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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乡村振兴聚焦乡村振兴

乡土人才是振兴乡村的“金钥匙”，是带动
群众致富的“领头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涉
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需要各类人才发挥作用，
本土的“能人贤才”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特别
是熟悉当地资源、文化优势以及发展短板的人
才，能更好地发挥辐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坚
实力量。

在广大农村，有无数如廖水成、毛月旺、傅
长泳等能人贤才，为产业发展、村民致富挥洒汗
水，奉献力量。近年来，丽水乡村面貌日新月
异，振兴乡村步伐加快，多项利好政策相继出
台，吸引了一大批在外创业的游子回归乡村热
土，汇聚成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人
力、物力、财力的有机结合，是人才、资源、战略
的有效统一，人才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因此，
应当积极引导乡贤投身乡村建设，不断强化农
村实用人才培育，做好人才工作，营造乡土人才
发展的良好环境。

乡村振兴，要让更多能人贤才愿意回乡村
发展。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让“走出去”的
能人贤才“走回来”，把在外积累的资金、技术和
经营管理带回家乡。吸引能人贤才特别是年轻
人回乡创业，关键在于优化人才的引进制度，为
他们提供和城市对等的甚至更优异的待遇，消
除他们“弃城回乡”的顾虑。近年来，无论是实
施“乡贤回归工程”，还是完善人才福利保障制
度，无不体现出丽水对人才引回的重视。

乡村振兴，要让更多能人贤才回得去。在
过去，丽水的无数高山远村，因地处偏远、交通
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流失了大批青壮年
劳动力。乡土人才也期盼在家乡过上好日子，
因此，富有实力、充满活力、蕴含魅力的花园乡
村才更能引起乡土人才回归热土的情感共鸣。

乡村振兴，要让更多能人贤才留得下。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发展成果将惠及所有群
众，在这过程中，要精准掌握乡土人才的需求，
针对不同类别的人才出台不同政策，提高乡土
人才的社会地位，以“真情”换“真心”，让返乡创
业的能人贤才坚定信念。

总而言之，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注重乡土
人才培育、引回，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才
能更大程度地激发乡土人才活力。同时，也要
建立完善的政策保障机制，让能人贤才回到乡
村、留在乡村，走向乡村发展最前沿。

乡贤能人成为
乡村振兴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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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偏远、产业单一、经济薄弱……这些词语，曾是丽

水无数高山远村难以摆脱的“落后标签”。
发展的窘境，迫使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山门外出打拼，

不计其数的“空心村”也随之产生。
随着乡村振兴的澎湃春潮奔涌而来，如何汇聚丽水乡

贤能人之力，从传统农耕文明中找出破解发展困局的“药
方”，为长期“失血”的乡村注入活力因子，成为亟待攻克的
时代课题。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兴盛，更是精神的振兴、
文明的复兴。近年来，丽水不断强化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并
有针对性地引导乡贤能人投身乡村振兴。

昔日“离巢觅食雀”，如今成了“归巢金凤凰”，他们有资
源、有见识、有财富、有素养、有口碑，成为重构乡村文化和
秩序的关键力量，为乡土文明与现代社会开辟了相处之道，
有效聚拢了散落在绿水青山间的希望之光。

让乡村兴起来

安溪村位于云和县城南群山中，这里山高沟深，盛产毛
竹，宛若被千亩竹林环抱的一座孤岛。过去，囿于交通、地
理劣势，当地难以发展致富产业，年轻人纷纷外出打拼，村
庄逐渐凋敝。

村民廖水成也曾外出创业，但眼见村子日渐衰落，千亩
竹林无人看管，他感到若有所失，“谁不想在家乡过上好日
子？现在家乡需要我，我得回去试试。”

