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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key strategy to implement the five-in-

one and the four-all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the Chinese Dream. The 

key to the rejuvenation of rural areas lies in the rejuvena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by putting the rejuvena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in the first place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leading role can we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key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aders and organizers, organize the farmers to build 

their beautiful homes, and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ny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rural masses to develop the countrysid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alents policy, especially in the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such as the lack of working experience, the lack of 

working ability,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short-term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y promoting veterans’ integration in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mbedding veterans’ village officials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work, so as to ens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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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es root and better build beautifu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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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战略。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于人才振兴，只有把人才振兴置于首要地位，充分发挥人才的组织引领作用，

才能确保乡村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突破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关键是发挥好

乡村发展带头人、组织者的作用，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

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发动农村群众发展农村有许多

成功经验。过往的农村人才政策，特别是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发展中存在诸多不

足，大学生村官工作经验匮乏、工作能力不足、难以融入乡村社会以及行为短

期化等问题突出，而推动退伍军人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将退伍军人村官嵌入乡

村治理工作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生根落地，

更好建设美丽乡村。

关键词：退伍军人；乡村振兴；大学生村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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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而当前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落地生根的现实困境首先在于农村人

才短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和发动人民群众解决农村问题上有许多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人才政策特别是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推动退

伍军人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将退伍军人村官嵌入乡村治理中去，推动农村新乡

贤的产生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1  中国共产党将组织嵌入乡村推动农村工作的
历史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乡

村、激发农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发展有许多成功经验。在一个小农社会开展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寻找最广大的同盟军，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弱小和农民阶

级庞大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因此，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

人就非常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

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

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

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1］党的

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就在多个地区蓬勃开展。通过领导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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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断从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一套完善的开展农民运动和推动

农民工作的思路和行之有效的办法。这集中体现在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人

物毛泽东身上和他的著作中。1927 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指出：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

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

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的一切权力。［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而要

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只有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

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

权有广泛和可靠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还能够得以坚持和发

展，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及时总结革命经验，立足中国阶级革命的现实国情，将

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认识到农

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此，中国共产党就紧紧地抓住农民、依靠农

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形势最为紧迫的土地革命时期能够以“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的根本原因。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

始终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

其他问题的关键。从一开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无不依赖

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贫农

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

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

的主力军。”［3］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共成熟和成功的工作经验就是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包括开明地主和进步中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众鼓动和组织

起来进入统一战线，争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更加深刻理解了农民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关系，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

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土改

工作队，并且对土改工作队进行专门的统一培训，集中学习土改法令，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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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掌握各项土改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分期分批下到农村领导土改工作，

这是中共将组织嵌入到每一个乡村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从中共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出发，其最重要历史经验

就是要紧紧依靠农民，将中共的革命组织嵌入到农村，与农民心连心手拉手，

将农民组织起来为自身利益奋斗，完成农民从自为到自主的主体性转变。

2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工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深刻把握

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的新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事关亿万农民福祉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 年）》进一步细化有关要求，强调“加快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4］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中心工作，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提

高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乡村振兴战略事关民族复兴、事关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大力推进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将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首先需要乡村人才振

兴，只有抓住人才振兴这一关键性工程，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能力极大增强，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面貌极

大改善，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据 2019 年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836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84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20％以上，近乡村总人口数的一半；

农村人才流失严重，特别是青壮年人群的流失，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农村发展

的需求；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谁来种地”问题突出；农村

基础设施落后，部分农村整体凋敝，不少地方的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非



·17·
退伍军人村官嵌入乡村治理探析2020 年 1 月

第 2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https://doi.org/10.35534/rvr.0201002

农收入，农村集体产业不大，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牢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

农村污染问题。［5］改变农业是“四化同步”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短板状况，根本途径是加快农村发展。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人才是关键，推动

人才振兴才能更好地发挥乡村振兴的作用，全面推动农村发展。在贯彻乡村振

兴战略过程中，不仅需要精准的政策，更加需要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人才队伍，才能够全力地推动农村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总要求注入强大的

人才支撑。国家开展“大学生村官”政策就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

保障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一直存

在一些问题，对于人才不能只是引进，更需要让这些人才留下来，让人才没有

后顾之忧，安心在乡村的大地上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这些人才的知

识转换为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小康生活的强大力量，更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要带头人工作能力强、积极主

动做实事，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与战斗堡垒作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将农民组织起来从而带动乡村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的善治。

3  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的不足

大学生村官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一是“各地

自发探索”阶段。从 1995 年江苏省实施“雏鹰工程”开始，到 2004 年，有 10

个省区市启动了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二是“局部探索试验”阶段。各地

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

层就业的意见》精神，探索开展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到 2008 年初已有 17 个

省区市启动了这项工作。三是“全面发展推进”阶段。2008 年 3 月，中组部和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工作的意见（试行）》，在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署开展了大学

生村官工作。2008 年至今，我国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已十年有余。“大学

生村官”计划鼓励大学毕业生下乡当村官，是打破农村人才匮乏局面，搭建农

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流动，解决农村未来发展的一项有力措施。众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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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生积极响应号召，广泛深入农村基层，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

好的业绩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工作经验匮乏，工作能力不足，工作无法展开。一方面，大学生村

