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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至

28

日， 首届国际

乡村发展创新博览会在安徽合肥举

办。 期间，为期两天的“乡村

CEO

战略培训班暨现代乡村运营研讨

会” 专题活动同期举行， 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代表参与。

本次活动由国际乡村发展创新博览

会组委会、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指

导， 长三角零碳智慧乡村联盟、浙

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 上海国展展

览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省经济学

会、 安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共

同主办。

开幕式上， 高校毕业生就业

协会王路江会长、 安徽农业大学

操海群校长、 安徽省经济学会会

长曾凡银分别致辞。 同济大学乡

村产业研究院阮霖军教授在开幕

式上发布了 《全国乡村运营创新

共同体发起倡议》。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原副院长、 长三角零碳智慧乡

村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王振主持开

幕式。 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经

济学会副会长孔令刚主持“现代

乡村运营研讨会”，安徽农业大学

乡 村 振 兴 学 院 院 长 刘 鹏 凌 主 持

“乡村

CEO

战略培训班”。

本次专题活动围绕乡村高质量

规划、特色产业创新培育、社会资源

整合赋能、 利农共富模式可持续运

营、乡村运营国际对标与合作等重要

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和

乡村运营实践者分享了丰富的经验

和见解。

在现代乡村运营研讨会上，

9

位

专家作了专题演讲。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结合

云南乡村实践，提出“一个中心、四个

主体、四个机制”的乡村运营框架，通

过合作社、 乡村

CEO

等主体实现乡

村价值。

长三角零碳智慧乡村联盟理事

长、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陈志钢提

出，要在碳中和与共同富裕目标下推

进低

(

零

)

碳乡村建设，从绿色基建到

生态治理，构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

的发展格局。

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

文龙分析了乡村运营背后的逻辑关

系，强调品牌引领、规划前置、数字化

工具等关键要素。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孙洪武提出，要推动科技跨界

融合，探索“农业

+

新能源”“农业

+

文旅”等新模式，完善政策引导和政

企协同机制。

此外，浙江大学生态规划与景观

研究所所长严力蛟、安徽财经大学赵

守飞、 先正达集团熊猫指南

CEO

毛

峰等业内专家及产业代表分别就各

自的乡村运营研究及实践作分享。

在乡村

CEO

战略培训班上，

8

位专家作专题演讲，

5

位专家开展圆

桌讨论。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袁岳提出， 乡村运营需提高聚集度、

增加体验度、培育乡村情怀，并处理

好状态、形态和业态的关系。 同济大

学教授阮霖军分享了绍兴市上虞区

新宅村的成功案例，强调规划与党建

引领的重要性。 上海微笑草帽集团创

始人郭辉提出三种共富模式，包括整

村运营、农品产业链协同和跨区域产

业联盟。

另外，苏州太仓市东林村党委书

记苏齐芳、农链科技董事长丁华同时

作分享，湖南益阳赫山区和浙江诸暨

市陶家村进行案例展示。

本次专题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推动了

乡村运营与国际对标， 为培养乡村

CEO

和现代乡村运营人才奠定了基

础。 （陶伟）

“乡村 CEO 战略培训班暨现代乡村运营研讨会”

在合肥举行

浙江江山：

“乡村共富运营师”

