效果 ，类似探索值得尝试 。

培训多些“土味”套餐

□

王强

当前，正值农村党员冬训的季节。 从一些

地方情况来看，农村党员教育培训还存在“水

土不服”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教育培训供需不

匹配，没有找准农村党员的需求点。

接地气才能聚人气 。 农村党员队伍普遍

年龄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更加看重教育

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要想教育培训入脑

入心、见行见效 ，必须紧紧抓住农村党员“味

蕾”，科学设置“土味”套餐，既要“对味 ”更要

有“回味 ”，让党员教育充满乡村气息、本土

特色 。 要面向农村党员征集培训需求 ，多问

问“缺什么、需什么”，既做好党性教育“主

菜 ”，也要添加更多乡村振兴方法 、助农兴农

技术等“配菜 ”， 科学配比符合农民口味的

“营养套餐 ”，让农村党员在润物无声中受教

育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