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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4 月 24 日电(记者刘健、李兴
文、沈洋)山下的春茶已经采完了，山上的茶叶
才刚刚冒出新芽。

江西武宁县太平山海拔 1200 米以上的茶
叶基地，是江西“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海拔最
高的教学实践基地之一，一场有机茶种植的现
场教学前不久在这里举办。

为破解“地谁来种，村谁来建，农民谁来带”
的问题，江西 2011 年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由财政出资招收农村优秀青年深造，推动高
等教育资源向农村延伸，培养乡村发展带头人。

江西省委农工部数据显示，7 年来，这项工
程共招收近 5 万名学员，确保全省 1 . 7 万个行
政村每个村都有 1 名，2 . 6 万名毕业学员中
40% 当选村“两委”干部，42 . 5% 在农村创新创
业，为夯实农村基层党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离乡土工学结合

教学突出实用技能

近日，江西农业大学杨寅桂博士的“中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专题讲座，让“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的 2018 级新学员大开眼界。

“休闲农业如何与乡村旅游融合，要注意哪
些问题？”学员汪灵敏说，听了杨博士的讲座，大
家对各自村里能否搞乡村旅游、怎么搞好乡村
旅游有了思路。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教学由江西农业
大学和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承担，根据学员特点，
两所学校共同探索了“不离乡土、不误农时，工
学结合、因需施教”的教学模式，集中面授和在
家自学相结合。

“与学历教育不同，‘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
学员以培训实用技能为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
书记黄路生说，学校联系当前农村工作重点，结
合学员所在市县实际，开发与当地主导产业相
吻合的实用课程，围绕学员工作所需、应用所缺
的知识开展教学。翻看学员的课程表，记者发现
有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土地流转确权、农产品
食品安全、休闲观光农业等课程。

“依托覆盖全省的三级网络，让学员不出县
城就能完成学业。”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处
长曾宪宁说，由各县电大工作站承担具体教学任
务，聘请当地农技专家授课，更贴近实际需要。

忙时务农，闲时上课。两所学校都采取“工学
结合”的模式，既不耽误农时，也便于因需施教。

学员带着问题来上课，收获答案回去。会昌
县庄埠乡禾坪下村学员胡柳艳以前种植食用
菌，不是品相不好，就是个头不大。集中面授时，
她带着这些问题求教江西农大食用菌专家，问
题逐一得到解决，如今产品走俏市场。

为提高学员动手能力，江西省财政出资
800 万元，在全省设立 110 个教学实践基地，涵
盖设施农业、种养合作社、新农村建设点和农家
乐等。市、县电大工作站又根据教学需要，设立
各自的教学实践基地。

实用、生动、有趣，实践课往往更受学员欢
迎。位于上饶县皂头镇的三鼎实业有限公司是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教学实践基地，这个现
代农业企业集土地流转、种植养殖、精准扶贫、
农耕文化、乡村旅游为一体。

“这个实践基地的特点是类型齐全，乡村发

展遇到的问题几乎都有相应案例。”上饶广播电
视大学校长柳雪芳说，在公司董事长蔡福伟带
动下，公司所在的皂头镇三联村由曾经的省级
贫困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网红村，学
员来了后很受启发。

教得好更要用得好

留得住还要带得动

余江县马荃镇青山村学员于明泽种了
1000 多亩山药，他正寻求江西农大教授的技术
支持，开发山药米粉、饼干等产品，延伸产业链。
于明泽说，在江西农大的学习，让他更加坚定地
扎根农村，把山药产业做大。

目前，江西“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已经进
入培养和毕业学员使用并重的新阶段。江西省
委农工部和两所高校不断加强学员毕业后的管
理、服务和指导，帮助毕业学员在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017 年底，在武宁县电大工作站支持下，
28 名学员众筹成立了武宁县乡村大学生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展销推广学员企业生产的农副
产品。走进这个 3000 多平方米的展销中心，笋
干、香菇、茶叶、蜂蜜、银鱼、红豆杉酒……武宁
的优质土特产品琳琅满目，便于外地游客“一站
式”购买武宁土特产。

“以前各自为政，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武宁
县乡村大学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熊胡
喜说，现在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做大武宁农产品
市场影响力，从而实现多赢。

江西农大成立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将
科学研究与学员产业相结合，对接学员生产实
际，组织专家教授下到乡村田间，为毕业学员送
信息、送技术、送服务，跟踪指导学员创新创业。

