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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郓城县，南赵楼镇的甄庄村
是个典型村。这些年，甄庄村的变
化很大。村民说，村里越来越干
净，越来越美。环境上的改变、生
活中的方便给人的感觉是直观的。
更重要的变化则是甄庄村的经济。如
今，甄庄村的2000亩耕地，约三分之
一都建起了高标准的大棚。种植蔬菜
瓜果，从育苗到销售实现了严格的流
程管理。在合作社和公司的引领下，
村民离传统的种植结构越来越远，离
现代化农业经营越来越近。设备在升
级，结构在调整，农民的转型成了摆
在村“两委”面前的难题。

人的转型很难。靠钱砸不出
来，靠劝也难说动。甄庄村村支书
张庆涛想的是，营造一个好的教育
环境，慢慢引导村民形成学习的氛
围。让村民感受生活中、生产中遇
到的压力，慢慢通过学习得到释
放，从而让大家养成学习的习惯。
张庆涛渴求人才，是因为村子的发
展逐渐遇到了人才瓶颈。张庆涛是
真着急。没有人才，再好的设备也
带不来应有的效益；没有人才，再
好的技术也不能真正的落地；没有
人才，再好的信息也不能提供应有
的价值。对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
村庄来说，这些问题很现实。更重
要的是，对一个即将迎来巨大变革
的村庄来说，农民不转型，生活的
品质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提升。所
以，在张庆涛看来，农村没人才，
乡村振兴会很难。

正因此，1月17日，村学工程在
甄庄村的落地，让张庆涛高兴。小
组的第一堂课，吸引了村里100多位
村民。这些人，年轻人很多。这些
年轻人，因为村里经济好，不再出
去打工。他们有活力，有闯劲，有

韧性，凝聚住这些人的热情，甄庄
村的未来会一片光明。

小组的第一堂课，选的是农村
家庭教育。家家都有孩子，家家都
在为孩子的教育发愁。村民们发
愁，想着怎么把孩子教育得更好。
有位学员说的话，比较有代表性：
在农村，孩子教育赶不上城里；但
在高考、就业面前，大家却都是一
个平台竞争的，我们想给孩子多补
一点东西。家庭教育知识无疑正是
大家急需的。

课后，南赵楼镇的一位乡镇干
部说，这个讲座好，好就好在抓住
了村民们的“痛点”，好就好在让
村民们认识到，教育孩子，家长必
须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要让孩子
爱学习，家长也得有个学习的劲头

啊。孩子学的是基础知识，家长们
学什么——— 那就得围绕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自己主动找资料、多
钻研。南赵楼镇一位负责宣传的干
部说，在接触村学工程之前，镇上
也在调研，准备筹备组建一个读书
学习会。固定地点，提供图书，组
织镇里热爱学习的人一起读书、交
流。“但成立读书学习会，最大的
困难是，我们找不到好的讲师，没
有人来教我们，没有人来引导大家
怎么读、读什么。”

在这位干部看来，村学工程，
不仅给村民们提供了学习的渠道，
也刚好给镇上下一步的活动提供了
资源和可借鉴的经验。

文/图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
勇 魏新美 通讯员 赵考壮

甄庄村建村学小组，对年轻村民很有吸引力

乡村要振兴，
村民必须先转型

在乡村振兴战略蓝图中，人是
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关键的要
素。没有人才支撑，要想充分发掘
乡村资源的价值，吸引外部资源注
入乡村，都是很困难的。因此，从
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乡村要振
兴，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把
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
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
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
之。这个表述，阐释出的是人才对
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同时也说出了
产生乡村振兴人才的两种渠道。如
果说，吸引人才下乡，鼓励以及引
导更多的优秀干部、大学毕业生、
城市白领、企业公司的管理与营销
人才、科研机构中熟谙技术知识的
专家学者等扎根乡土，可以称之为
“借力”。那么，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培养农村专业人才队伍，让本
乡本土的农民快速与现代经营接
轨、接受现代生活理念，就可以视
之为“生力”。

“借力”借的是现成的力。乡
村优越的生态环境可以吸引城里人
来，农业经营的开放可以吸引资
金、项目落地，农村市场的繁荣可
以激发更多的公司企业业务延伸的
热情。通过政策性激励，加上乡情
乡愁的感召，让企业家、党政干
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
师、建筑师、律师以及各类技能人
才，愿意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
业、包村帮扶、行医办学、捐资捐

