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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乡46名乡土人才建立“人才信息库”。

同时，将乡土人才纳入全乡人才工作发

展规划，全力支持乡土人才参与传统技

艺传承、产业化经营、带头创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有效激活乡土人才创新创业

的积极性。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我们乡的海拔落差接近 2300 米，

立体气候显著。”东山乡党委书记李雨

告诉记者，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做到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此，当地充分

发挥乡土人才爱农村、懂技术、信息灵

的优势，组织乡土人才对周边群众进行

技术培训，带头在销售渠道上想办法、

找出路，解决群众缺技术、缺资金、缺

信息等多方面难题。

“以前种土豆，一年下来只能解决

温饱。现在种天麻、重楼等中药材，群

众的收入显著提高。”牦牛坪村委会长

远坪村民小组组长罗晓宝说，长远坪村

地处高海拔冷凉山区，土壤、气候条件

十分适宜种植中药材。2022 年，该村

天麻种植收益超过 60 万元的农户就有

3 家。每到天麻收购季节，这个偏远的

小山村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客商。

“乡土人才深入田间地头，与农

户一对一结成‘致富共同体’，将农业

技术送上门，因地制宜助力当地产业发

展。”李雨说。2022 年，东山乡先后

组织 18 名农村致富能手、种植大户和

致富带头人，以传授致富经验的方式，

举办中药材种植、花椒种植、魔芋种植、

核桃品质改良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5 期 300 多人次。“通过发挥乡土人才

的作用，我们乡下辖的 5 个行政村个个

有产业、村村有特色，群众增收有了新

的抓手。”李雨说。

  能人领办促带动
　　

近年来，东山乡在发挥乡土人才的

示范带动作用上下足功夫，通过推行“党

建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由村党支

部牵头，把乡土人才培养与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相结合，积极鼓励“土专家”“田

秀才”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实体，发

展特色产业。同时，不断拓展合作社的

覆盖范围，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从而实现增收。

“我们成立永胜澜艳种养专业合

作社，吸纳村里所有脱贫户参与天麻种

植。”沙晓平说，在他的带动下，大洋

坪村民小组 111 户村民中，已有 100 余

户参与天麻种植，天麻已成为村民收入

的主要来源。除了天麻，当地还种植重

楼、白及等中药材，群众的增收渠道越

来越宽。目前，大洋坪村民小组成为东

山乡人才工作示范基地，同时也是东山

乡中药材种植技术的主要培训基地，村

里的种植大户均作为实用技术人才被纳

入人才信息库。

“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这些懂农

村、知农事、熟民情的‘土专家’‘田

教授’。”李雨说，下一步，东山乡将

继续发掘、培育更多农业技术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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