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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乡土人才现状探析
——以贵州省都匀市为例

黄文芬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乡土人才存在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人才

外流严重、乡土人才储备与“乡村振兴”对人才需求不对称等问题。应从制定优惠政策，加快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统

筹，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培训机制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乡土人才进行培养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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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是关键。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1]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

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

下人才而用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支撑。“乡土人才”又

称“乡村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是指在农村开发应用和推

广科学技术、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引领农民开拓市

场、创业致富的带头人和引路人，它包括农村土专家、田秀才

和种养殖能手、农技协会骨干、农村经纪能人、能工巧匠、农民

企业家、村组干部、回乡创业大中专毕业生、知识分子、退伍军

人、民间医生、教师和艺人等。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才是强农之本，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重要保障。本文以贵州省都匀市为例，探析少数民族

地区农村乡土人才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依据。

一、都匀市农村乡土人才总体情况

贵州省都匀市，地处贵州省南部，现有国土面积 2285平
方公里，2019年年末户籍人口 50.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36.9万占总人口的 72.48%。城镇人口 28.4万人占 60%，乡村

人口 22.4万占 40%。目前都匀市现有人口分布，城镇人口已

经超过乡村人口，广大农村地区因劳动力外流而出现乡村人

力资源不足的“空壳”现象。缺少应有的劳动力是制约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当前都匀市农村乡土人才总体情况

如下：

（一）农村实用人才规模现状

都匀市个乡（镇、街道）109个行政村共有农业人口

318700人，经调查统计，有农村实用人才 12517人，占总人口

的 3.93%，同比上年农村实用人才 11618人增长 899人，增幅

7.7%；农村实用人才中，女性 2248人，占总实用人才的 18%；

中共党员1441人，占总实用人才的11.5%；少数民族10712人，

占总实用人才的85.6%。

（二）农村实用人才年龄分布情况

在 12517名农村实用人才中，35岁及以下的 2522人，36-
40岁的 1447人，41-45岁的 1890人，46-50岁的 2449人，51-
54岁的1602人，55岁及以上的2607人，分别占实用人才总量

的20.1%、11.6%、15.1%、19.6%、12.8%、20.8%。

（三）农村实用人才结构倾向

在 12517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中，农村生产型人才 3565

人，占 28.5%；农村经营型人才 1890人，占 15.1%；技能服务型

人才 3738人，占 29.8%；农村技能带动型人才 2465人，占

19.7%；农村社会服务型人才859人，占6.9%。

（四）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情况

在 12517名农村实用人才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共

1079人，初中文化程度 9680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 1424
人，大专文化程度226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108人，分别占

比8.6%、77.3%、11.4%、1.8%、0.9%。农村实用人才中，通过学

历教育培训的 113人，专业技术培训的 462人，职业技能培训

的 1361人，共计 1936人；实用人才中，高级技师 4人，技师 23
人，高级工2人，中级工33人，初级工223人。

二、农村实用人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乡土人才储备与“乡村振

兴”对人才需求不对称

据调查统计都匀市 10个乡（镇、街道）109个行政村共有

农业人口318700人，农村实用人才共12517人，农村实用人才

占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 3.93%，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需

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初中文化程

度人数较多，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两项之和占总人才数的

比例高达87.1%，这种状况不利于提升农村实用人才的素质，

他们吸收新知识、新技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运用现代科

技知识的能力比较欠缺。另外具备乡土人才资格的劳动力人

口占比偏低。都匀市农村实用人才 12517人，其中女性 2248
人，占实用人才总量的 18%；党员人数 1441人，占比量为

11.5%；少数民族10712人，占总实用人才的85.6%。具备乡土

人才资格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偏低。

（二）人才分布不均匀，结构不合理

据调查，无职称技术人才、未取证技能人才8031人，初中

级人才和高级人才极度偏少，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少；技

术比较单一，专业深度不够，技能带动型人才和农村经营型人

才多，农村社会服务型人才少，接受新技能新知识能力差，信

息沟通渠道不畅、缺乏信息意识等现象并存。

（三）行业分布不均衡，各村镇对“乡土人才”需求量大

1.行业分布不均衡

从行业分布来看，农村实用人才主要集中在农村技能带

动型人才和技能服务型，社会服务型人才很少，仅占农村实用

人才总数的7.6%。种植养殖人才多，农村经纪人和农产品加

工能手人才少，人才相对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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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乡镇乡土人才需求量大，各村镇对“乡土人才”需求

