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乡“新农人”李伟夫妇在种植基地采摘灵芝。 李伟 供图

湖北孝感

乡贤“回巢”报桑梓 反哺家乡助振兴

近年来，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

区朋兴乡将乡贤工作与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 以深厚的乡贤文化为

基础，聚焦乡贤人才作用发挥，以

乡情为纽带， 激发乡贤回报家乡

的热情， 为朋兴高质量建设发展

凝聚合力。

乡贤朱光文在本地经营爱

琴海水上乐园，作为华光村本地

人，同时也是村乡贤理事会会员

之一，朱光文一直关注着家乡发

展。 从创办爱琴海开始，他先后

为本村的青壮劳动力提供工作

岗位， 带动

50

余户村民走上致

富道路。

今年五月份， 华光村召开乡

村振兴“三年行动”动员会。 朱光

文提出，通村主干道狭窄，两边杂

草丛生，道路两旁乱堆乱放，存在

停车困难、会车通行不畅等问题，

给群众出行、生活带来不便，也制

约了乡村发展。

他表示愿意带头出资进行路

基建设，同时对道路两旁的环境

进行提升改造。 村民们也都主动

配 合 做 好 除 草 、 清 乱 、 拆 除 等

工 作。

“虽然这几年经济不景气，但

是朱总还出资出力帮忙修路搞建

设， 我们村里人现在出行都方便多

了。”不少村民对朱光文捐资修路一

事都赞不绝口。

在建设道路的同时，朱光文发

现村里还没有设计污水管网， 污水

横流、污泥遍地、垃圾遍布，湾上的

村民饱受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困

扰， 于是他又萌生了想要铺设雨污

管网的想法。

朱光文的想法得到华光村的

大力支持，“村两委” 在得知他这一

想法后，立即召开屋场院子会，协调

联系黄土坡所有村民， 征求各方意

见， 让出土地为管网建设提供了空

间，不少村民还自发参与建设施工。

目前， 黄土坡通村入户主道正在加

宽修建，已建设污水管网

500

米，修

建公厕

1

座。

据了解， 在此次黄土坡提升行

动中， 朱光文一人捐资就达

35

万

元，他表示，在有能力的时候，为家

乡做点好事、实事，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 ，是作为华光人应尽的责任与

义务。

乡贤能人致富不忘家乡， 反哺

家乡捐资修路， 造福一方百姓的善

举让人感动。

朋兴乡将继续努力营造“知

乡贤、学乡贤、传乡贤”的良好社

会氛围 ， 激发乡贤服务家乡 、反

哺 家 乡 、 回 馈 家 乡 的 热 情 ， 引 导

乡贤积极投入产业发展 、乡村建

设 、 乡风文明等各项事业中 ， 动

员更多心系家乡的乡贤名人为乡

村 变 美 、 产 业 变 强 、 村 民 变 富 的

乡村振兴奉献力量。

（杜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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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寿宁

筑巢回引“新农人”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走进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清

源镇韶托村， 林木葱郁、 山清水

秀。 在湖边的人行道岔口， 一块

“灵芝林下仿野生基地”的牌子十

分显眼。 林子里，返乡“新农人”李

伟正在察看灵芝生长情况， 脸上

露出灿烂的笑容。

2019 年，李伟夫妇一起辞职

返乡种植中药材， 带动就业困难

群众种植林下仿野生黄花远志、

三叶青、 紫灵芝等中药材近 500

亩。 通过 5 年的学习实践，李伟在

林下经济领域已是小有名气，还

被评为国家级林草乡土专家，被

聘 为 寿 宁 县 乡 村 振 兴 特 聘 指

导 员。

近年来， 寿宁县以被列为全

省第三批人才强县试点县为契

机，积极构建“1+3+N”人才政策

体系及“党建 + 产业 + 新农人”发

展模式，大力回引“新农人”，通过

产才融合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在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食用

菌示范生产基地，“新农人” 王明

桃正向技术人员请教食用菌种养

技术。

创新“一户一车间”等模式，

打造有机珍稀特色菌类全产业链，

是寿宁县“1+4”特色产业发展战略

布局的重要板块。 对王明桃而言，

到基地务工不仅增加了收入、 学到

了技术，也丰富了生活。“幸福感满

满的，生活非常充实，家里老的、小

的都能照顾到， 钱也能赚到， 小日

子越过越有希望。 ”王明桃说道。

为加快人才回引，寿宁县立足

山区县农业发展需求， 出台“新农

人” 回村工程实施方案及助力“新

农人”回村十条措施；印发《寿宁县

“新农人” 回村工程政策汇编》《县

委书记县长“请你回乡来”》等宣传

材料 6000 多份，依托新春团拜会、

招商推介会、 乡贤恳谈会等交流平

台 ，让“新农人”请“新农人”进商

会、回故乡。

为克服返乡初期“水土不服”

问题， 寿宁县还开展县处级领导联

系服务重点“新农人”工作，定期走

访 、 慰 问 “新 农 人 ”， 并 建 立

“1+1+N” (1 名县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 +1 名乡镇包村领导 +N 名“新

农人” )结对帮扶机制，为“新农人”

提供产业政策、 项目融资、 生产技

术、要素保障等扶持。

同时，为助力“新农人”成长发

展， 寿宁县在人才培育提升方面实

施创新创业、“师带徒”、学历教育、

千名农创客、 先进典型等“五大行

动”，依托“1+4”特色产业补助办

法、“返乡创业贷 ”等，为“新农人”