彼时，在云和，在丽水，有着一大批如廖水成一样希望
家乡重现繁荣的村民，他们“不愿将就”的心态，悄然改变着
一个个村庄的发展轨迹。安溪村的改变发生在 2008年，这
一年，廖水成成立了翠园竹木专业合作社，从毛竹竹林结构
调整、低产林改造着手，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安溪村的竹林经济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亩均收
入从 200元增加到了 1000元。

2014 年，一次偶然机会，廖水成发现竹林里生长着许
多野生黄精——一种价格不菲的中药材。他当即意识到，
发展致富产业的机会来了。此后，安溪村打开了“青山掘
金”的新路子。据估算，竹林里套种多花黄精，每亩能为村
民增收 2000-3000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在外创业的乡土人才带着技术回
到了家乡，带动家乡产业发展。毛月旺是龙泉市硕丰蔬菜
专业合作社社长，从 1993年起一直在温州从事蔬菜生产、
销售，2008年回到家乡龙泉龙南乡，建起了高山蔬菜示范
基地，推广避雨栽培、嫁接苗、肥水同灌、物理杀虫等高效栽
培技术，带动了龙泉高山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从 2009年起，毛月旺还担任龙泉市蔬菜产业农技员，
跑遍了市内大大小小的蔬菜基地，在田间地头指导广大菜
农掌握科学种植技术、及时防治病虫害，有效提高经济效
益。

在丽水各乡村，涌现出越来越多像廖水成、毛月旺这样
的新时代农民，他们怀着振兴乡村的满腔热忱，积极主动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遂昌县青苗中草药专业合作社法人傅
长泳也是其中一员，他从 2009年起在金竹镇梭溪塘岭村种
植三叶青、黄精、白芨、灵芝等中药材，三年后小有所成的他
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成立了青苗合作社，发动周边村民投身
中草药种植业。2015年，傅长泳领衔成立的“药王谷”基地
正式成立，成为浙江省最大的三叶青种植基地。

“三叶青是遂昌本地的传统药材，在傅长泳的带动下，
全县的三叶青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200亩。”据遂昌县农业
局总农艺师朱金星介绍，2019年，已成为农民“致富草”的
遂昌三叶青，还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让乡村富起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龙泉，毛月旺被蔬菜种植户尊称为“毛大师”，在他的

带领下，许多村庄、乡镇兴起了高山蔬菜的规模化种植。
城北乡金黄鹤村有着较长的蔬菜种植历史，但一直以

零散户为主，种植技术、管理能力都跟不上市场需求，经济
效益低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当地农户。

“毛大师来我们村了解情况后认为，要提高蔬菜经济效
益，就要联合其他农户一起种，实现集约化管理，他还主动
提供茄子幼苗和技术支持。”2017年，金黄鹤村返乡青年毛
火林正为是否从事蔬菜种植而犹豫不决，毛月旺的建议给
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有了专业指导，毛火林从乡亲手中承租了 30亩地，大
规模种植茄子，次年便获得了不错的收成。今年，金黄鹤村
的茄子种植户已有 40户，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户种植面积超
过 20亩，亩均年收入超过 8000元。不仅如此，这些农户还
自发组建了微信交流群，即时分享种植心得、病虫害防治经
验等。

“山上的树木根连着根,乡村振兴的路上心连着心。”几
年前竹林撂荒、无人问津的安溪村，如今山林间道路宽敞，
竹林里杂草尽除。为了帮助周边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共同
致富，廖水成在种植基地里建起了专家工作室、村民培训教
室以及黄精质量检测室等，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安溪村村民吴仁友是从中获益的村民之一。2017年，
吴仁友回到安溪村重新经营竹林，并在自家 13亩林地里套
种了多花黄精。这些年，依靠经营竹林，吴仁友的腰包也鼓
了起来，去年，他住进了装修一新的房子。

在遂昌，傅长泳也正发挥着乡村振兴“领头雁”的积极
作用。眼看着傅长泳的三叶青种植基地越建越大，周边村
民纷纷上门取经，作为产业带头人，傅长泳不仅无偿共享三
叶青种植技术，还将培育的种苗低价或免费提供给种植户。

