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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近期，各地紧紧抓住春节后

返岗返工的“春风”，纷纷举办招

聘活动。 在笔者调研过程中，发

现有部分农民工留乡发展的意

愿强烈， 但因招聘活动的学历、

年龄等条件限制，无法在本地找

一份满意的工作，只能再次踏上

背井离乡的路。 有不少农民工表

示，在外漂泊数十年，在他乡没

有归属感， 加上年龄逐渐增长，

没有年轻一代干得久、 干得多，

薪资也不尽人意，想留在家乡找

一份工作， 既能够陪伴家人，又

能够养家糊口。

对于地方建设而言，优秀农

民工是一个数量较多、力量庞大

的群体，具有诸多优势。 首先是

人脉优势，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他们比外来引进人才更熟悉

本地产业、 人情往来等情况，在

当地开展工作更能“吃得开”。 其

次是经验优势，农民工外出务工

主要聚集在沿海一带， 见得多、

经历较为丰富，能够为当地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提供部分有参考

性、有操作性的建议。 另外是纽

带优势。 相较于外来人才，本地

优秀农民工更不易流失、 出走。

总体而言，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背景下，若能将这一庞

大的群体用好用活，就能为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员支撑。

从留乡实际来看，除去少部

分优秀农民工顺利返乡创业外，

大多数通过做点小生意、干点工

地零工散工等方式满足日常生活

需求，无法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

势与作用，找不到渠道 、寻不到

机会是多数农民工无法留在本地

扎根的主要原因。 反之，创造机

会、提供平台将是推动这一群体

发光发热的有力举措。 要全面拓

宽交流平台，线上通过开设农民

工招聘专栏、直播招聘会议等方

式提升信息知晓度，线下通过举

办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实施农民

工专项招考计划等拓宽就业渠

道， 给予农民工更多选择。 要广

泛收集农民工就业意愿与当地企

业招工意愿， 推动农民工群体特

征与企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设

置服务专员， 通过一对一服务，

大幅提升就业成功率。

要铺好路，也要引好路。 就

业不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个人

长处与岗位所需不够契合的情况

时常存在， 因此， 要由政府牵头

办好各类培训， 全面提升农民工

技能水平。 要办好农民工就业技

能培训班， 如糕点厨艺、 材料包

装、汽车维修等，做到“技多不压

身”。 要针对创业需求、 用工需

求、 岗位需求等办好专项技能培

训班， 如返乡创业类做好创业须

知、 经营须知等培训， 产业发展

类做好农技知识、 基础技能等培

训， 普通用工类做好相关岗前培

训等等， 帮助其快速转变角色、

进入状态。

让优秀农民工

成为乡村人才队伍的“主角”

□

罗淇尹

从一杯“村咖”品出什么

□

马若虎

咖啡遇见乡村，便成了“村咖”。

“村咖”有多火？ 这个春节，不少返乡的年轻人发现：

青山绿水间，一些咖啡馆极具特色，或者土色土香，或者

精致典雅； 顾客里， 有当地的村民， 也有远道而来的游

客；不仅店里围满顾客，外卖订单也响个不停。 有外卖平

台数据显示，年关将近时“村咖”销量猛增 230%，“村咖”

成了当下“新型年货”。

其实，“村咖” 并不是新鲜事物。 这两年， 在许多乡

村，咖啡馆逐渐变多，吸引无数人到访打卡。 细品之下，

这杯“村咖”风味独特。

独特在于超乎想象的新场景。 苏州旺山村的 U�space

咖啡馆，坐拥美丽的山景与茶园；宁波潘火街道的“祠堂

咖啡”，房间曾是教室、当过茶馆，咖啡用中国老底子的

盖碗来装；温州大若岩村的“花开麦饼”咖啡馆，将时髦

的咖啡与当地的“土味”麦饼结合在一起……相比于城市

咖啡馆，乡村咖啡馆从颜值到产品，主打一个创意，令人

惊艳，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松弛感的满足，也是不少人喜爱“村咖”的理由。“城

市里的咖啡用来‘续命’，‘村咖’适合放松。 ”“一边品美

味咖啡，一边赏美丽风景，也太惬意了吧！ ”

