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初夏袁 重庆市酉阳县
宜居乡结束了一年最为

忙碌的采茶季袁茶农们转而开展茶
林的管护工作袁为来年的丰收打好
基础遥 野如今袁宜居茶的市场影响力
和发展前景越来越好袁今年产值更
是突破 2.6亿元浴 冶说这话时袁宜居
乡建田村的野酉阳 800冶生态农人
冉金成正忙碌在茶园里袁言语中满
是自豪袁野我们茶农收入逐年增加袁
离不开党组织对本土人才的大力

培养袁也离不开耶酉阳 800爷区域公
用品牌的赋能遥 冶

野酉阳 800冶是酉阳县倾力打
造的区域公用品牌袁 因县域平均
海拔 800米而得名遥近年来袁酉阳
县积极探索人才振兴新路径袁通
过野培育+回引冶的创新模式袁着力
打造一支能引领乡村发展尧 带动
产业繁荣的野酉阳 800冶生态农人
队伍袁为构建全县域尧全品类尧全
产业链的野酉阳 800冶区域公用品
牌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与人才保

障袁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遥

以产引才袁呼唤游子回故乡

端午假期，丁市镇中坝村的

千氹田梯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吸引了不少游客自驾前来露营游

玩。梯田边上的古寨里，千氹田农

家乐生意火爆，座无虚席，生态农

人陈俊林正热情地招呼客人点

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俊林是土生土长的中坝村

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打拼。

2023年夏天，酉阳县针对乡村人
才结构不合理、数量短缺、发展后

劲不足等问题，根据产业发展实

际需求，推出了挖潜本土能人、回

引在外人才的“以产引才”举措。

酉阳向外发出 2万余份乡村振兴
邀请函，召开 500余场次村级对
接会，成功吸引了包括陈俊林在

内的 700余名各类人才返乡，为
乡村产业发展招来“领头雁”。

中坝村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具备发展农旅产业的天然优势。

回村后，拥有建筑学和法学专业

知识的陈俊林，敏锐地抓住“酉阳

800”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机遇，
不仅因地制宜发展水稻、高粱等

产业，还开办了农家乐，并在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中担任重要角色，

全身心投入乡村发展。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思维

活跃，想法新颖，干劲十足！”中

坝村党支部书记冉和光谈及两

年来村里的变化，脸上笑开了

花，“通过发展药菊、辣椒、油葵

等产业，村里每年带动就业 2000
多人次，去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首次突破 132万元。”
看到农业产业发展态势良

好，陈俊林和村委会又将目光投

向乡村旅游，决定走农旅融合发

展之路。说干就干，如今村里生

态停车场、露营基地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

的网红打卡地。

“游客增多，消费活力被激

发，产业才能更兴旺！”陈俊林满

怀信心地说，“今年发展形势更

好，尤其是通过举办第二届梯田

花海节，吸引游客超 1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30%。”

以才兴产袁激活发展新引擎

“虽然春茶采摘结束了，但

茶园管护工作可不敢懈怠，明年

的好收成都指望它们了。”天刚

蒙蒙亮，冉金成就带领工人走进

山里，对茶树逐一进行施肥、修

枝等管护工作。

自 2021年发展茶产业以来，
冉金成凭借自身努力和各方支

持，短短几年间，就将自家的小作

坊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合作社。

去年，合作社年产茶超 8吨，销售
收入超过 600万元，今年在“酉阳
800”宜居贡茶文旅季活动上，更
是被授牌为“酉阳 800”直供基地。

小作坊如何华丽转身成为

“酉阳 800”直供基地？“国家、市、
县三级专家经常来这里开展示

范培训、农技推广。”冉金成介

绍，“今年，在专家的技术指导

下，茶叶生产线全面升级改造，

还成功拿下了俄罗斯、尼日利

亚、澳大利亚等 6 个国家的订
单，总价值达 300余万元。”

在泔溪镇太平村的油茶苗

培育基地，一排智慧大棚格外引

人注目，两名科研人员认真记录

着种苗生长信息。

“太平村的基地占地 2300余
亩，是规模较大、智能化水平较高

的良种油茶育苗基地，专家指导

是我们稳产高产的关键。”武陵山

油茶研究院院长程华介绍，酉阳

深化与以国家油茶科学中心首席

专家姚小华为首的专家技术团队

合作，整合资金、技术、基地等各

方优势，对涉油茶产业的人才开

展周期型陪跑服务指导。截至目

前，全县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40万
亩，年产值达 3.21亿元。

近年来，酉阳县围绕“茶、

米、油、蜜、青蒿、酵素”六大主导

产业，重塑“以才兴产”工作体

系，选派 100名国家科技特派团
成员、市农业科研院所专家、县

农业管理和技术技能人才，组建

产业专家技术指导组。同时，深

化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通过

定制化培育、组团式培优、周期

型陪跑等方式，深入一线为人才

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培训和指导

服务，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082个，惠及群众 30万余人次。

产才融合袁奏响发展协奏曲

“‘酉阳 800’扶持政策为我们
提供了坚实保障，消除了后顾之

忧，让我们更有底气放开手脚、大

胆创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赚。”这几天，李溪镇官坝村的生态

农人金廷军操作着插秧机，结束了

新一年插秧工作，“机械插秧一天

可以插 25亩左右，比人工效率要
高得多，劳动强度也大幅降低。”