发展民宿、茶果园、加工厂房等提供

首笔资金帮扶和创业担保， 着力把

“新农人”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生

力军”。

“政府选派我参加省青联的培

训、 青马班的培训、‘头雁’ 项目的

培训， 让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创业

者，带来很多订单。 ”谈到返乡创业

扶持，“新农人”刘陈瑞如是说。

寿宁县整合农业、 人社资源，

构建人才驿站、众创空间等平台，并

设立乡村课堂，组织“新农人”赴名

校培训。 三年来， 培训农创客数千

人， 助力近 40 名青年提升学历，十

多位“新农人”获市级荣誉，涌现出

如陈丹丹父女 、 李伟夫妻等返乡

创业典范。

此外， 寿宁县坚持以用为本、

以贡献为导向，针对“1+4”特色产

业发展需求，逐一研究产业规划、用

地保障 、 资金奖补政策，“不唯学

历、不唯职称、不唯头衔”面向社会

选聘 11 名“新农人”作为寿宁县乡

村振兴特聘指导员， 纳入“人才绿

卡” 子女入学服务范围， 让“新农

人”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电商销售、

文旅策划等优势， 在特色产业中各

施所长。

着眼于基层治理需要， 寿宁县

还甄选“新农人”进入村“两委 ”后

备人才库，择优将“新农人”选聘为

网格员，推选符合条件的优秀“新农

人” 作为各级“两代表一委员”、劳

动模范、“青年五四奖章 ”“三八红

旗手 ”等人选 ，推动“新农人”在乡

村振兴一线有为更有位， 持续释放

人才效益。

回引“新农人”，焕发新活力，在一

批批“新农人”返乡兴业和示范带动

下，寿宁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张宁伟 叶艳艳）

江西临川：

乡贤返乡发展林下经济

带来致富新希望

初秋时节，走进江西抚州市临川区荣山

镇旨荣村， 山脚下的阴凉处种满了黄精、石

菖蒲等中药材，光照充足的空地种植了一排

排八月瓜，农户穿梭其间忙着除草、浇水。

“我们现在是小规模种植，打算先做好

示范，农户看到我们赚钱了，自然就会跟着

我们一起种植。 ”抚州创森原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乡贤辛雪辉介绍，目前一共种植了

200 多亩中药材，总投资 400 多万元。

谈及返乡发展林下经济的初衷，辛雪辉

感慨地说 ，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于农

业、林业有很深的感情，再加上退耕还林、中

医药强省等一系列政策利好， 便于 2022 年

返乡流转闲置林地种植中药材。

望着长势喜人的黄精，辛雪辉介绍，“我

们不光要发展中药材种植， 还会建立加工

厂，收购周边地区的中药材进行加工，未来

还会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实现一二三产结合

发展。 ”

村民杨武茂正在给黄精浇水，他一边忙

碌一边笑着说，“我在这里干活，不仅每天有

160 元的工资 ， 还可以学到中药材种植技

术，我自己也种了 10 亩黄精。 ”

“我们现在有 6 个长期工， 忙碌的时候

会请 20 多个临时工，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可以赚钱。 ”辛雪辉说，如果老百姓对中药材

种植感兴趣，他们就会提供苗木、教学技术、

保底收购，让老百姓种得放心、卖得安心。

据了解，在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省林

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技术指导

下，辛雪辉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规模在不断扩

大，中药材品质也有所保证，附近的中药厂、

收购商纷纷前来下订单。

临川区委常委 、 统战部部长周友财表

示，临川区通过成立服务工作专班、建立“乡

贤联谊厅”、建设“本土乡贤人才库”等方式，

全面梳理全区在外乡贤花名册，积极召开乡

贤座谈会、吸引乡贤返乡创业，凝聚乡贤之

智、乡贤之力、乡贤之才，助力临川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 (巫发阳 曾子玥 孙燕）

湖北大悟：

助力“双集中”

新乡贤联谊会正式成立

畅叙乡情友情，再谋发展愿景。

9

月

15

日，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新乡贤助力“双集

中” 动员会暨新乡贤联谊会成立大会召开，

116

名新乡贤、 民营企业家相聚一堂， 共聚

发展之力，为家乡招才引智、招商引资牵线

搭桥。

会议选举产生了大悟县新乡贤联谊会

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

书长，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监事长。 朱道六当

选大悟县新乡贤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杜厚伟、贺全当选常务副会长，王仕栋、邓明

辉、田忠发等

21

名新乡贤当选副会长，万春

安当选监事长。 大悟县新乡贤联谊会正式成

立， 标志着大悟新乡贤工作迈出新步伐、走

上新台阶，实现“人口回流、产业回迁”目标，

新乡贤助力“双集中”。

据了解，自

2021

年以来，大悟县

600

多

名乡贤回归投身乡村特色种养殖 、 农村电

商、生态文化旅游和现代制造等产业。 创办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1000

余个， 新建特色种

养殖基地

5.6

万亩， 新增种养大户、 家庭农

场

160

多家，培育了大悟大酱、悟丰五艾、红

绿黄茶业、伴山露营地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和农旅融合示范基地，大悟引进新乡

贤产业项目

187

个， 带动近

1.2

万人就业，

培育规上企业

32

家。

新乡贤开展“结亲带富”行动，

20

名首届

最美新乡贤结对帮带集体经济薄弱村

20

个、结亲“三类对象 ”

133

人，完成年度帮带

目标。

2023

年

4

月，涂亿万、朱道六、贺全、

杜厚伟等

4

名新乡贤发起成立大悟县五岳

山 教 育 发 展 基 金 会 ， 共 筹 集 社 会 资 金

4045.84

万元 ，

9

月

1

日集中发放奖教奖学

资金

402.85

万元， 为大悟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陈勇 易荣波 李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