“2018年，我们申请了社会化服务项目，政府补助一部
分，我们自筹一部分，对有意向种植三叶青的低收入农户进
行帮扶，不仅免费赠送苗木、种植袋，及时开展技术指导，还
签订了兜底回收协议，解决农户的销路之忧。”据傅长泳介
绍，三叶青还成为了当地的精准扶贫产业，从 2019年起，他
就承担起了“扶贫三叶青”的托管工作。

“三叶青的生长周期四年，亩产量约 400公斤，按每公
斤 300元的收购价计算，亩产值约 12万元，刨去每亩成本 5
万元，净收入有 7万元。”站在三叶青大棚里，傅长泳一边清
理杂草，一边向记者算起了收入账。

让乡村火起来

傅长泳所在的梭溪塘岭村，如今已是一派热闹景象。
来自全市各地的游客在村里的革命遗址回溯历史、重温红
色岁月，或在“药王谷”近距离接触各类中草药，体验丰富多
彩的乡村旅游项目。

“‘药王谷’每年能接待游客 2万人次，在这里，游客可
以学到丰富的中草药知识。我计划把‘药王谷’打造成丽水
农旅融合的知名点位，同时借此契机让遂昌三叶青品牌更
加响亮。”傅长泳说。

记者了解到，“药王谷”的工作人员，都来自梭溪塘岭村
和周边村庄。家里的农活忙完了，他们就会来“药王谷”帮
忙，最忙碌的时节，员工能达到 70人，每年单是工资支出，
就超过 200万元。

60岁的唐家育，便是在“药王谷”脱贫致富的典型。“岁
数大了，种地有些力不从心，现在每年在‘药王谷’打工，能
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呢。”唐家育是梭溪塘岭人，夫妻俩都在

“药王谷”当“工人”，对于这份对体力要求并不高、收入却
不低的工作，两口子都觉得挺满意。

乡村因人而兴，乡村振兴的实现形式也因人而异。在
开展笋竹林改造和林下经济基地建设时，云和安溪村与县
科技局、科协等部门合作，对各种黄精品种进行对照试验，
找出最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进而探索最适合毛竹林下栽
培黄精的科学模式。在与云和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合作完成
地方标准《无公害笋竹林基地建设技术规范》的制订后，当
地还建起了云和县无公害竹笋标准化示范基地，“林下经济
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廖水成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龙泉的毛月旺则在更深入地思考蔬菜销售
问题。2017年，毛月旺在南秦村投资 5000多万元建立龙泉
市农产品（蔬菜）批发市场，如今，来自龙泉各地的蔬菜正通
过这个市场远销温州、上海、常熟等地，成为都市人餐桌上
的“常客”。

市场火了，最终振兴的是乡村。毛月旺告诉记者，这个
市场由南秦村民共同投资参股、龙泉市蔬菜协会联合开发，

“村民能拿到分红，村集体每年能增收约 80万元。”
从零散耕作到规模化种植，从单一产业到多产业融合，

从“穷村”到“富村”再到“振兴的乡村”……越来越多的现代
乡贤能人，正登上丽水乡村振兴的主场。

乡贤能人群像乡贤能人群像

编前语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每一幅乡村发展画卷的背后，都有一组挥洒汗水的群像：
他们是情系桑梓、乐于奉献的乡贤能人，在绿水青山间播种乡村振兴“新希望”；
他们是“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青年创客，用青春的力量书写乡村振兴的美好

篇章；
他们是冲锋在前、敢于担当的基层干部，用热情和激情为乡村振兴倾尽全力；
他们是来自省城的“第一书记”，不辞辛劳奔走在乡野间，谱就别具一格的乡村振

兴协奏曲……
本期深度报道走进生机勃勃的丽水农村，走近这群以乡村振兴为己任的奋斗者，

展现他们心之所系的，丽水美丽乡村的精彩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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