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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之一，是推进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大任务，是

实现农村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农业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

更对农村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当前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现

状进行分析，其次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的新需求，并以此为立足点，探究助力

农林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对策，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谈论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的意义

与作用，旨在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农林类青年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创业机会，进一步助力自

身与新农村的发展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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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decision made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
gress of the CPC, a major task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the rural people. The strategy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al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condly, it ex-
pounds the new demand for you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al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it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help you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alent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mployment and en-
trepreneurship. It aim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goo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talents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fields, so as to further help themselv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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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林类青年大学生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专业人才群体，农业作为当今农村发展的主要模式，农林类

青年大学生返乡就业能够基于自身专业能力具备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专业

优势，有效填补乡村人才的短板，切实为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发现，

农林类青年人才作为农村发展的必备人才，返乡就业的状况并不良好。 

2. 当前高校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现状 

2.1. 人才职业理想与农村人才缺乏的状况 

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方面未认识到自身的现实状况。在毕业准备走向工作岗位时缺乏职业

理想与社会责任感，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青年大学生大多靠经济收

入的高低来判断工作岗位的好坏，不注重自身专业与工作岗位是否匹配。其次，青年大学生对于自身的

专业水平认知存在误差，对于自身的心里定位偏高，不能够认识到自身在专业发展中的不足，太过于追

求利益，难以脚踏实地的参与到工作中[1]。同时，青年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主观

能动性与虚心学习的精神。 
农村人才的需求并不只是要求青年大学生注重自身专业的发展，同时要求青年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无

私奉献精神。而农村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农村环境难以达到青年大学生的职业理想，青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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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多是为自身的后期发展考虑，而非农村人才的需求。 

2.2. 返乡就业创业与农村资源缺乏的状况 

基于乡村战略背景下，一部分青年人才受此号召参加农村人才培养的相关活动，但由于农村干部以

及村民存在不同程度的传统化的发展思想，使得青年人才在在进行管理决策时受到影响。一方面，农村

资源较为缺乏，农村资源的缺乏能够制约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逐渐降低农村基层组织对于青

年人才回乡就业创业的工作能力以及动员能力，从而影响着农村建设工作的创新进展。与此同时，受到

经济水平以及基层建设工作的影响，农村文化发展处于困境状态[2]。其传统文化存在的建筑以及民俗等

形式正在逐渐消减，一些文化保护制度也在不断被其他制度所取代，资源发展逐渐匮乏。另一方面，农

村对于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并无太多考究，在具体制定时，更多是站在农村发展角度，从

而忽略青年人才自身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青年人才在专业发展上的资源需求。 
除此之外，前些年，国家把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城市高层次人才的建设上，对于农村人才的发展逐

渐缺乏认知度与管理力度，使得农村人才发展停滞不前。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治理我国农村“三农”问题

的主要政策，在此背景下针对我国“三农”人才的培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农业发展受到自然

因素影响，导致青年人才致力于农业发展的风险程度逐渐增高，易出现资源不足、市场调控的制约[3]。 

2.3. 高校人才培养与农村人才建设的状况 

农林类高校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高校对于教学的实施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适配度较低。一方面，农林类专业的开展更多是以理论课程为主，实践课程的开展规模较小，

难以引导高校人才认知到农村农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缺乏对农村人才建设知识的普及，农村

环境是人才发展环境营造的关键因素，其不仅在于农村“人才”管理人员的组织，而且需要农村村民对

于农村环境营造工作的参与[4]。例如：“三农”政策、乡村振兴战略等必要的教育，使得高校返乡人才

难以适应农村人才建设的环境。 

2.4. 国家扶持政策与农村服务体制的状况 

针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状况，教育部门认知到，高校青年大学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对此新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引导高校青年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但通过分析与研究可知，一些

政策难以满足高校青年大学生的发展现状，使得政策难以有效操作和执行，尤其是在资金方面，高校青

年大学生在走出校门后进入农村进行就业创业时不免出现资金匮乏的状况，扶持政策的出台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实际困难，最终使得高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不足。在农村服务体制方面，农村基层服

务人员对于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在高校青年大学生对其进行申请时，农村基层服务人员难

以满足高校青年大学生的服务需求，进而带给双方不好的体验[5]。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的新需求 

3.1. 农村创新的发展需要人才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是以乡村创新为目标，其关键措施便是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而如今

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发展面临的现状是人才不足，成员结构也缺少优秀的后备队伍。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关键靠人，尤其离不开农林类青年人才[6]。农林类作为农村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农民眼里的

“铁饭碗”。依据农村农业的发展状况可知，人才的引入不仅能够保住农民的“铁饭碗”，还能够有效

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进而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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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林类人才具有专业优势 

农村作为农业发展的主战场，但由于对农业的发展大多选择用较为传统的培育方法与灌溉方式，因

专业技术程度较低，制约农业的发展。对此，农业的发展急需一批具有专业优势与专业文凭的青年人才

[7]。农林类青年人才的引进，在农业发展方面凭借其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够有效治理具有多年实