官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生，一些大学生是因为就业形势严峻才选择进入“大学

生村官”计划，加上读书期间没有足够接触到社会，这些大学生村官缺乏基本

的社交训练，很难应付农村复杂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农村对大学生村官的

需求主要倾向于理工类以及涉农类等专业上，而实际上大学生村官的专业主要

集中在社会科学类，涉农类专业在 2016 年仅占在岗大学生村官的 6%［6］，专

业失衡的问题比较突出。专业的不对口直接制约了大学生村官的业务能力，也

削弱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价值与意义。还有一些大学生村官下了村，没有起到

应有的作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增加了村里的工作负担。

第二，难以融入乡村社会。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一方面是大学生村官自身

的问题，如有些大学生村官来自于外地，对本地的风土民情不了解，甚至语言

不通，无法融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还有一些大学生村官来自于城市，对农村生

活无法适应，对农村各种社交场合更是产生排斥，思想认识上过不了关，融入

不了农村生活。再如有些大学生村官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了解，反而四处指

责他人工作，不但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反而会给村干部的工作添麻烦，无法

融入到村干部群体中去。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的问题，如有些村干部认为大学生

村官就是来镀金的，有些还对这一群体存在偏见，认为只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

生才会到农村，因此不愿意帮助和指导大学生村官。更有一些村干部基于小团

体利益的考虑，不愿意让大学生村官接触到村里的核心工作，往往只是让他们

做个台账、填个报表、写个材料，就是跑腿打杂。［7］所以，大学生村官面临

的情况是，要么是不愿干，要么是想干干不了，即想干又能干的大学生村官较少。

第三，职业定位不明确，无法留住人才。由于职业定位不明确，大学生村

官往往是优先考虑未来工作方向。从大学生村官累计流动情况来看，进入公务

员队伍占整个流动群体的 36.5%，进入事业单位占 31.5%，而 2016 年在岗大学

生村官中成为村支书与村主任的仅有5000余人，这还包括往年累加的数据［8］，

大学生村官的身份俨然成为了进入公务员队伍以及事业单位的“问路石”。在



·19·
退伍军人村官嵌入乡村治理探析2020 年 1 月

第 2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https://doi.org/10.35534/rvr.0201002

高校校园里，大学生村官政策已然被学生们看成是考取公务员的一种途径，所

以一些大学生村官本身不是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去的，农村只是一

块垫脚石。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制度对于职位、职能缺少明

确的职业定位，也缺少长远的职业规划，后期为保障实施设计了大学生村官在

公务员与事业单位招考中的优惠条款，反而强化了大学生村官的功利性，促使

了大学生村官的行为短期化，并且优惠本身的安排也不是面向农村建设，对于

农村发展意义不大。

4  推动退伍军人嵌入乡村治理的措施

从大学生村官制度的不足来看，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将退伍军人嵌入农村

治理首先需要加强退伍军人村官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让他们拥有足够的知

识和能力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其次需要尽可能协调熟悉当地情况的退伍军人村

官来做农村工作，并且做好未来职业规划，只有村官拥有一颗踏实肯干的全心

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心”，才能够真正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心声了解农民的

需要懂得农民的疾苦，做到与农民心连心、手拉手；最后还需要政府全方面的

支持，在农村经济发展、公共事业上配合退伍军人村官工作，让退伍军人有权

威能干实事。

加强退伍军人的职业培训。依据广大乡村的不同发展水平，分层分类制定

不同的培养方案，联合高校、企业，开展分批次、分内容的学习培训，确保退

伍军人村官素质的整体提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退伍军

人村官应转换思路，主动加强信息技术的学习，充分发挥懂网络、视野广、脑

子活的自身优势，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

信息技术，探索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和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以期推动农村全产

业链改造升级，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而促进村民持续增收。

政策调整，明确未来职业规划。党的农村政策，最终要靠广大基层干部来

落实。［9］由于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设计与实践没有解决好“人才出路”的问题，

导致推行十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农村治理与发展上没有做出突出的贡献，

其效果可能偏离了政策本身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对于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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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来讲，大学生村官政策对解决现实与未来中国农村发展难题尚未起到特别积

极有效的作用。因此在对退伍军人村官的政策规划上，可以制定激励政策、优

惠政策，提高退伍军人村官以及基层组织的荣誉感与实际福利，树立农村建设

带头人、组织者等新乡贤典型，并给予额外嘉奖。［10］通过表彰建设带头人、

组织者，安排讲座、演讲、讨论交流等活动，激励农民见贤思齐，激励其他群

体加入到乡村建设的队伍中。这样也可以激发退伍军人村官的归属感，为其提

供发挥才智的舞台，增强他们的成就感。由于退伍军人村官综合素质相对较高，

组织领导能力强，可以发挥其优势，使其在乡村振兴中担任重要角色，成为衔

接基层组织和乡村建设的纽带。

政府多方面支持退伍军人村官工作。一是支持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创建适

合人才创业的服务环境。退伍军人村官应该将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充分

挖掘、放大当地的资源禀赋，主动与政府机关联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大力发

展文化、科技、旅游、生态等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传统工艺，培育一批家庭工场、

手工作坊、乡村车间。二是支持脱贫攻坚，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贫困人口

的如期脱贫是关键。政府在支持退伍军人村官工作的时候，要改进帮扶方式方法，

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退伍军人村官要引导贫困群众克

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促进形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

精神风貌，可以通过邀请具有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人才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会，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引导广

大农民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要把发展

产业与扶贫帮困结合起来，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11］

三是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政府需要完善公共服务制度，以及配套的公共基

础设施，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缩小城乡差距，使退伍军人村官能够安心做

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头人，不被生活环境所困扰，营造“农民光荣”“创业光荣”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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