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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城乡统筹

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正在推进。在新型城镇化下，大量为城镇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回流返乡，

他们在家乡就业面临着诸多困难，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等形式选取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农民工群体进行

调查，同时，笔者选取个别群体进行访谈，客观整理出访谈结果，最后将二者结合来探讨影响该群体返

乡的原因、目前就业的现状及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应对策略，最终得出要想促进返乡农民工

顺利就业，就必须完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健全返乡农民工就业一体化培训体系、改善政府服务创新乡
村社会治理模式、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绿色产业的系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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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e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invig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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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economy,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mpre-
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being promoted. In the contex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who make contributions to urban construction are gradually return-
ing to their hometowns, and they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jobs in their hometow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to select migrant workers in Aiyu Town of Chengdu’s 
Pidu district and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s select individual groups 
for interviews, objectively sort out the interview results, and finally combine the two to discuss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group’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in the employment proces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final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mooth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improve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improv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innovate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and develop green industry with local characte-
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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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类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建

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后疫情的反复发作等宏观环境变化，以及乡村振兴、新

型城镇化政策因素影响，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大量农民工开始返乡。在过去的两年里，农民工群体正

面临着三大转变：主体从“农民工”转变到“民技工”，诉求从“吃饱饭”转变到“要体检”，发展从

“讨工资”转变到“要身份”。返乡农民工是新型城镇规划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来源之一，但同时由于

家乡就业环境有限、自身技能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社会各界对民工群体的认知偏差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群

体在返乡就业时遇到种种难题。 
成都市郫都区作为中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深受国家农业优惠政策的影

响，国家的大力支持建设将使该地区广大农村农民产生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源

管理角度出发，以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为研究样本，对该地区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及

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客观环境变化与农民工主观需求变化二者之间的联系，运用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他们的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并为促进农民工增收、地区发展及实现社

会公平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于 19 世纪就已起步，研究理论成果也比较多。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农

民工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现象。如，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开创了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分为两个部门，分别是工业部门

和农业部门，且一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工业发展，农业只是为其提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站在城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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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角度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如何向城市转移[1]；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学者拉尼斯和费景汉

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从一种动态角度研究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增长，

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工业部门吸纳阶段、城市工业部门饱和阶段、

农业部门吸纳阶段，该模型考虑到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不足；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学者戴尔·乔根森吸纳了古典主义模型的结构分析法提出了“乔根森模型”，得出工业化的关键是

在初始时期缔造出农业剩余，用农业剩余启动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初始人口的系列

结论，也更加完整的总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过程[2]。 
人口反向流动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但近几年我国农民工返乡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他们的返乡

就业问题也急需重视。国内学者们根据我国发展实际，对农民工群体返乡流动及回乡就业的研究也非常

多，主要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界定、成因、返乡农民工的特征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分析，这些研究为了

解我国现阶段返乡农民工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有的甚至被决策层所采纳，在

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章刚勇、阮陆宁的“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的思索”分析了促使劳动力回

流的原因及影响，并借助“推拉理论”对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解释，得出了农村劳动力

流动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等系列结论[3]；陈明、黎东丽、戴力勇从客观经济环境等方面

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返乡原因主要有政策制度约束、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城市生活成本约束、农民

工自身技能约束四方面[4]；刘光明、宋洪远通过对四川、安徽回乡就业者进行调查分析，对返乡就业劳

动力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创业动因及其产生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就业创业者大多都

是被动回乡，如外出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家庭因素影响等等[5]。 

2.2. 综述 

综上可知，国外学者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大部分的研究多是立

足于城镇视角，基于资本主义特定的时代背景来宏观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农业部门发展实

况方面的调查还有待完善，专门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和返乡农民工所出现的需求转变，研究文献也还较少。

国内近年来对返乡农民工这个课题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在研

究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时，研究数据多采用全国性大数据，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宏观且较为全面的反映着

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状态，但由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性、各地区差异性，宏观层面的研究就显得笼统了一

些。并且国内学者大部分研究重点都是在基于发展大城市经济下关注农民工为何返乡、农民工返乡和留城

的意愿上，而针对在当前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微观需求转变、地方性农民工差距等方面的

研究还较少。农民工返乡已不再是一个新话题，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返乡却影响着大局，

我们仍需时刻关注在当前大环境下他们的发展趋势，观察由他们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本文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以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为例，采用地方性调查数据，立足于托达罗模型、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明确农民、农民工的概念及其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系，研究该地区和