乐平市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在全省率
先成立，把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历届学员聚拢在
一起，帮助更多学员在农村寻找到施展才能的
机会，从而真正留在农村。

乐平市电大工作站“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
班主任江峻介绍，协会成立不久就启动了示范

基地建设，61 名学员接手了一个数百亩的橘园
项目，真刀真枪示范引领学员创新创业。

之前，这个橘园的橘子主要走批发市场，每
500克售价仅 0.8元。被协会接手后，嫁接了文化
和旅游元素，通过采摘销售，价格飙升到 8元。这
让前橘园老板、现橘园技术主管杜法增很意外。

“我们还注册了‘汲水农耕’商标，供所有会
员共同使用，提升乐平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乐
平市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会长魏秋香说。

目前，江西已成立 43 个乡村大学生创新创
业协会，促进学员之间互通有无、资源整合、抱
团发展，为学员搭建创业干事平台，帮扶他们在
农村创业就业。在创新创业协会和专家教授的
指导下，学员不仅留得住，还带动周边群众发展
产业。新余市学员陈小红采用“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组织附近农民种植麒麟西瓜，面积达
5 万余亩，产值达 4 亿多元，户均增收 5 万元，
带动就业人员近 1 万人。

鹰潭市学员刘志发组建水稻专业合作社，
社员达 832 人，辐射带动 8000 多户。上饶市广
丰区排山镇牌门村学员林华，以村党支部为核
心、以合作社为纽带、以产业基地为依托，带领
200 户村民种植马家柚，年产量达 9 万公斤，实
现户均年增收 1 万余元。

据统计，江西 42 . 5% 的毕业学员实现创业
致富，其中 310 人成立农民合作社，620 人成为
致富带头人。

补齐人才短板

助力乡村振兴

“深入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到 2020
年实现平均每个行政村有 4 名左右高素质农村
实用人才，为乡村振兴奠定人才基础。”曾宪宁说，
不久前公布的江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是对这项工程成效的充分肯定。

实际上，江西对“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
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江西总共 1 . 7 万个行政
村，原本计划达到一村一名的目标这项工程就
结束了，是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促使这项工作

持续开展。
——— 农村基层组织的“顶梁柱”。永新县

龙源口镇秋溪村村支书李卫平选读公共管理
专业，接触到基层党建的先进经验、乡村治理
的现代理念。毕业后，李卫平发挥村党支部的
堡垒作用，把昔日的“龙源口大捷”发生地建
成马路宽敞、别墅成排的美丽乡村……

各地积极推荐德才兼备、群众认可的优秀
学员进入村级领导班子。目前，毕业学员中 40%
当选村“两委”干部。江西省委农工部部长毛祖
逊说，接下来将确保每个村“两委”班子中至少
有一名农民大学生，他们爱农、懂农、务农，将有
效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 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希望”。天气转暖，
基地蓝莓长势喜人。靖安县学员张和波的有机
蓝莓产业项目，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
模式，引导 44户贫困群众以土地入股，解决了
30 户贫困户就业，每户收入达 1 万元。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兴国县 50名学员结对帮扶
贫困户 563户 2056人，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

江西省委农工部介绍，“一村一名大学
生”工程已为江西 2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培养 13478 名农村优秀人才，为 2900 个
贫困村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 现代农业的“践行者”。定南县岭北
镇兰州村树林一角，鸡鸣声不断，散养的土鸡
在林间悠闲觅食。这是学员李良华的土鸡养殖
基地，运用电子商务提升传统产业，通过云直
播实现土鸡养殖的全程可追溯。后来，他又借
助互联网，创造了自己的品牌。他的合作社被
有关部门评为 2016年全国“优秀合作社”。

学员汪艳霞从事种草养羊及有机肥加
工，毕业后与中科院江西省分院等专家合作
建立院士工作站，投入 200 万元研发推广高
品质羊种选育和高产牧草套种，产值达到
1436 万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高素质的“三农”人才。
受访的基层干部普遍认为，从人才培养着手
抓住了“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这些“领头雁”
的带动下，江西乡村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

乡村发展的“领头雁”是如何炼成的？
江西“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西安 4 月 24 日电(记者刘书云、张
斌)春日正酣，不断升高的气温催开了秦岭深处
的朵朵野花。每到这个时节，成群飞舞的蜜蜂和
前来讨教养蜂技术的农民让李宝华家的后院总
是异常热闹。

