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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福建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农
人分会在政和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新联会新农人
组织，共有 145名会员，除了与农业直接相关的从业
人员外，还包括来自文化传媒、文旅产业、电子商务、
创意设计等领域的优秀工作者。分会成立当天，来自
全省各地的新农人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汇聚新农人
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年轻一代远离农村生
活，对传统农业缺乏热情，农村“空心化”现象备受关
注。与此同时，广袤乡村也涌现出一批借助前沿科
技、凭借超前理念创新农业生产、销售和服务等流程
的生力军，他们掌握知识，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统
称为新农人。这些年来，新农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
们活跃在田间地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

持制度，要求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也就“完善强
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进行专门部署。全省深入学习

“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同样强调，
“加强乡村振兴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各类人才
向乡村振兴一线流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新农人组织，将散落在各
地的新农人聚合在一起，恰逢其时，将为全省现代化
农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为省新联会新农人分会的成立
欢呼之余也应看到，分会的成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成立后该走向何方？关键要有精准的定位和务实的行动。

毋庸置疑，作为联系新农人的桥梁纽带，分会要
搭好干事创业的平台，发挥班子成员的“关键少数”作
用，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立并完善运营管理和常态化

交流分享机制，让不同地区的新农人在常来常往、互
通有无中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同时广泛吸纳更多优秀
的新农人，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行胜于言。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分会应务
实不务虚，引导会员发挥头脑灵活、善用网络等优势，
分享各自投身农业大潮的故事，宣传展示乡村新面
貌；加强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聚焦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积极培育发展农
业新质生产力；深入参与智慧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等新业态发展，帮助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当好
乡村振兴领头雁、农民致富带头人。

点点微光聚合在一起，便是能够照亮前方的光
束。期待省新联会新农人分会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可
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
致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作出贡献。

（林清智 来源：《福建日报》）

乐见更多新农人聚合发光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建瓯市把培育“新
农人”队伍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作用，坚持引才育才
并举、用才留才并重，以现代新农人为引领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

凝聚发展合力，打造强基培优“新矩阵”

实施“外引内培”双轮驱动，为“新农人”干事创业
和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培养一支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队伍。

一是吸引“新乡人”成为乡村蝶变“新动力”。流
转盘活村民自建房、校舍、厂房等闲置资产，进行微改
造、精提升，打造“候鸟式”基地，为“新农人”提供“拎
包办公”的创业兴业平台。截至目前，盘活释放5157
宗、1172亩闲置宅基地和3000多亩可交易集体建设
用地量，培育24个省市级“绿盈乡村”、7个省级乡村
振兴带，完成 16个传统村落、30余处历史文化建筑
进行保护修缮，打造“丹枫白露”、“九仙画苑”等文旅
品牌，新建 8个果蔬冷链库房，促进村集体村民双增
收。

二是激活“原乡人”锻造产业发展“主力军”。引
导“新农人”参与乡镇街道乡村振兴公司投资、经营、
管理全过程，整合乡村手工业者、民间工匠等“土专
家”“田秀才”，推动就近就业。截至目前，18个乡镇
街道乡村振兴公司投入运营，共承接项目55个，项目

总金额 941.2万元，盈利 59.2万元，带动村财增收
91.3万元，带动工匠增收 129万元。深入挖掘农村
发展新潜能，探索农业与文化、教育、康养等业态深度
融合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在全市14个乡镇打造14
条示范带，策划生成项目 207个、总投资 22.13亿
元。

三是召唤“归乡人”争当乡村发展“领头雁”。鼓
励优秀“新农人”回乡任村干部或领办企业，实施优秀
人才村干部“后备培养”“素质提升”等计划，149名大
专及以上学历人才回村担任村主干，占比 65.14%。
同时，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会引客等形式，共
推家乡发展。2022年以来，累计引进总投资12亿元
的华帜教育职教产业园、5亿元的福建绿晟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 LED智能灯具产业园等回归项目 14个，总
投资达69.05亿元。

激发发展动力，培育创新创业“新引擎”

聚焦“新农人”所盼所需，发挥金融帮扶、品牌培
育、电商助力与发展致富“双促进”作用，提升“新农
人”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一是增强金融“帮扶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优化“财政+保险+
银行”合作机制，用好“福村贷”“竹笋贷”等金融工具，
创新开发“新农人”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应用。截至
目前，共完成对社会化合作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农人”群体总授信 374户、金额共 8857万元，用
信7237万元。

二是发挥品牌“带动力”。坚持“一县一业”“一镇
一特”“一村一品”错位发展战略，在农村一线的“新农
人”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示范带动
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目前已建立迪口甜柿、南雅脐
橙、葡萄、玉山翠冠梨等水果科技示范基地。深入推
进岩壁山茶业、曹岩氧森等企业实施闽台农业融合发
展推广项目。

三是激活市场“生命力”。构建“新农人＋电商＋
物流”体系，探索网络代表人士“新农人”参与直播带

货、乡村电商等新型营销模式，加大与抖音、快手、淘
宝直播等直播平台的合作力度，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网络动能”。加快闽北物流主
枢纽闽北电商快递分拨中心投入使用，“三通一达”日
均吞吐量达 12万件、同比增长 30%；拥有 3A级物流
企业13家，货物周转量57.27亿吨公里。

提高发展效力，注入科技“新动能”

引导“新农人”发挥带头作用，推动人才流、资金
流、资源流向基层下沉，助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提升。

一是深化“技术＋”，实现联农带农。壮大“土专
家”“田秀才”“乡创客”等师资队伍规模，发挥“新农
人”技术的“乘数效应”，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1410人
次，高技能人才 209人。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田
间地头+流动课堂”“实地调查+现场指导”等教学模
式传技术、解难题，让农业知识更加实用适用、入心入
脑。2023年以来，组织召开农民技能培训会 26场
次，累计培训农民、种植大户3500余人次。

二是深化“科技＋”，实现高产高效。加快推动智
能化、数字化技术融入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
环节。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加快培育科达现代农业、
永发现代农业等3家育苗服务企业，成立圆旺元种业
产业研究院，建立国家农作物品种（建瓯）展示评价基
地 150亩，鲜食玉米、蔬菜等种子供应占全省市场
20%以上，年产值达1200多万元。搭建“建瓯市智慧
农业云平台”，实现托管产品的可查、可测、可追溯。
据测算，全程托管与小农户分散经营相比，农户每年
每亩可降低生产成本 30%以上，增产 10%左右，托管
服务组织每年可增加30%的收入。

三是深化“合作＋”，实现增收创收。推动“民企
带村”，完善“公司+集体+新农人”利益联结链条，持
续推行“百会联百村”“跨村联建”“万企兴万村”等有
效模式，组织双羿竹木、双龙戏珠等15家民营企业，6
个乡镇商会及异地商会与村结对共建，通过产业发
展、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公益建设等方式与 24个村
结对共建，实施“兴村”项目 19个，投资金额 7806万
元，带动村财增收1500余万元。

（张水丽/文 陈晓丽 林静琦 方正/图）

如何从“ 新 农人”到“ 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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