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该地区农民工群体返乡的原因，然后分析返乡农民

工群体目前就业的基本现状和其面对困难，政策变化与农民工返乡就业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研读相关文献、

结合调查数据和所学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根据突出问题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 

3. 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就业调查 

3.1.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清河村基本情况 

友爱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北部，地处成都市环形生态旅游带，该地区面积为 46.3 平方公里，

辖 29 个行政村，属传统的都江堰灌区，是著名“中国盆景之乡”，同时也是西汉杨雄的故乡。清河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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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友爱镇下辖的一处行政村，和温江区的万春镇接壤，面积 2.68 平方公里，辖 14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总人口 2400 多人，其中农户有 1000 多户。经调查，该村村内主导产业以花木和蔬菜种植为主，村民收

入主要靠外出务工和种植业，其中劳动力人数为 1800 余人，返乡农民工有 500 余人。 
清河村拥有着十分丰富的矿产、水利、林业等资源。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花卉园林产业、乡村旅游产业已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返乡农民工就业

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已了解到的情况当中，当地返乡农民工里有近 50%都在当地政府引导协助下发展花

卉产业，并在基础上嫁接出民俗旅游业。 

3.2. 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 

首先，在调查数据中显示，返乡劳动力群体中女性外出群体占 46.99%，男性外出群体则占 53.01%，

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性别比特征正呈现着递减趋势，这显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开放

程度提高及农村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有关。其次，该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为出生于 1970 年代及以前的

老一代农民工，占比约为 86%，而出生于 1970 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约为 15%，可见随着时代发

展、市场经济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仍占主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增长也呈现着迅猛

之势。再次，在该地区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与第一次“民工潮”时期相比有显著

提升，多数农民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文化程度占比为 56.83%。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高中

和大专以上的比例始终偏小，分别占比 27.6%和 14.48% (见表 1)。由此可见，不管是改革开放以来还是

迈入新时代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仍比较缺乏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意识。最后，在满足外出务工

满四年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中，笔者采取随机抽样法与当地十户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返乡农民工

家庭劳动力情况，经访谈结果对比映证，返乡农民们表示由于子女教育费用高，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家

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多为 2 人及以下，为了防范风险，其多选择进行银行储蓄。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表 1. 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属性 占比 

性别 
男 53.01% 

女 46.99% 

年龄 

22 岁以下 0.27% 

22 岁至 32 岁 0.27% 

32 岁至 42 岁 12.84% 

42 岁至 52 岁 39.89% 

52 岁以上 46.72% 

学历 

未接受教育 0.82% 

初中及以下 56.83% 

高中 27.60% 

大专 14.48% 

本科及以上 0.27% 

家庭劳动力情况 

1 人 34.06% 

2 至 3 人 39.78% 

4 人及以上 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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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现状 

3.3.1. 返乡前后就业岗位分布及相关性 
农民工在返乡前，在城务工期间从事的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二三产业，根据图 1，从事建筑业的

农民工占比 40.87%，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 61.31%，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农民工的分别占

比 48.77%和 61.58%；农民工在返乡后，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是其主要从事的行业，

有占比 38.69%的农民工选择回归到农业部门生产，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 51.77%，从事制造业的农民

工占比 52.32%，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农民工分别占比 32.7%和 47.68%。由此可见，虽有一部

分农民工选择重新务农，但在身体健康和技能满足要求情况下，他们仍选择从事于熟悉程度较高的二三

产业，并且由于文化素质较低，缺乏专业职业技能等使其难以凭借自身能力跨越行业门槛从事技术含量

较高的高新产业。 
 

 
Figure 1. Comparative chart of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industries before and after returning home 
图 1. 返乡前后就业行业占比对比图 
 

从农民工返乡前后所从事的就业岗位相比较看，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存在着“路径依赖”。其返乡前

主要从事于建筑制造服务业，返乡后仍选择从事“熟悉”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有着较长工作时间、较低

收入待遇、较强工作不稳定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大大局限了农民工群体未来职业的发展，导致他们存

在着“就业隔离”现象。受自身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影响，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知识技能，从而局限于某

一特定的行业而缺少工作晋升、收入提高的机会，就业竞争力不断缺失使他们难以跳出跨越行业门槛，

就业质量难以得到改善。 

3.3.2. 返乡后就业的收支及满意度 
返乡农民工就业面临着收入微薄、资金匮乏的问题，他们对当前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访谈中返

乡农民工们表示，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收入有限，所积累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子女教育

费用、在城务工生活成本以及家庭开支等，余下收入因他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多存入银行进行储蓄。