独特在于乡村发展的新面貌。 近年来“村咖”的亮眼

表现，是乡村发展变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返乡创业的年轻

人和“新村民”多了。 大多数乡村咖啡馆的经营者，是返

乡青年或者来自外地的“新村民”。 他们跟得上潮流，新

点子多。 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加上给力的政策，为创业

提供良好条件，为“村咖”提供适宜土壤。 小小“村咖”，承

载着创业者的生活理念和人生梦想。

在“村咖”的消费者中，不少是当地的村民。 点一杯

咖啡，“偷得浮生半日闲”，和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围坐聊

天，成为乡亲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独特在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村咖”火出圈，更多

得益于乡村旅游的火爆，乡村旅游为“村咖”带来巨大客

流量。 比如，去年“五一”期间，浙江安吉偏远山区的一家

咖啡馆单日最多出杯量超过 5000 杯， 依靠“咖啡 + 露

营”，单日最高营业额超过 30 万元。 乡村旅游这把“火”，

把“村咖”的味道越焙越香 ，为推动文旅融合带来更

多启示。

眼下，借着乡村旅游这把“火”，稻田营地、体验农

场、艺术研学等文旅项目正在兴起。 更多“村咖 +”，“咖

啡 + 展演”“咖啡 + 阅读”“咖啡 + 文创”等，让“村咖”与

更多业态擦出更耀眼的火花， 为“村咖” 发展注入新活

力，也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创造新机遇。

一杯“村咖”里，不止是咖啡的味道。 泥土的芬芳、艺

术的气息 、乡村的潜力……这杯“村咖” ，值得好好品

一品。

大山鲜橙远销海外的启示

□盛玉雷

长在重庆市忠县大山上的橙子 ，到海外消费者

手中，最快要几天 ？答案是 5 天 。回想第一次销往海

外，首批鲜橙抵达目的地花了约 1 个月时间 ，严重

降低了品质 。 为了畅通橙子的出海路，当地有关部

门和果农一起想办法 ， 加强田间管理 ， 优化保鲜技

术 ， 熟 悉 贸 易 标 准 ， 改 善 运 输 细 节 …… 这 是“小 橙

子 ”走向“大市场”的历程，也是“一棵树 ”富一方百

姓的启示。

产业兴旺 ， 助力富民增收 。 悠久的种植历史 ，

叠加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 ，当地形成了从鲜果销售

到鲜冷橙汁等完整的深加工产业链条，找到了在家

门口增收的门道 ，也走出了产业强、生活美的路子 。

培育品牌 ，增强服务意识 。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 、

研究机构 ，从种植 、采摘到包装运输进行全方位指

导 ，共同呵护产业品牌做大做强。远销海外，体现开

放眼界 。 种植户手里的橙子出口手册 ，写满了出口

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贸易措施等信息 ，真正实现了

“打开视野来用好当地资源 ”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

源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

益 ，向一二三产业 融 合 发 展 要 效 益 ， 强 龙 头 、 补 链

条、兴业态 、树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增

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个橙子的故

事 ，也是一个产业乃至一地发展的故事 。 立足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 ，优化产业生态 ，延伸产业链条，注

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 、农村生态新价值 ，打造为

广大消费者所认可 、 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 ， 就能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漫谈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乡村 CEO”

□

王鸣镝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专业人

才。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通过

市场化招引，为镇级、村级新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选 聘 了 20

多名被称作“乡村 CEO” 的职

业经理人， 张晓丽就是其中之

一。 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黄凤说：“这些‘乡村 CEO’善

管理、懂经 营 ， 为 产 业 发 展 带

来了新气象。 ”

