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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谈

□陈 潜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人才

振兴。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

量 人 才 和 优 质 劳 动 力 。 当

前，农业正向以数字农业和

智慧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转型，面对人才需求端释放的

信号，农林人才培养须加快供

给侧改革，以精准培育符合农

业产业需求的“新农人”为目

标，让“新农人”从根本上成为

蓄力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和

关键力量。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农林

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加强

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可以提

升农林人才培养质量，实现

人才的有效输出和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农林类高

校人才是“领舞者”，他们具有

丰富的农业领域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拥有专业知识和研究

能力的独特优势，可以为产业

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预判和分

析，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加全

面深入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

案。包括技术人才、村干部、大

学生村官、合作社负责人和返

乡创新创业人员等在内的农

村实用人才，比较了解当地实

际情况和市场需求，能够为产

学研合作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和建议。生产经营型职业农

民是中坚力量和核心主体，作

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将产

业需求和市场反馈传递给农

林类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农业

领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

供有实践价值的经验和建议，

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的升级

和转型。

为了适应农业产业升级

和发展的需要，需要围绕以

上 3类“新农人”，做好农业人

才改革。

一方面，农林类高校应将

培养现代农业人才作为育人

定位，结合相关高校的成功经

验，构建适合现代农业需求的

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应

构建全面的培训体系，为不同

类型的农业人才提供个性化

培训服务。例如，为农村实用

人才、大学生村官等提供针对

性的培训课程，为生产经营型

职业农民提供适合需求的实用

技术培训。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搭建

乡村人才振兴培训平台，为不

同类型的农业人才提供多样化

服务，配合互联网等现代化的

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培训，

为广大农业人才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培训方式。此外，还

需要加强对农业人才培训工作

的组织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

制度和流程，加强对培训机构

和培训师资的管理和监督，确

保农业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和

有效性。

产学研合作培育“新农人”

灵 发

全民总动员，干群齐参与。

近日，灵溪镇不断深化新时代

“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工作，以

“网格地图、网格标兵、网格服

务、网格竞赛”为抓手，充分发挥

网格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特别

是在围绕宜居环境提升工作中，

推广网格积分制、清单化、数字

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

方式，推动形成了一套富有实效

的网格治理新模式，为美丽城镇

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实效管用”推动“分网包

格”。今年以来，灵溪镇将宜居

环境提升工作作为年度“一号

工程”铺陈开来，掀起一股干事

热潮。党建引领，重心下沉，资

源下沉，网格发力，以“实效管

用”为目标，全面形成网格指导

员、网格长、专职网格员比着干

的浓厚氛围。网格团队对宜居

环境责任包干区开展“一拍二

整三督查四提升”闭环式工作

机制，以网格为单位每月开展

“新貌扮靓比美”展示，按照前

后对比评出“最美网格”与“最

差网格”，实行发放“红牌整改、

黄牌警示、蓝牌激励”的“三色”