59 岁的李宝华是陕西留坝县留侯镇桃园铺
村人，已在秦岭深处养蜂 13 年。在留坝，像李宝
华这样的养蜂人不在少数。地处秦岭深处的留坝
县总人口只有 4 .7万人，其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
农户以养蜂为业，年产蜂蜜超过百吨，原蜜产值
达 1700 余万元。被当地人称为“空中产业”的养
蜂业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来源。

除了养蜂，近年来，留坝县还不断探索，逐
渐发展形成了以生态土鸡、生态土猪、生态香菇
为代表的短线产业，以林下中药材种植、板栗
林、橡子林为代表的中线产业，和以全域旅游为
代表的长线产业，构成了“四养一林一游”的绿
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青山绿水是我们的底色，只有守护好才能
带来金山银山。”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多年来，
我们坚决拒绝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不可恢
复性破坏的矿产资源开发、风力发电、生物质发
电、小水电等重大资源开发性项目落地，先后下
大力气关停 10 多家影响生态环境的工矿企业。
如今留坝的产业以绿色为基底，无论是全域旅
游，还是绿色食品，都主打“生态牌”，既承担了保
护绿水青山的责任，也实现了金山银山的担当。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坝一直

面临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可兼而得之
的困扰。许秋雯说，留坝县属国家级贫困重点
县，是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地，又是大秦岭生态保
护限制开发区。为了谋求发展，县上也曾经砍过
木头、卖过石胡头，但都没能实现富民强县的目
标。2002 年，县委、县政府确立了“生态立县、药
菌兴县、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以后的历届县
委、县政府领导坚持这一战略不变、方向不调，

一干就是十几年。
为了进一步“破题”，2011 年开始，留坝县

决定“就地取材”，一边围绕得天独厚的秦岭自
然风光大做文章，发展全域旅游；另一边通过旅
游业带动产业融合，并号召全县群众参与其
中。在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以紫柏山国
家 4A 级景区为代表的自然观光产品，以木工
学堂、青少年足球研训基地为代表的研学旅游
产品，以山地骑行为主的运动休闲产品等次第
开花。

行走于留坝县火烧店镇中西沟村，不少传
统的农家院落早已变身为个性化的民宿，围绕
村庄打造的各种“沉浸式”农业休闲体验项目，
正成为久在樊笼的城市游客亲近自然的首选。
县上不失时机地在农村开展了“弘六德、展六
美”道德积分活动，通过弘扬传统美德提升群众
素质，为三产融合创造了条件。

看着近些年的显著变化，火烧店镇党委书
记郭绵感触颇深：“以前动员村民开农家宾馆、
办农家乐时，没人愿意，就想着种自家的一亩三
分地，现在，看到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村民不但
自发地给农家宾馆装上空调、电视，还自觉地在
房前屋后种花种草，把儿时用过的弹弓、铁环、
高跷都整理出来供游客玩乐。”

伴随着游客逐渐增多，一些当地的优质
农产品价格更是一路看涨。土猪肉由一斤 14
元卖到 22 元，土鸡由一斤七八元卖到 24 元，
土蜂蜜更是由以前的每公斤 40 元上升到百
元左右。

为了提高当地农产品的销售量，留坝县还
组建了 73 个扶贫合作社，培育了 7 个龙头企
业，让农业生产从“提篮小卖”走向“规模定制”，
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打出了留坝的农
特产品牌。留坝县山城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是留
坝培育的龙头企业之一，负责人杨茂华说：“公
司现在和扶贫合作社都签有订单，不但农产品
质量有了保证，还形成了规模效益，降低了采
购成本，对公司和村里人来说是双赢。”

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留坝正加速实现生
态“变现”。据统计，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已经从 2011 年的 4700 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9535 元。

“日子越来越好，咱也要培养一下自己的爱
好。”见到 84 岁的李培义时，他正在编竹笼，准
备养几只鸽子。“我们杨家沟以前真是脏乱差，
现在要发展旅游，县里还专门给我们修通了串
户路，建了污水渠，村里真是大变样。”李培义咧
嘴一笑说，“啥叫美丽乡村，我们这就是嘛！”