情况不一

调查中，笔者按照依据区位、产业、人才、资源等要素构成

将人才需求分为农业产业型、劳动服务类、资源开发类、工程

项目型和综合发展类等5个类型。对都匀市各村镇的人才需

求进行了调查。各村镇对“乡土人才”的需求明显与本村镇的

区位、产业密切相关，对“乡土人才”的需求情况不一。调查结

果显示：对乡土人才需求情况，排名前三位的是农民企业家、

农村经纪能人、带头致富的村组干部，对种养殖能手和回乡创

业大学生也有一定需求，各村镇对“乡土人才”需求情况不一，

而且需求量大。

（四）人才外流严重，乡村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

1.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使大量人才外流

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精壮劳动

力人口涌入城镇；城镇拥有比农村更好的教育、医疗、生活等

资源，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速度加强；为了整合教育资源，

大量村级甚至乡级中小学学校撤销或合并，使得适龄儿童进

入城镇学校读书，父母为了“陪读”进城谋生。进入城市的人

口主要包括精壮劳动力、适龄儿童，而精壮劳动力恰恰是“乡

土人才”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城乡单向的人才流动格局导致

乡村社会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被“掏空”，引发村庄长期的

“空心化”。[2]

2.农村发展不充分难以吸引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

对于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

主要是指东西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充分主要是指城乡之

间。都匀市农村各村寨就是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地区。农

民投入和产出之间效益悬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劳动力投入

多但收益少。笔者在实地调查走访时发现许多农户种植农作

物的意愿不强，普遍认为种植农作物投入劳动力大而收益小，

不如外出打工划算。而且从事农业承担的自然灾害风险很

高，贵州地区阴湿的气候和喀斯特地形，影响农作物的种植生

产，因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更热衷于外出务工。

此外由于农村产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一些农村实用人才如返

乡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等无用武之地，才能无法施展。

三、加强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一）优化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社会环境，提高相关

政策体系的精准性

（1）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培育和建设的前提是存在有利于

乡土人才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目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

村发展相对还较落后，机械化水平因地形和气候等原因得不

到提高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要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发挥农村本土人才的智慧和引领作用。因此就需

要积极优化农村环境，为乡土人才的产生和发展提供良好

平台。

（2）制定和提高相关政策体系的精准性，加快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建设。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培育和建设离不开政策体系

的合理设计与有效运行，在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中，

要做到政策对接精准、政策执行精准、政策标准精准，这样才

能够为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政策的保障。对农村实用

人才在政策和待遇上要给育充分的支持。一是支持农村实用

人才兴办各种科研实体和开发型经济实体，鼓励吸引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加强对这些群体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创新

创业失败的风险，改善实用人才的创新创业环境。二是健全

农村实用人才的选拔机制，加大相应的智力支持，打造和提供

农村乡土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三是扩大对农村乡土人才的

资金投入，健全激励保障体系，对扎根乡村的人才适当在物质

和精神层面给予关照。激发农村实用人才的工作热情，进一

步推动少数民族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3]

（二）加强统筹，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培训机制

一是建立政府统筹，人社、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协作配

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培训机制，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围

绕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整合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兴

办与农村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各类职业学校，按需施教，培养

急需实用人才。二是根据农村当前的现状和实际需要，调整

培训和学习的内容，防止重理论而轻实践，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培养急需的农村实用人才，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当务之

急。三是丰富培训的渠道和手段，提高涉农培训教师的教学

能力和水平，使之满足农民培育的自身发展需求求，避免“教

师讲得津津有味，学员说话或打瞌睡”场面。

（三）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辐射和引领

作用

一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农村人才

开发的意义和成果，也可以运用乡村社会的人情网络和社会

关系网络开展精神动员，不断扩大影响，提高人们对农村实用

人才作用的思想认识。二是充分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辐射带

动作用，可通过收集“土专家”、“田秀才”的典型事例，召开“土

专家”、“田秀才”乡土人才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发挥实用人才的

辐射和引领作用，激发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和成为人才的意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虽然少数

民族地区农村蕴含大量乡村建设的人力资源，但就当前的情

况而言，这些人力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培育。各区域

内部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需要长期的地方生活经验才能

掌握，而农村乡土人才则具有此优势。因此在乡村振兴实践

中，需要因地制宜的将乡村振兴的举措“在地化”，对这些乡土

人才进行挖掘和培养，将他们吸引到乡村振兴的建设实践中

来，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乡村人才振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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