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祥：跟种地一样，不能盲目跟风，
千篇一律，人家种啥你种啥肯定不行。实
施产业振兴，结合本区域实际，因地制宜至
关重要。

我们村处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
在地和核心水源区，保水质的任务非常艰
巨。我们围绕保水质以林果为主发展生态
产业，南水北调 2014 年通水后，将全村
5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给一家公司，通过
企业发展壮大培育这个产业。如今，周边
16 个村发展软籽石榴 5 万多亩，淅川县发
展林果产业30多万亩。

赵昭：因地制宜，就是结合本地的实际
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不要盲目
求大，要稳扎稳打。发展农村产业，我认为
还必须要做好两点：撇开传统的小农户生
产观念，生产模式要符合现代化农业发
展。经营方面的管理理念也要跟得上，用
现代化工业的思维去管理农业，去做好农
业，在产业振兴这个过程中，思想方式的转
变非常重要。

柯炳生：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很大，比如地势、土壤、风暴等，因地制宜对
于农业生产来说极端重要。要让每个地方
都生产最适合这个地方的产品，因地制宜
就是很好地满足三种需要：能够提供更好、
更优质、更多样化的食物；给农民提供更好

的收入；保护生态，尊重自然规律等。
张红宇：确保粮食安全，是产业振兴

的基础。还有一点很重要，构建现代农
业的产业、生产、经营体系，延长农业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
益链，让农民群众在链条延伸的过程中，
价值提升的过程中，有最大限度的获得
感、幸福感。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关键是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10年前，观光旅游休闲叫农
家乐，现在是完整的产业链条；10年前，“互
联网+”基本没有，现在是线上线下解决农
产品营销问题。如今这些新产业、新业态
遍地开花。

赵昭：2008 年回乡养牛，2012 年规模
扩展管理不过来，需要请技术人员，发现特
别难，开再高的薪水也没有人愿意回农村，
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农村不发达。2015年，
我第一次接到相关咨询电话，表示想来我
的公司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职位，或者有
没有合作的空间。慢慢地，这样的电话越
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团队中有 3 个 90 后，
80%的骨干是 80 后。之所以发生这些变
化，我认为，第一是国家政策越来越好，第
二就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路越来
越宽，网络普及了，在外务工的人看到家乡
有生机、有发展潜力，就愿意回家了。

国家多次提到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新型农业主体的主力军是谁？我认
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本来可以留在
城市，但是，因为他热爱农村、热爱农业，愿
意回到农村。国家提出了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我希望国家能够在这方面出
台更细致的方案，可以从遴选、培训培育、
职称认定、后期激励等方方面面出台一个
完整政策，把路指出来，让想走这条路的人
知道方向在哪里，朝哪奔。

柯炳生：真正回到、留在农村的人，对
“三农”第一要爱，第二要懂。目前，现代农
业对农民的要求，跟以往已经很不一样，原

来是传统农业，只要卖力气就行，现在光靠
卖力气不行，还要懂技术、有方法。

教育部提出针对农业的职业教育规
划，人社部有职业培训的计划，这非常正
确。目前农村的人才培训，更多是各式各
样的短期培训，或者针对岗位的培训。其
实将农村人才培养和中等职业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相结合，形成系统化的培养，才是
长远之计。

张红宇：人才振兴是五大振兴之一，爱
农业、懂技术、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业的代
表，一方面有“爱”的情怀，另一方面懂技
术、会管理，带领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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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在学

总书记：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因地制宜走好产业振兴之路？

结合本地实际 因地制宜发展

如何扫除障碍让人才“回流”农村？

让在外务工人员看到家乡有发展潜力

总书记：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走好产业振兴之路
施乡村振兴 激活‘三农’发展”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