“啥叫美丽乡村，我们这就是嘛！”
陕西留坝做强绿色产业加速生态“变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进一步推广浙江
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强调要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这
点明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需
要把握的准则，唯有如此，才能
让中国乡村保持千姿百态，百
花齐放，满园春色。

中华文明悠久而绵延不
断，中华民族对乡土深情依恋，
而承载这种文明和依恋的，就
是千姿百态、万种风韵的乡村。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
高原”“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
烟”……我们可以欣赏大漠孤
烟，又可留恋小桥、流水、人家；
幼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
阴学种瓜”，老了，则“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千百年的
诗句描不尽乡容村貌，诉不尽
家恋乡愁。

正因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当
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全社会
高度认同，各地热情高涨，但我
们必须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将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因
此，乡村振兴，必须注意做好顶
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
点、分类实施、典型引路。

现实来看，一些地方在建
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出现了“形
象工程”、片面追求“政绩工
程”，“千村一面”的情况。一些
地方在整治建设过程中存在建大亭子、大牌坊、大公
园、大广场等“形象工程”，偏离村庄整治重点；一些地
方照搬城市模式，脱离乡村实际；有的甚至存在破坏乡
村风貌和自然生态等突出问题……

因此，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工作中，要防止
层层加码、一风吹、一刀切。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又
要有科学求实的作风；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扎实推进、从容建设、久久为功。

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可以相互依存，只要“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乡村，可以让城里人更向往，让乡村成为都
市 人 的 心 灵
家园。
(记者裘立华)
新华社杭州
4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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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4 月 24 日电(记者吴帅帅、张璇)这是
一条铺设在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只有 4 .5 公里的窄轨
铁路——— 四五节车厢的小火车，以每小时不到 10 公里
的速度，“悠游”于当地 18 个不同的主题家庭农场间。

春日最美时节，游客纷至沓来，要登上这趟观光火
车往往得等上半个小时。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条“乡间铁路”，成为鲁
家村通向美丽生活的写照。

10 年前，甘肃姑娘李亚丽嫁到鲁家村。她回忆：
“当时村子偏远落后，到处都是土坯房、机耕路。”她和
丈夫宁可在县城租房居住，也不愿意回到村里生活。

2011 年，朱仁斌当选鲁家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
开始环境整治。此前多年，浙江省早已开展了“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鲁家村虽然起步晚，但毕竟有了新
的开始。

朱仁斌和村干部或亲自垫资，或找乡贤筹款，从家
家户户门口的垃圾箱开始，到村里的溪流整治、道路修
建……不到一年，鲁家村村容巨变。

“这样一来，可以申请美丽乡村的项目了；二来，村
里环境改善了，增强了村民们的自豪感，从‘要我干’变
成了‘我要干’。”朱仁斌说。

2013 年，朱仁斌为鲁家村规划家庭农场发展方
向。“只有把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有限资源转变
成集体资产，才能让村子可持续发展。”朱仁斌说。

于是，他走南闯北找项目、谈合作。“我们合作开发
的条件，就是村集体必须占股。”在朱仁斌等村干部的
坚持下，村集体和当地一家旅游公司最终达成协议共
同开发，分别占股 49% 和 51%。

为了更好地开发家庭农场的游览价值，2015 年，
鲁家村村民们大胆地建起了这条山村铁路。

火车驾驶员、保安、导游、咖啡师……记者了解，短
短几年，鲁家村近一半的常住村民都在铁路及沿线景
点工作。“外来媳妇”李亚丽摇身一变，腰上别着小音
箱，手上拿着麦克风，做起了乡村导游。

火车拉来了游客，也拉回了小山村的村民。就连村
里在外读书的大学生也纷纷往村里跑。

23 岁的楼健即将大学毕业，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山
村，做起了一名咖啡师。

“先从做咖啡开始，将来有机会在村里做旅游管
理。”楼健规划着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说，虽然现在收入
不算高，但自己更喜欢在家乡工作，相信村里以后发展
会更好。

记者了解，截至 2017年底，鲁家村集体资产超过 1亿
元；通过村集体入股开发旅游，每户村民都拥有股权，每股
价值从 2014年的 375元，涨到 2017年底的 19800元。

乡村的生态，神奇转化为美丽经济，守望着村民的
美好日子。

山村开来小火车

生态资源变资产

▲在江西省武宁县乡村大学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展销大厅，工作人员向观展者推介学员企
业生产的农副产品（ 3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美 丽 乡 村 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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