另一方面，在调查结果中显示，该村目前有将近 65%的返乡农民工每月收入在 2500~5000 元之间，而

每月支出在 2000~4000 元之间的占比将近 60%，呈现着支出大于收入，工资收入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

窘迫局面(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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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come and expense statement 
表 2. 收支情况表 

属性 占比 

月收入 

2500 元及以下 22.07% 

2500 元至 3500 元 33.79% 

3500 元至 5000 元 31.88% 

5000 元及以上 12.26% 

月支出 

2000 元及以下 25.89% 

2000 元至 3000 元 30.25% 

3000 元至 4000 元 28.88% 

4000 元及以上 14.99% 

3.3.3. 返乡后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 
该村返乡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性，但这些渠道却存在着不通畅的情况。一方面，该

村农民工利用政府和社会建立的就业信息平台获取就业信息，由于平台不完善、管理人员服务较差等因

素，农民工们未能完全了解到与地方就业相关的信息，并且平台信息管理不足，还存在着部分信息资源

缺乏，部分信息内容不真实，更新不及时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用工单位专门招工和政府有组织就业

较少，亲缘地缘关系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纽带，在访谈中民工们谈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返

乡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也十分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如亲戚、老乡等，他们较为信任这种“熟人”关系。 

3.3.4. 返乡后农民工个人素质有所提升 
农民工群体的在城务工经历对于其个人的现代性发展有着一定促进作用，他们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

影响，其个人素质有所提升。农民工群体离开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社会环境的

转变使他们拥有了城市生活体验，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迁移流动的过程，他们在不断变化中

开拓着视野，积累着经验[6]。在该村调查结果中显示，有占比 59.95%的农民工认为在外务工经历能够帮

助他们积累资金，占比 57.49%的农民工认为能掌握相关工作管理经验，占比 48.5%的农民工认为能够扩

大自身社会交往，利于积累人脉，占比 36.24%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务工利于增加对于市场经济的头脑。高

收入利于他们提升自身能力扩展社会资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促使着农民工思想观点、行为表现的转

变，其个人素质有所提升。 

3.4. 返乡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3.4.1. 返乡农民工就业融资问题较严峻 
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旨在帮助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减少就

业障碍，但部分优惠政策过于宽泛，难以落实。根据走访了解到，由于地理、经济等多因素影响，该地

区一些优惠政策尚未落实，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办公室、农业办公室等多个部

门，而各部门的职责和管辖范围不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使得部门之间协调

存在困难，财税帮扶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 
另一方面，该地区就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缺乏金融创新。经过走访了解到，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发展较为滞后，多数农民从事种养产业，同质化特征明显，产业链单

一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融资渠道狭窄；同时，当地金融机构较少，贷款品种有限，贷款利息也

较高，且多数金融机构存在风险规避心理，由于返乡农民工能够用于担保的可抵押物如农田、锄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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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无效的，因此金融机构大多不愿贷款给农民工，种种资金问题便成为了返乡农民工

就业的主要阻碍。 

3.4.2. 返乡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仍较低 
该村农民工由于被动接受的文化和职能培训较少，再加之缺乏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识，他们

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仍然是处于低水平。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为 10.9 年，低于我国城镇

平均受教育年限 12 年[7]。农民工的低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和发展视野。一方面，由

于他们的出生背景和文化素质，该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被边缘化，大多从事低技术、劳累的工

作，在城市住的房屋多为城乡郊区环境差、设施差的房屋等等。另一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者相比，

低文化素质的农民工也给企业招聘带来了难题，他们难以了解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思想过于保守缺

乏创新性，造成企业招聘难与民工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3.4.3. 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尚不完善 
首先，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较低。根据该村调查，有 29.7%的返乡农民工经常参

加就业相关培训，而有 42.23%的返乡农民工参加过不超过三次的户籍所在地的就业培训，甚至有 28.03%
的返乡农民工们表示从未参加过。该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多为初中文化水平，文化层次会限制他们的思

维，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学习知识就是浪费时间，这样的眼界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其次，

培训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就业最基础的问题就是知识经验的储备问题，而完善的培训管理体系是确保返

乡农民工培训活动顺利开展和返乡农民工知识技能提升的基础。该村就业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为返乡民工

们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服务，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着一部分培训工作，其

他大小部门也参与其中。这使得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的现象，极易因为各部门之间信

息不对称而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再次，相关培训人员的服务能力存在不足。根据访谈的民工们反映，

