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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
和亮魁

（大理州云龙县长新乡人民政府，云南 大理 672701）

0 前言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加强

农村农业基础性工作，加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力度，充分发挥

基层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结合当下信息产

业现代化的辅助，构建全方位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传承的

乡村农耕文明，推动农业与互联网、新工业、旅游等的深度融合

发展，延伸现代化农业产业链。

1 乡村振兴的多措并举
乡村振兴围绕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高效治理、

生活富裕”总目标，立足当地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积极努力打造新时代下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示范新区。

1.1 打造多个农业基地,提高农民生产收入
云龙县长新乡作为一个典型的集山区、民族、贫困于一体的

贫困乡，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响应以来，全乡人民就牢牢

肩负起脱贫攻坚的使命，首先解决当下底子薄、基础差的问题，

建设好相应的基础设施，根据当地独有的特色建立多个农业基

地，为乡村人民的就业提供解决思路，长新乡位于山区，沘江由

北至南贯穿全境，且该辖区适宜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蚕豆、豌

豆等农作物，也盛产烤烟、药材等，主要的特色还有仔猪、黑山羊

等。因此可以利用其当地的特色设计出属于长新乡独有的产品，

打造属于自己的农业品牌，尽可能地把乡村本有的原生态产业

高效利用起来，扩大农业产品的规模，加强优质农产品的品牌营

销。增强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乡村生活水平。

1.2 提档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在乡村振兴的大机遇下，人民群众团结一气，集智力、劳力引

导各方社会力量对村上的各基础设施进行整改，乡民们通过参

与到农产业活动中，比如开养殖场等方式，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

了家庭的生活水平，通过这样的产业帮扶成功走出困境，走向小

康。目前已经把养殖产业通过公司+基地+村集体+农户形成相应

的产业链，由于之前各家各户没有最基本的生活基础设施，不管

是上学、上班还是开展农业都极其不便利，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

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健全

农业产业服务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方式，组

织动员贫困群众参与帮扶项目实施，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

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组织农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来获得报酬，以此来取代直接获得赈济的帮扶政策。通过在乡村

原有的生态、居住环境的条件上建设优化农村的基础设施，以此

保障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近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差距，由于

近年来水利、林业等农村基础设施工程的增加，因此可以选择相

对简单易学的项目让特困户等农民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也可以改善大部分待业

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1]。

1.3 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群众生活显著改善
通过全乡广大干部职工、人民群众 6年多的脱贫攻坚工作，

长新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民自身建设等方面有了长足

的进步，不愁吃、不愁穿，教育、医疗、住房等“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完全实现，饮水达到国家安全标准，截至 2020 年累计脱贫
6700余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从 23.9%减少到 0%。
从根源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困难、收入不济的问题，全面推进落

实相关政策及措施，是全体人民奔向小康生活的有力保障。随着

包罗水库、乡村农网改造、文化广场、生态长廊的完工及大漾云

兰、云永、云泸高速公路的相继开建，居民在生产生活、出行、休

闲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仅提

高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是为群众带来了民生、医疗、就学就业

等各方面的便利，为今后的地方建设和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以长新乡大岩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

产业化组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全面推进和落实社会责任，结合

摘 要：为解决农村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实现乡村经济振兴。 本文以云龙县长新乡为例，对当前农业发展推进的相
关阻力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多方面融合发展，实现共建共享的农业现代化产业，以期为各地区乡村振兴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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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大多选择留守乡村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大对贫困群众的技

术和资金扶持，使群众的钱袋子不断鼓起来，确保群众的生活

质量不断提高。

1.4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
规模

2020 年，疫情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好疫情防护
工作的同时，要保障稳定就业的形势，统筹推进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的扶贫工作，通过开展线上的招聘活动，引导人力资源

市场和企业、贫困劳动力通过线上渠道进行招聘、面试应聘等，

确保防护期间就业服务不断。通过各项减免、优惠政策和地区

税收优势，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各大企业联合特有产业在乡村

开展实体企业，为乡村吸收人才，通过从外到内转移就业，扩大

乡村劳动生产率。对贫困村县扶贫搬迁、劳动力培训转移等双

驱动。据统计，截至 2019年 12月，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11.19万人，转移就业率 56.10%，比上年同比增长 112.26万人，
增长 10.21%，在转移总量中，乡镇内就地转移就业 307.76万人，
占 25.41%，乡镇外县内转移就业 284.99 万人，占比 23.53%，县
外省内转移就业 260.65 万人，占比 21.52%，省内转移就业
357.79万人，占比 29.54%，就目前的农业惠民工程的发展形式来
看，长新乡在已经脱贫的前提下稳扎稳打地做好每一步，切实处

身着地地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完善村民实现幸福生活的总指标，

如表 1所示。

2 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的举措
2.1 加强人力资源的供给
当前需要对参与农业现代化工程的农民所应该具备的专业

技能加以培训，深刻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实

现更高质量就业，提升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发挥。需要专业的培训

老师围绕创业意识、能力等全方位的培养，深入到乡村内部，走

进村之中，然后再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村现代化建设上，切

实地为那些有创业意愿的农民进行帮扶指导，引领更多村民能

够走向致富之路。要加快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人才供

给特别是技能人才供给上，实施“十四五”的职业培训工作。现在

正在开展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职业培训的力度还要加大。确保

群众能够全方位的掌握专业技术，拿好手中的“铁饭碗”，把技工

教育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2]。

2.2 加强规范专项资金
要想拉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要有

人才、经济、技术的流入，对于那些想要在农村创业的人来说，只

有培训技能，而没有启动资金或者国家在经济上给予的帮扶政

策也是行不通的。要严格制定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及时有效

地对资金流向进行核实，避免出现重复拨款、拨错款、款项不明

等问题发生。切实提高惠农补贴发放的准确性和效率，把专项资

金落到实处。严格管控建设资金的流向，做到项目建设与资金耗

用相匹配，做到有责必究、层级之间相互制约，定期核实专项的

流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优先发展

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中的重中之重，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施行

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此来促进城乡协调

互补、共同促进繁荣的新型现代化农业体系。要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工程，深化农村

改革，实现脱贫攻坚战的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3]。

2.3 加强领导,上传下达要落实
要打好乡村治理的根基，建设农业现代化产业，推进乡村振

兴，必须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配置优秀的党组织干部，强化农

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整顿乡村懒散村党组织干部，深入乡村

基层，带动乡村村民，做好乡村建设的每一步。把党领导对乡村

振兴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贯彻到基层的建设当中。打造千万个

优秀务实的基层党组织干部，发挥坚持党的精神，这样才能把组

织力量发挥到最好，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力量、智慧

和党凝聚起来，让他们团成一股绳投入到乡村建设这个大工程

当中去。因此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结语
在脱贫攻坚战走向乡村振兴建设的过程中，要落实好十九届

五中全会上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充分发挥就业在保障民生建

设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加大乡村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

力度，有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确保提高乡村农民在就业前

的综合素质，大力培训当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工种，帮助每一个

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而仍然没有就业的人参与到乡村振兴战

略下的建设工程中，既解决了乡村农民就业困难的问题，提高家

庭生活水平，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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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2020年/万人 占比/%
转移就业率 1211.19 56.10
乡镇内 307.76 25.41
乡外县内 284.99 23.53
县外省内 260.65 21.52

表 1 2020年地区转移就业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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