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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培养更多本乡本土优秀青年、返

乡大学生、下乡企业家、优秀农民

工、退伍军人等“乡村能人”成为乡

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和领头羊。对

其中表现优秀的，允许通过法定程

序充实到乡村振兴工作队、村“两

委”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

等重要岗位中。用好用足《海南省

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的十八条措施》等政

策，鼓励驻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

工作队员、扶贫工作队员自愿长期

扎根基层，支持乡村能人以自有资

金入股或参股，担任集体经济组织

的董事长等要职。允许从当年村

集体收入增量中安排一定比例的

收益，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乡村能

人。再次，激发乡村人才活力，健

全乡村人才持续发展机制。建立

人才分类培养机制，推行人才分类

分级评价制度,把对乡村振兴的实

际贡献作为衡量人才的基本标准，

在培养对象上向新型职业农民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强化城

乡人才流动的制度性供给，加大城

乡一体化改革力度，构建“户随人

转”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

就业机制，为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提

供支撑，加速推动乡村城镇化。

四是保持现有扶贫产业的发

展思路稳定衔接，做优做强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做优做强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增强农业产业发展动

能，充分激活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

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最

大化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实现

乡村有效振兴。要坚持本地龙头

企业培养和加强招商引资并重，发

力农业品牌打造和产业链延伸，这

是在自贸港背景下，三亚乡村振

兴、农业发展的应有之路。应聚焦

三亚地标农产品，深入挖掘品牌内

涵，讲好品牌故事，做好品牌文化

包装推介，完善品牌授权管理，统

一行业标准，打造含金量高的大三

亚鲜果区域品牌。大力延伸农业

产业链，深入调研选品，聚焦鹧鸪

茶、诺丽果等独具本地特色的优

品，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国内知名科

研院所、企业的合作，提升农业产

业产品科技含量，大力发展附加值

高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延伸产业链

和价值链，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赋

能。用好用足海南自贸港在税收、

法治、产业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围

绕三亚农业优势产业领域，大力吸

引智慧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农旅

结合、南繁种业等领域龙头企业进

驻。

五是保持农业农村发展新旧

动能稳定衔接，大力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业。健全完善供销合作社

组织体系，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农

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之成为

农民新的增收带动点。充分发挥

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站作用，与村

“两委”共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密切

基层供销社服务站和村居之间的

联系。区级层面，由实力较强的共

建合作社牵头,组建区级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区级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和区级农业公司共同出

资成立区级农业服务中心，由中心

组织实施区级土地托管服务。服

务内容包括测土配方、智能配肥、

农机作业、冷藏加工或烘干储藏、

庄稼医院和农民技能培训等。前

期，市供销合作社通过以奖代补等

方式对区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区级农业服务中心进行补助，

提升当地农业资源运营效率，实现

规模化增产提效；运行步入正轨

后，市供销合作社则通过统筹全市

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源，联动岛内其

他市县供销社，拓展岛外大型商

超、农批市场等渠道，组织全市层

面农产品明星直播带货等活动，夯

实产销纽带，密切基层农户和村集

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升农业社会

化服务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六是保持乡村自治、法治和德

治稳定衔接，倡导“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在乡村治理中，要保持乡村自治和

法治、德治的稳定衔接，倡导“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实现乡村

有效治理。一是要深入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中“德”的内涵，结合当地

村民所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形成

一套符合当地实际的德治体系，用

当地人崇尚的传统美德沁润、感

化、引导村民，使其言行在道义和

法理的框架内形成自觉，夯实自治

基础。二是要在发展乡村产业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村“两委”的作

用，总结宣传当地出现的好人好

事、道德模范、致富带头人、五星家

庭等，以榜样的力量，引导村民向

上向善向好，树立自治标杆。三是

要通过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社，培养村民的集体合作理念。

村民具备了集体意识，才会对村集

体事务更加关心，才会有意愿和动

力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正向规范引

导乡村治理，筑牢乡村振兴的内核

基础。H
（作者单位：崔杰，三亚市人大常

委会；钟志辉，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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