成为产业生力军

春回大地，稻田披绿，万象“耕”新。

在地处浙江省江山市长台镇华峰村峰田

农场育秧大棚内， 一排排嫩绿的秧苗

“整装待发”。 去年，这里的早稻攻关田

和百亩示范方， 亩产双双打破了全省最

高纪录，能否再续高歌？ 对此，农场负责

人 陈 林 嶓 信 心 满 怀 ， 今 年 准 备 再 冲

新 高。

除了忙活自家田头事， 今年陈林嶓

又多了新身份———江山市的“乡村共富

运营师”，主要职责就是从“一人富”到

带动“大伙富”。 一开春，他便走马上任，

紧锣密鼓开始指导村民启动新一轮播

种。如今，300 多吨化肥、可种 4700 多亩

的秧苗已全部到位。

陈林嶓的思路很清晰，如今种粮食，

必须改变以往传统“单打独斗” 的种植

方式， 得化零为整， 有了规模化做基础

后， 机械化、 智能化方具用武之地。 于

是， 在他的牵头下， 以长台镇粮食产业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为龙头， 流转

了全镇及周边乡镇 14 个村， 共计约

5400 亩农田，具体种植还是交由几个大

户，但有了“统”之后，联合会就能提供

技术辅导、技能培训、生产合作、产品加

工、市场对接等多元服务。

“很多想法是从培训过程中启发而

来，既有专家答疑，又有同学一道交流，

还到更先进的地方学习，很是受用。 ”说

起市里组织的“乡村共富运营师” 培训

班，陈林嶓感慨万分。 他坦言，起初“农

创客 ”基本都是“单打独斗”，与地方政

府和相关部门交流甚少， 就连同行间也

互不相识， 后来大家聚首， 才发现有许

多相同“痛点 ”，比如只懂技术、不懂运

营， 比如好产品卖不出好价格， 又比如

有心带动周边群众共富， 可苦于没有抓

手和路径。

乡村要振兴 ，离不开运营，更离不

开人才支撑。 针对乡村本土运营人才短

缺、 产业发展缺乏运营思维等问题和短

板，2024 年， 江山市启动乡村运营人才

体系化培养培育行动， 希望通过建立培

训赋能、职业发展、要素保障、组织领导

“四大体系”，激励和帮助乡村人才成长

成才。 首期培训班， 由市里联合中国职

业经理人协会举办， 理念锁定“干什么

就学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 于是，40

名“农创客”学员“回炉 ”，需完成 31 项

内容的“理论 + 实操”培训，逐一通过能

力考评，方能获得“乡村共富运营师”的

资格证书。

育好人才 ， 关键得让人才尽显才

能。 对此，江山市积极谋划后半篇：鼓励

强村公司、 国资运营公司、 农文旅项目

团队等招聘“乡村共富运营师” 担任职

业经理人，并以“基本工资 + 绩效奖励

+ 运营分红” 的模式， 激发他们的积极

性，同时形成利益共同体。 据介绍，对于

“乡村共富运营师” 及其团队在重点村

所开展服务类共富业态投资的， 待运营

成熟时， 江山市真金白银地给予落地奖

励补助。

短短半年多，这支队伍开始堪当大

用。 上余镇五程村党总支书记郑小荣担

当“乡村共富运营师”后，很快成立了强

村公司， 将村里 3000 多亩闲置土地种

上蔬菜， 并配套了一个农事服务中心，

用于加工菜干、 辣椒酱等， 同步又接入

衢州市供销社旗下的生鲜配送中心渠

道， 别说真带动了 300 多户增收。 另外

还有“豆很好” 共富工坊的负责人张君

君， 结合培训所学在廿八都景区新打造

了一个“大陈面坊 ”，将面条搭配雪菜 、

土笋干等， 打造成更符合当下青年喜爱

的爆款，开业半年营业额近 50 万元。 类

似案例，不胜枚举。

江山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逐步落实“乡村共富运营师”

创业扶持政策兑现，并继续摸排有潜力、

有经验、有意向的“农创客”、村党组织书

记及后备人才，办好“乡村共富运营师”

第二期培训班， 为乡村振兴一线培育更

多爱乡村、懂技术、会运营的生力军，力

争实现村村都有运营师。 （庞博）

“近年来，在云和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安溪畲族乡以‘千万工

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以‘组团

发展

+

乡村运营’理念助力共同富

裕，生动诠释了‘小乡镇’实现‘大

作为’的历程。 ”

日前，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

“三大差距”、以“乡村运营”理念助

力“共同富裕 ”新闻发布会在浙江

省丽水市云和县安溪畲族乡召开，

安溪畲族乡党委书记张悦表示。

如其所言，安溪畲族乡在云和

率先开展整乡乡村运营模式———

2024

年

11

月，当地与耘雀（杭州）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整乡

运营合作协议，正式打开乡村运营

篇章，通过夯实基础、引育人才，促

进乡村资源、 产业项目精准对接，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乡村

全面振兴。

云和县耘梦畲乡乡村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潘储安表示 ，

2024

年以来，团队以“千万工程”为指引，

以“片区组团、活化乡村、赋能共富”

为运营理念，以市场化运营激活乡村

资源， 以新业态培育赋能产业升级，

以特色文化体验实现流量转化，探索

出“调研筑基、品牌塑形、活动破圈”

的乡村振兴运营路径。

2024

年，该乡

3

个行政村总收入

410.35

万元， 经营性收入

266.82

万

元 ， 乡级强村公司利润收入

305

万

元，连续

2

年实现所有行政村经营性

收入均超

50

万元。

产业兴则乡村旺，安溪畲族乡亦

深化三产融合发展载体，拓宽强村富

民路径———近两年，当地成功落地三

个浙江省级试点项目，带动固定资产

投资

2085

万元； 近三年累计扩面种

植云和雪梨

801

亩，积极发展林下经

济， 完成

300

亩野生箬叶抚育、

393

亩黄精种植。

张悦介绍说，当地打造“梨享”田

园共富工坊， 吸纳

60

余名留守农户

就业，实现人均月增收

3000

元以上，

村集体每年增收

20

余万元； 坚持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 推动公园乡村建

设， 持续打造黄处畲寨儿童文学村，

以项目建设、品牌打造、产才培育、文

化挖掘为抓手，推动儿童文学与乡村

产业深度融合， 成功招引童话美术

馆、文鑫畲艺工作室、青禾摄影工作

室等入驻安溪，不断充实丰富乡村业

态……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

广安吉经验、 支持青年入乡发展，建

设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1000

个。 对安

溪畲族乡而言，青年力量正是推动乡

村振兴的生力军。

“佛儿岩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创

建和安溪片区公园乡村建设给乡村

人才培育孵化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

立足乡村发展需求，深入推进产业工

程师培育，探索高水平人才‘互聘共

享’，招引高校毕业生

5

人；深化党建

联建‘校地合作’模式，新增大学生创

业实践基地

1

处，助力乡村新兴草根

业态培育……”安溪畲族乡党委委员

李德荣表示。

据悉 ，下一步 ，安溪畲族乡将以

“千万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焕发新活

力，以“片区组团

+

乡村运营”思维驱

动强村富民实现新突破，在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文聚力深耕人

文乡村沃土、乘势而上抢抓乡村发展

机遇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开创中国

式现代化和美共富民族乡镇新局面。

（傅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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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浙江云和

“千万工程”促发展

“乡村运营”焕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