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农

业农村领域分工也越来越细，

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像张晓丽

这样的“乡村 CEO”，发挥着龙

头示范带动作用， 用市场化改

革 引 领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激活了乡村产业规范化专

业化运作、农民增收致富的“一

池春水”。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长

期以来， 乡村优质人才持续外

流，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

质偏低、老龄化严重、新型职业

农民较少等问题较为突出，乡村

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

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

乡村振兴的步伐，乡村人才供求

矛盾日益突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生态农

业、庄园农业和民营经济，特别

需要一批爱乡村、懂治理、善经

营的乡村经营管理人才，扎根基

层担任“乡村 CEO”。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乡村

CEO”， 而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

困局，既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

天下英才，更要为乡村培养自己

的 CEO。 其一， 挖掘本土人才，

乡村土生土长的“土专家”“田秀

才”“能工巧匠”， 是各自领域的

“佼佼者”，是乡村“CEO”队伍的

重点培养对象。 其二，培育返乡

人才。 充分发挥各类返乡创业人

才的作用， 培养激励农民工、大

学生、科技人员 、退役军人等各

类返乡人才投身到乡村经营管

理队伍中去， 推动才智回乡、资

金回流、造福乡村。 第三，对外招

引人力。 坚持刚性引才与柔性引

智相结合，围绕乡村实际发展需

要，柔性引进人才，不断拓宽乡

村引才育才渠道 ，让更多“乡村

CEO”扎根农村，助力产业振兴

农民致富。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乡村振兴急需一支高素质的“乡

村 CEO”队伍作为支撑点。 各级

党 委 政 府 不 仅 要 搭 建 “乡 村

CEO”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更要

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培养帮

扶， 并给予足够的宽容和信任，

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活力与动

力，让更多“乡村 CEO”在希望的

田野上茁壮成长，助力“美丽乡

村”更美更富裕。

“火热”的社火，给这个龙年

一个超“燃”的“开门红”。张灯结

彩、 阖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中，北

方的高跷 、南方的游神 ，各类民

俗活动精彩纷呈，屡屡登上媒体

平台热搜榜单。 难得的是，更多

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上这门传

统习俗，加入舞动社火的“大军”

中，一些趣味盎然的场景甚至成

为新晋“顶流 ” ，引发广大网友

关注。

民间社火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 无论是太平鼓、舞龙灯、特

色高跷还是闽南游神， 祈福、求

平安一直都是社火应有之义。 除

此之外，社火中的每一项表演或

比赛，用它独特的组织形式和表

现方式，将劳动精神、创造精神、

团结奋斗 、 勇敢无畏等传统美

德，在新春肇始的节日置于社会

的大看台上，并将这些美德进一

步凝聚、升华、传承、接续 ，鼓舞

着全社会的精神追求。

千百年的传承中，社火等民

俗活动形式和内容随着时光积

淀而发生了变化，但再精彩的民

俗也离不开“民”。 不论是踩着高

跷的“关公 ”还是出游的“赵世

子”， 参与社火的主角从来都是

对未来满是憧憬的人民群众。 脱

下戏服 、洗去戏妆 、走进滚烫的

生活，他们是快递小哥 、餐馆大

厨，是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是

重任在身的“80 后”，是摸爬打拼

的“90 后 ”， 是初入职场的“00

后”。 或唱或跳、或舞或蹈、或敲

或打 ，各色装扮下，隐含着大家

对新一年火辣辣的幸福和美好

生活的期盼。

这份期盼可能是健康 、平

安、脱单，也可能是多挣点钱、孩

子上个好学校、老人能得到更好

的照料……一个个热乎乎的愿

望共振在铿锵的鼓点里，升腾在

轰鸣的鞭炮声中。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社火

中映照出的热爱与向往要落到

实处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起

奋斗，也需要将民生的大网进一

步织密织牢 。 从舒心畅快的出

行、购物、游玩体验，到教育 、医

疗、住房等各项现实需求的满足

与兜底，无疑需要每个人在属于

自己的赛道和征程上再接再厉，

也有赖于社会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上做出更多努力。

新春伊始 ， 我们欣喜地看

到 ， 一批税费支持政策开始实

施， 一些医药新政新规惠及社

会，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

进口商品更便宜、“买买买”更畅

快。 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扩大

内需……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

已经写进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里，

这些都旨在构建更完善的社会

治理体系，进一步为相关群体权

益保驾护航。

有温度的民生保障 ， 是对

“火出圈”社火的最好回应。 齐心

协力，共同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

难愁盼， 答好每一份民生答卷，

相信明年的社火会更加红火。

读懂社火背后火辣辣的生活期盼

□

姜伟超 崔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