现阶段很多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多是为“应付”了事，培训人员少有管理，在培训工作开展之前并未

深入调查农民工们的真实需求。比如，一些返乡农民工接受就业培训就是为了获得国家针对他们所颁发

的优惠，并不是为了进行自我提升；培训机构难以提供足够的专业化服务；培训人员仅限于培训过程，

不关注培训后的结果等等。顺利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这本就是一个相对投入较高、花费时间精力

较多且漫长的过程，结果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培训人员的“匆匆来又匆匆去”行为使

教育的效率效果得不到有效稳固提升，不仅农民工们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储备得不到提高，也还会影响返

乡农民工接受再就业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8]。最后，培训内容单一化，理论与现实存在脱节现象。对

于返乡农民工来说，培训最终目的是应用，但现阶段培训的内容方式存在着不合理。如，各村镇之间禀

赋条件、文化习俗不相同，但各培训的内容却盲目套用，十分雷同。该村目前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主要

是关于培养就业意识和创业精神、职业规划等方面的课堂讲座，这些培训内容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却不

符合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未与当地特色产业相关联，缺乏实践检验。 

3.4.4. 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质量较差 
政府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开设的渠道存在着不通畅。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建立的就业信息平台和其

他基础设施未能使农民工充分了解当地的就业信息，而且很少有专门的用工单位和政府组织的招工；农

民工也说道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属、村民和朋友，亲缘地缘关系仍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纽带，因此

他们经常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来找工作，由于农民工自身特性和亲友就业信息的准确性低、内容单调，他

们对就业信息的处理常常出错。其次，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民工们表示，家乡不仅

缺乏引领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人与专业指导人才，还缺乏教育、医疗等完善的保障体系，政府对于返

乡农民工就业的支农优惠政策也没有及时宣传到位。根据该村调查，有占比 60.76%的农民工群体表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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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家乡政府服务质量差、费用繁杂等问题，并分别有占比 55.86%和 37.06%的民工们表示认为自己家乡

的教育医疗社保等配套基础设施质量差、家乡中大型企业太少缺乏就业机会、不了解市场信息。 
国家出台了很多改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如为就业创业人员提供一定贷款税收、针对返乡

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等等政策，但在该地实际上却有将近 70%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不了解有关自身发展

的政策和家乡行业发展状况。经过走访，发现该村政府对相关政策宣传方式也比较单一，仍较多停留在

贴告示等较低级宣传手段上，利用互联网如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传还比较少，农户没有上网关注这些信

息的意识习惯使得惠农就业政策不能有效传递到民工们身边，政策落实上存在着不彻底、不稳固的现象。 

4.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 

首先需要拓宽农民工的融资渠道。鉴于返乡农民工缺乏各方资源，尤其是资金资源，地方政府部门

可以与农业合作组织、银行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通过政策性农业资金、合作性农业资金、商业性农业

资金以及民间农业资本和资本市场融资来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财政支持。还需进一步构建国家和省长双

重负责机制，由国家整合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省农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等财政资金，分化一部分

专门针对返乡民工们就业创业补助的资金，同时在县域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用于监督管理、完善国

家下发政策落实的动态监测机制，在乡镇部门设立第三方监察员，采用定期上门回访等方式来密切跟踪

农民工们的收益情况。其次应由政府牵头鼓励发展县域经济。因为农业的强外部性、公共产品特性，需

要政府部门介入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可以根据当地特色，通过支持返乡能人、农业大户、农产品加工

龙头企业以“公司 + 农户 + 基地”等产业模式鼓励建设绿色种养基地、进行技术改造、智能化生产建

设等，推动乡镇企业发展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9]。政府对部分乡镇企业也要积极落实龙头企业减税、

吸纳贫困农户就业等支持政策，对于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信用记录较好、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明显的精

深加工发展项目可优先给予信贷支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上市[10]。 

4.2. 健全返乡农民工就业一体化培训体系 

要想实现返乡农民工的顺利就业，关键还是在于增强他们的就业技能水平，而专业的技能知识水平

离不开良好的培训，因此必须构建具有专一性和针对性的培训平台。过去，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主要局

限于培训过程，不注重培训效果，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一直存在多部门参与、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

题。培训机构可以整合其他部门的相关教育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分类，独立承担与农民工再就业培训的有

关工作，如信息发布、教师招聘、资金分配等，根据实际情况对培训工作进行规划和总结，根据返乡农

民工的实际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其次，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培训要注重实用性，政府和