物、提供各类专业服务。这实际上
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市场经营、现
代管理、社会服务等现代理念引入
农村，并产生新的高效率的实践。

“生力”则不同。“生力”是
通过让农民转型，进而生发出乡村
的内在发展活力。应当认识到，乡
村振兴，是要从根本去改变农民的
生活，农民的命运与乡村振兴息息
相关、水乳交融。要让乡村发展有
活力，根本上必须靠农民转型。让
现有的庞大农民群体逐渐完成转
型，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各类专
业人才；让新时代的农民充分融入
现代经济发展，融入现代社会文明
进程，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形成
更好的职业追求，具备更好的文化
素养，才能真正振兴乡村。与“借
力”产生的效果相比，“内生”的
过程很慢，却是必不可少。

在农村大众报社会主义新农村
学习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
受到了农民转型的重要性。有的村
子，资源很好，或是依山傍水、山清水
秀，或是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但就是
发展不起来，难以形成优势项目或产
业；其中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缺乏资
金、政策支持，更有村子自身的因素。
除了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种养模式，不
思变；担心改变之后有风险，不敢变；
更尴尬的是，许多村民意图改变而没
人干，变不了。

与不想变、不敢变相比，变不
了是更大的现实问题。举个例子
吧。有个山区村，村里的大片山岭
上满是板栗、柿子、核桃等等。这

些树，因为几近于不用化肥，果实
品质特别好，但就是卖不出去。卖
不了钱，大家当然不上心。天一
冷，村民连山都不上，树上的柿子
就孤零零挂在树上，等着柄干了落
地。村支书是村里少数见过世面的
人，也想过做电商，把这些好东西
包装起来外销。但村里没人懂电
脑，没人有经验。这一点就卡住了
他为村里“创业”的念头。

没有人才，想变的村变不了，
已经在变的村也会因此减速。这些
年，国家重视“三农”，随着大批
资金注入，许多村庄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不少先进的生产设备、农
业设施也随着项目落地农村。但值
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村子并没有让
这些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展示出最大
效益。由于村民缺少技术储备、缺
乏管理知识，有的时候依然是“放
着坦克不开，抱着土枪冲锋”。这
本身就导致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一
个村庄，在想发展却无法动弹，有
了基础却难以提速时，最能感受到
人才的可贵。一个家庭，在面临机
遇却力不从心，有了积累却难再上
升时，最能感受到人才的难得。对
身处乡村振兴大潮中的每一个村
庄、每一个家庭来说，与其急来抱
佛脚，不如下水先弄潮。从现在开
始，让更多的农民认识到学习、提
升的重要性，主动转型，开阔视
野，尽快成长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
型农民。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与其急来抱佛脚，不如下水先弄潮

郓城县南赵楼镇甄庄村村学小组成立之后，迎来首场集中授课。当
天，农村大众报记者、省内知名家庭教育讲师魏新美为现场一百多位学
员、村民分析农村家庭教育问题，讲述解决方法。现实的案例、细致的解
读、实用的技巧……让这堂课异常生动。

课后，郓城县南赵楼镇甄庄村村学小组的学员们纷纷通过扫码，
下载安装“农村大众”客户端。“农村大众”客户端上，不仅有记者
原创稿件、各类致富信息、典型发展案例，还有数字报。一端在手，
农民不仅能在手机上及时看报纸、读新闻、学知识，更能通过后台与
农村大众报编辑记者互动、交流，寻求支持。

年轻的村民官凤玲是带着孩子来上课的。她怕孩子闹，影响别
人，就跟孩子坐在了教室后面。她担心自己错过知识点，还想在课后
继续学习体会，就把讲座录了下来。从讲课一开始，她的手一直举着
手机。

放学之后，农村的孩子们喜欢干什么？学习？写作业？玩手
机？出门跟小伙伴一起游戏？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答案。老师在
讲课过程中，针对每一个家庭的状况、孩子的表现，与家长展开
了互动。

课堂上，专心听讲的村民们。甄庄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留住了
不少年轻村民。网络的普及，正在改变村里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
已经习惯通过网络跟外界沟通。但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资讯传播也
让他们困惑。村学小组的建立，则通过审慎地梳理信息渠道，为村庄
传递权威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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