金廷军的底气从何而来？原

来，酉阳县出台了《“酉阳 800”区
域公用品牌扶持政策》，实施“滴

灌式”政策支持，细化了支持示

范基地建设、标准制定、宣传推

介等 10大类扶持政策，全生命
周期扶持培育生态农人。此外，

还同步推行“政府贴息、银行扶

持”普惠型金融政策，持续为小

农户投身“酉阳 800”产业提供资
金支持，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

小额信贷、富民贷、渝快助农贷

1625户，共计 2.47亿元。
“政策给力，我们干劲十

足。”金廷军笑着说，“政策扶持

加上自身努力，咱家的水稻种植

基地已实现从智慧化育秧到机

械化收割的全流程现代化，农业

越来越有盼头。”

“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广阔，人

才投身乡村发展大有可为。”“酉

阳 800”品牌发展中心主任冉学峰
介绍，在乡村人才队伍的共同努

力下，2024 年“酉阳 800”从最初
聚焦农产品的 1.0版本，成功升级
为全县域、全链条、全品类的 2.0
版本，品牌产品达 50类 353款，
激活 2150家涉农企业、278个村
集体经济、7.3 万在地农民和 9.6
万余亩直供基地，品牌系列产品

年销售额达 21.8亿元，平均溢价
率超 40%。 渊据叶农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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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酉阳建立“酉阳 800”生态农人队伍———

打造乡村产业人才共振野强磁场冶

日前，在位于安徽省宣城市

泾县皖南川藏线沿线的一家“宇

宙面包店”里，90后青年林凯正
忙着为客人打包面包。这家店已

经是林凯返乡创业的第四个点

了。作为开在农村的新业态，在

政府扶持宣传下，从“宇宙是个

粮仓”到“空空里”“染江山”，再

到今年 2月刚开业的面包店，林
凯团队陆续吸引了 30 余名年轻
人回村发展，带动周边就业约

100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

“洄游返乡”，在泾县乡村的沃土

上耕耘梦想。

“一开始只是抱着体验的心

态参加，没想到，在县城可以免费

接触化妆、搏击、养生、心灵疗愈

这些既新潮又有趣的课程！”连日

来，团泾县县委聚焦县域青年实

际需求，打造“青年夜校”项目，让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成为小城

青年新式夜生活的风向标，丰富

乡村青年精神文化生活。

2024年 4月，宣城市委市政
府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重点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团宣城市

委结合共青团工作实际，出台《宣

城市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

案》，聚焦引育乡村青年人才、深

化项目品牌建设、整合平台资源

赋能等三条工作主线，探索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青年创业者李永刚用“忙碌

且充实”来总结这些年的工作状

态。2021年初冬，来自上海市的
年轻规划设计师李永刚邂逅了

安徽宣城广德市四合乡耿村，

“这片土地不仅让人亲近，也契

合未来旅游发展的场景、业态。”

2021年，李永刚辞职奔赴广
德市开启乡村改造之旅。2022年
夏天，从调研、签约、规划、设计、

动工到建成，李永刚带领团队打

造的乡村文旅综合项目“欢溪

原”，仅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落

地。短短几年间，“四合书屋”“五

合茶叶博览馆”等项目陆续建

成。如今，他吸引了一批优秀青

年从上海来到广德，探索乡村振

兴之路。

“宣城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动下，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工

作，在农业保险的推广、补贴、理

赔等方面有一些实践经验和创

新举措，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2024年暑期，亳州学院经济与管
理系大学生周晓晓等 7 人组成
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带着

问卷深入宣城市宣州区，走访

210多户 500余名村民，了解他
们对农业保险的认知、需求、意

见和建议。

调研结束后，团队耗时两个

半月，撰写出一篇长达 8万余字
的调研报告，分析总结了宣城市

部分农村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现

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要发展多

元化农业保险产品、完善农业保

险再保险机制、增强农民的农业

保险意识等对策与建议。该调研

报告被团宣城市委评为 2024 年
大学生“看宣城”优秀资政报告。

2024 年，宣城共青团组织
2.8万名大学生奔赴乡村一线实
践实习，形成乡村振兴高质量调

研报告 8 篇。近年来，宣城共青
团除了培育本土人才兴乡、组织

大学生下乡，还开展大学生兼职

村（社区）团组织副书记等工作，

同时依托驻外团工委，招引长三

角地区青年人才来宣城乡村建

功立业。

今年是 85 后张林湄返乡创
业的第 15年，她扎根“中国灵芝
之乡”宣城旌德县，打造从育种、

种植、深加工到研发的深山灵芝

产业链。去年 10月，张林湄参加
了“安徽省青年专家（博士）科技

助农服务团”集中对接现场会，

现场提出关于灵芝孢子粉生产

加工环节需要优化的技术难题。

针对张林湄和企业提出的服务

需求，皖西学院的青年博士韩刚

应邀来到企业走访调研并提供

解决方案。

“除了组织青年专家现场科

技助农，我们还组织 20余名青年
企业家代表前往泾县榔桥镇白华

村参观庭院花卉经济、竹木制品

等乡村振兴项目，组织开展‘科技

助农企’主题活动，邀请市农业农

村局介绍农业类帮扶政策、资金

渠道和人才培训通道……”宣城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处罗慧

娟介绍。

宣城共青团通过推动资源

下沉、深化村企合作对接、加强

人才吸纳，让更多青年人才从幕

后走到台前，为乡村发展引入

“源头活水”。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安徽宣城院乡村发展野源头活水冶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