践经验但无专业知识的农民治理不了的问题，这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3.3. 农村能够提供广阔的空间 

在面临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农村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背景下能够为农林类青年人才提供

合适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为农林类青年人才提供施展拳脚的场地，这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的专业发展而

言是极为有利的。首先，对于就业而言，农村对于产业的发展具有多种就业岗位，需要有技术、有头脑、

有专业能力的青年人才担此重任，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在就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农

林类青年人才在毕业后完全可以选择返乡就业，从而逐渐将自身的专业所学实际应用到农村农业发展中，

逐渐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对于创业而言，农村发展大多仍

延续以往的农业发展趋势，对于新农村的发展而言，不具有明显的发展成效。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创业

能够站在农村地区、环境、资源等角度进行考量，在农业发展方面进行有效创新，从而引导农民实现农

业多种农作物的有效种植，并凭借其专业知识的进行维护，创造较为广阔的创业空间[8]。 
除此之外，农林类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能够带动农村当地人民的积极性，切实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进而逐渐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4. 助力农林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对策 

4.1. 家乡政府加大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对于农林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家乡政府应该加大创业资金扶持力度。首先，应制定长期的财政

投入计划，根据农村地区性差异，以及农村发展状况，建立相应土地归属政策，在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

就业创业方面加大相关政策保障与扶持力度，致力于引导更多农林类青年人才参与农村发展过程中，切

实为提高农村农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其次，应提高贷款金额，按比例减免或返还税收，加强产业相

关设施的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和物质上的支持，帮助农林类青年人才免除因资金不足造成难以创业的状况，

切实为农林类青年人才创业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9]。同时建立就业创业风险补偿机制，保障农林类青年

人才创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确保创业项目能够落地生根，并能够在农村人民的支持下，切实发挥成效，

促进农村农业的有效发展。再次，应增加财政补贴，合理提升农村就业平均薪酬，吸引人才自主返乡，

很多农林类青年人才因薪酬较低，宁愿选择其他专业的工作岗位，也不愿返乡就业。因此，合理提升就

业薪酬能够为留住农林类青年人才奠定基础，从而满足农林类青年人才的薪资需求。最后，应提高资源

配置水平[10]。在资源的配置方面，农村应积极开展“下乡活动”，引导农林类青年人才积极了解乡村的

建设创新进度，将城市中的优秀资源合理分配给建设良好的乡村，进而逐渐将科学的规划以及先进的思

想合理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去，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4.2. 高校积极完善返乡创业教育体系 

高校为满足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需求，应积极完善相应的教育体系。在具体教育过程中，

首先应注重与农村企业的有效合作，注重实践教学，积极引导农林类青年人才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搭建

“基础+核心+能力”的培养方案，进而详细分成教学模块，针对农林类青年人才自身的发展优势，以分

层教学的模式引导其参与到专业学习中。同时对于农村工作岗位的选择，不应将眼光只放于固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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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上，农林类工作岗位不仅包括农作物的种植、管理，而且在农业生产科研等方面也有涉及[11]。其次，

应针对目前农村发展新出台的一些政策，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应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例如：城乡一

体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人才就业创业政策等。引导青年学生了解返乡创业的优势所在，积极引导青

年学生加入新农村建设中，切实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经济水平出谋划策。 

4.3. 政府有效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因此政府应有效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为农林

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第一，推进农业农村基础硬件设施改革，完善乡村居民

生活体系，满足稳定持续高质量供给需求。第二，政府应注重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的搭建，注重保障制度

信息的传播，从而为农林类青年人才提供返乡创业的有利条件与主要环境。第三，完善政府岗位系统，

农村政府部门应不断创新当地政府工作岗位招收计划，建立农村籍政府岗位的特招体系，为农林类青年

人创造好的就业创业岗位制度，促进其走进农村，了解并加入农村农业建设中来，促进自身与农村的双

向发展[12]。 

4.4. 社会做好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舆论宣传 

社会做好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舆论宣传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如今的建设落后局面。农村的建设落后主

要是由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以及思想方面等，更重要的是

由于人才的逐渐流失，原定的很多项目无法正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逐渐降低农村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

培育的建设能力与影响力。基于此，在农村建设创新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应做好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舆

论宣传，从而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对于农村的重要性，全面支持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

建设工作，并配合其工作的开展，进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以及在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的正确舆论

作用下建设新型农村[13]。 

5. 结语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林类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而且能够

逐渐满足当今农村村民对于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追求，填补农村发展缺少人才的漏洞[14]。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农林类青年人才的专业发展需求，为农林类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为关键的要素，在注重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

创业发展中，应基于当今高校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现状与农村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返乡的新

需求。在具体研究中，农林类青年人才的发展应立足于农村发展现状，在助力农林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

业工作中，家乡政府应做到加大创业资金扶持力度、高校积极完善返乡创业教育体系政府有效搭建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社会做好农林毕业生返乡创业舆论宣传，从而逐渐引导高校青年大学生能够在工作岗位

的选择上多将眼光放于农村发展中，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自身的专业价值，进而逐渐满足新农村

发展对于农林类青年人才的需求，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经济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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