管理制度，同时折算为网格积

分纳入网格绩效考核。3 月以

来，共发放美丽宜居工作蓝牌

35张，28支网格团队工作成果

受到肯定，3名网格员因此项工

作表现突出被推荐为灵溪镇

“十佳网格标兵”候选人。

“精耕细作”点亮“移步换

景”。一支团队，一个网格，一

张地图，一台机子，穿梭在楼栋

之中，记录着社情民意……这

是灵溪镇网格团队的工作缩

影，依托灵溪镇综合治理平台，

网格员日常记录通过数字化系

统，形成一项项工作清单并陆

续转化成工作成果，清理完毕

的闲置地进行统一规划，占地

面积大的蝶变成共享街角公园

或免费停车场，小的点位精心

布置成为休闲小花园、共享充

电点等。“之前我们对这个‘堆

放据点’整理过不下 4次，但是

没多久又恢复原样，自从我们

把这里变成小花园后，连一张

纸屑、一粒烟头都没有过。”一

位网格员笑着说。春暖花开之

际，第一批栽种的三角梅、桂花

已悄悄绽放，缕缕花香飘入家

家户户，这样的转变在灵溪正

遍地开花，实现以边角之景带

动镇容镇貌的提升，用精雕细

琢的“绣花功夫”织就美丽城镇

新画卷。

“多方参与”建强“战斗堡

垒”。网格是最基本单元，是区

域治理的“神经末梢”，灵溪镇

通过搭建“1+3+N”网格体系，最

大程度调动多方力量，进一步

激发基层活力。“将支部建在网

格上”，这个党支部并不孤单，

有网格党员，也有在职党员，还

有流动党员，属于拓展型党支

部。在宜居环境提升工作中，

灵溪镇横江社区流动党员邱志

元发挥设计特长，成为“美丽

街角”兼职设计师，另外还有

304 名流动党员参与到宜居环

境劝导志愿者队伍中去，主动

对乱扔垃圾、踩踏绿地、乱停

乱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更多的

在职党员利用闲暇时间成为

“一线宣传兵”，将党和政府的

声音、政策宣传到家家户户。

在他们的带动下，牢骚话少了，

参与活动多了；很多退休党员

请缨接手网格内宜居环境提升

的各种各样“特殊事”“琐碎事”

“头疼事”，有了“银龄阅历”群

体的参与，不少动员工作容易

多了；一些教师党员通过“红色

星期天”举办儿童环境卫生主

题绘画赛……推动了广大居民

由“旁观者”向“当家人”转变，

多了一份“全域变美有我”的参

与感与归属感。

灵溪基层治理升温出彩

“网格工作法”为环境“一键美颜”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日前，苍

南县文旅数字综合体项目奠基暨开工

仪式举行。该项目不仅是苍南新的地

标性建筑，也将成为我县文旅产业发

展新平台，并以更深层次的文旅融合

促进全县文旅经济实现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邱智强出

席开工奠基仪式。

据了解，苍南县文旅数字综合体

项目位于县城中心区 29-10-2地块，

南侧为玉苍路，东侧紧邻苍南县人民

法院、北侧为南洋河。项目总投资

49960 万元，总用地面积约 18.54 亩，

建设期 3年。该项目是集文旅展示、

融媒传播、办公、商业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新型文旅数字综合体。

“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生活提供

一处文化绿洲，为山海苍南增添一份

强势驱动。”县旅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吴

潇逸告诉记者，该项目计划总工期约

780天，预计 2024年 10月份完成主体

结顶，2025年 6月完成整体施工。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带动周边商业提

升和经济文化发展，为我县旅游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助力。

该项目承建单位浙江省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将以最高标准服务

项目、最快节奏推进工作、最严要求落

实责任，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为苍南文旅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再添文旅新地标

苍南文旅数字
综合体开工

本报讯（灵宣）日前，灵

溪镇龙溪湖公园（原江南新

区中心湖公园）正式开园。

该公园位于灵溪镇江

南新区环城南路以南，城中

路以西，工程总投资 4532万

元，总用地近 5 万平方米。

园内主要设施有水景生态

堤岸及绿化景观工程、园路

铺装、雕塑小品、亭阁牌楼

等。该公园在满足灵溪镇

江南新区河道规划总体要

求基础上，根据地块形状，

结合中心湖公园的功能特

点进行设计，以生态学基

本理论为指导，合理规划

绿地，最大限度充分利用

土 地 资 源 和 高 效 节 能 措

施，保留利用好原有植被

和地形，充分体现休闲、娱

乐、园林建筑风格。

龙溪湖公园开园迎客

本报讯（苍经）日前，苍南经济开

发区组织企业两新支部前往大渔镇南

行街村开展“村企共建，助推美丽乡村

建设”暨党建广场开工仪式。

据了解，在 168黄金海岸线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开展以来，沿线村居环境

整治工作开启“快进”模式，对南行街村

而言，项目提升是村里最难啃的硬骨

头。168公路沿线的党建广场已经建设

十余年，比较破旧，成了村里的脏乱点，

村里希望将其作为一个门面重新进行

提升，一度因缺少资金和专业团队而苦

恼。苍南经开区与南行街村共富委以

党建广场为平台，打通村企党建联系壁

垒，最大限度发挥“党组织+产业”作用，

最大程度带动乡村人才、资金、土地等

资源要素充分集聚，逐步探索“村企共

建”发展新模式，拓展共建合作内涵与

深度，助推党建工作和业务合作实现新

突破，以促进形成“以企带村、以村促

企、村企共赢”的良好局面。

3月初，苍南经开区率专业设计

团队实地考察，后多次实地考察改进

设计方案，仅用 4天就高标准完成总

长约 2公里的大渔镇 168黄金海岸线

（南行街村段）景观节点、海鲜小卖场、

沿线绿化等亮点项目图纸设计，并邀

请浙江大学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指

导。据介绍，该项目力争在 4月 15日

前完成改造提升，为打响中国东海岸

“一号公路”品牌作出贡献。

村企共奏环境
整治“同心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