培训机构必须结合返乡农民工实际需求优化培训内容。一是要坚持培训内容科学化、系统化，返乡农民

工就业内容涵盖就业意识、就业技能、相关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全面的就业培训内

容体系；二是要加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应因人而异，培训机构不仅要考

虑到返乡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现实需求，还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特殊人文风貌等诸多因素；三

是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需要多种综合实践技能，因此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理论

知识，还离不开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实用性内容要大于理论性内容。此外，还应采取多种教育方式，

灵活运用网络、课堂和实践教学等，可以组织返乡农民工群体一同参加在线学习课程，根据不同科目和

学习阶段提供个性化教学，为他们提供多样化且有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可以通过传统课堂教学和现实案

例分析，引入团队专业教师讲解就业创业理论知识，帮助返乡农民工们加深理解记忆；其中重点在于实

践教学，可以利用实训基地帮助民工们提升实践技能，例如想经营“农家乐”的农民工们将其安排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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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比较优秀的酒店学习专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想要种植农作物、花卉绿植的农民工们将其安排在当地的

种植企业、种植大户学习等等。 

4.3. 改善政府服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 

在返乡农民工就业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可以与“广告传单、报纸、宣传栏”等传

统媒体和“直播软件、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等新式媒体合作，大力宣传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典型

案例和成功经验以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意识和就业率，通过集中宣传向农民工们普及惠农相关政策，提高

返乡农民工对于相关支持政策的认可度和就业创业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可以通过公众号、

网络平台等方式加大对疫情防控政策宣传的力度，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增强返乡农民工防护意识，

要求企业落实工资、节假日等福利待遇，鼓励企业发放“新年礼包”、“中介红包”，组织团建等文化

娱乐活动，以提高农民工参岗的积极性；通过建立返乡农民工定期帮扶机制对返乡农民工开展全覆盖摸

排工作，主动掌握其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就业意愿等，每天更新调查平台数据以确保政府部门和培训

机构有效了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

重要力量和载体。因此，政府应主动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乡村

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到完善乡村就业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体系和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工

作中来，为返乡农民工等人员提供稳健优质的就业保障[11]。一是可以改革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

度，支持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农村社会组织创建和规范化发展。二是可以通过专业人才培养、孵化平

台建设、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和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优先等方式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内部治理改善。

三是可以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内部竞争机制建设，通过公平竞争方式，激发组织部门工作人员

的内在活力和服务热情，选择技能和声誉最强的服务人员为农村地区的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四是

可以帮助政府部门了解当地企业缺工人数、空缺岗位等，形成就业需求清单，通过村社走访梳理出农民

工求职需求和返岗时间地点，合力搭建基层就业平台，将线下线上招聘结合为所有求职的农民工提供“不

打烊、不断线”的就业服务。 

4.4. 结合当地特色，创新发展绿色产业经济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休闲农业是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解决“三农”问

题、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一种创新路径[12]。大量农民工返乡为当地农村休闲农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发展花卉园艺、民俗旅游等休闲农业，不仅是解决农民工返乡务工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振兴乡村的重

要出发点和重点。培育特色乡村精品项目可以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以特色乡村精品项目为引爆点，

可以促进乡村旅游跨越式发展[13]。如，依托乡土特色健康养生资源打造康养基地、宜业宜居的特色村镇，

还可以依托农村绿色生态文化资源建设休闲公园、乡村旅游田园观光区等等。 
要顺应城乡三产融合发展趋势，促进与乡村休闲旅游相关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创新引导农民工

回归到乡村进行参岗就业。如，成都市郫都区是“农家乐”的发源地，该地以“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

带你云游乡村美景”的理念将农家文化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成都市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走在

全国前列，开创了“农业 + 旅游”、“农业 + 文化”、“农业 + 服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不仅促

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城乡的良性互动，推

动着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落实。千年来，农村一直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农村文化是

传统文化的生命家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农民工群体有着“落叶归根”的意识，他们以家乡为“根”，

对于其返乡就业，可以安排专业人士引导农民工建设文化产业，充分利用村庄的潜在价值，创造“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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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基地”的产业运作模式，积极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走出去”，为农民工就业、乡村文化

传播做出积极探索。 

5. 结论 

农民工返乡就业对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创新发

展新产业、新模式，促进了工业、服务业和特色农业的协调发展，并且还推动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的一

体化，使更多人重新认识到乡村的潜在价值，他们重返家乡就业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我国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针对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面临的问题，为更好地推动当地农

民工返乡就业，今后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善，主要包括完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健全返乡农民工就

业一体化培训体系；改善政府服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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