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3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一、导论 1

新乡贤是指与乡村有着人缘、亲缘、地缘等渊源关

系，能够满足家乡父老乡亲特定的某种价值期待或利益

需求，能够获得村民内心的认可、信服、尊敬的人 [1]。

从外延上看，新乡贤既包括本地的精英，也包括心系家

乡发展的在外贤达，既包括教师、医生等在体制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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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也包括种粮大户、专业技术人员、带货主播等

从业人员。在全面脱贫的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农村的治理水平和

农民的生活水平。新乡贤大多有过外出经历，或求学，

或经商，或工作，有着较为丰富的知识、技术、阅历，

眼界更为开阔，思路更加灵活，更懂政策，更敏感于乡

村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 [2]。多样化种植、规模化种植的

现代农业需要懂技术、懂市场的新乡贤的参与；基层民

主的发展、治理水平的提高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需

要懂政策的新乡贤的有序参与；农村教育、医疗、农技

事业的发展更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乡贤的参与。现代

农村的发展不只是靠农业，更要发展产业融合提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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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和乡村吸引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各行

各业涌现出更多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

二、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梗阻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需要相应的条件跟环境，要帮

助疏通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梗阻。当前我国的部分乡

村地区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全、基层自治主体缺位

和主体身份不对等等问题，妨碍着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

（一）基础设施建设不全

新乡贤中的大多数是要生活在本土的，要让乡土能

留得住人就必须全面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

村地区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条件。物流不够规范，快递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投融资渠道狭窄，

银行贷款门槛相对较高，筹款多靠私人借贷；互联网成

本高，普及率低，2021 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57.6%，远低于欧美国家；乡村地区学校、医院、养老院

等保障性机构不仅数量少于城市，质量也远低于城市。

（二）基层自治主体缺位

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导致乡村常住人口逐渐老龄化、

乡村空心化现象。基层自治组织成员大多年龄偏大、文

化素质偏低，对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治理

能力不足，难以对新乡贤群体进行引导和帮助。以上问

题导致回乡的新乡贤群体容易处于有事不知道找谁的尴

尬境地。

（三）主体的身份地位不对等

在鼓励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同时，也要注意

摆正新乡贤组织的位置，否则容易出现新乡贤组织错位、

越位而凌驾于村“两委”之上的现象。新乡贤组织的强

经济作用，容易剥夺村“两委”的权威；强势的新乡贤

个人的大量的资金援助也容易让村“两委”沾染大量的

个人色彩，甚至侵蚀基层自治组织和乡镇政府的权威。

三、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近年来，逐渐涌现出浙江上虞、诸暨等地新乡贤参

与乡村振兴的成功事例，但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

基层治理水平不一，各地新乡贤的数量不一，对新乡贤

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存在差异。新乡贤大多回馈乡里有余，

参与乡村振兴激励不足，在乡村振兴向纵深拓展的过程

中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

“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 [3]。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新乡贤的相关政策，尤其要站在新乡贤的角度，处理

好急需解决的问题，保障和激励新乡贤更好地参与乡村

振兴。

（一）保障新乡贤的权益

保障新乡贤的社会福利。由于“新乡贤”群体中相

当一部分是城市户口，这种非村籍身份使得“新乡贤”

在农村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就学等方面缺乏完善

的保障机制。在赋予城市户口新乡贤同等的村民待遇的

条件下，也要加强乡村地区学校、医院的建设质量，在

消除新乡贤的身份隔阂的基础上，促进城乡基础公共设

施均等化。

保障新乡贤的发展权利。新乡贤的出现主要是由于

政府的推动，要留住新乡贤就必须要让新乡贤在农村地

区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带动更多村民共同富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为实现新乡贤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新时代背景下，尤其加强网络普及、物流建设和融

资帮扶。

（二）提高新乡贤的待遇

将新乡贤带回乡村不是目的，最终要让新乡贤在各

自岗位上更好地建设乡村。在保障新乡贤的生活和发展

需求之后，接下来就要做好激励和表彰机制：激励艰苦

奋斗的新乡贤，表彰做出重大贡献的新乡贤。根据是否在

场，可以将新乡贤分为在场新乡贤和不在场新乡贤，两者

参与乡村振兴的形式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激励策略。

在场新乡贤大多在乡村从事经营管理类和技术性活

动，村“两委”要提高对于在场新乡贤资源的开发利用

能力，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引导在场新乡贤参与，既利于

集体也利于个人的事业，从而带领村民致富。同时，注

意挖掘文化类在场新乡贤的作用，鼓励其文化创作，可

以通过发展村集体公共事业的方式激励之。鼓励通过村

集体资金和社会资助等方式成立基金会，设立奖金支持

农村新兴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创新，评选模范新乡贤。

不在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更多地带有慈善性质 [4]。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后，

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不在场新

乡贤投入乡村振兴既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无形

中受到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政府可以考虑重建

旌表制度，表彰各位为乡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乡贤。

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建立村史馆、乡贤纪念馆，在馆内

镌刻上对本地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乡贤的事迹，供

人们参观、学习。

（三）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积极

吸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途

径，也能缓解乡村人才流失造成的治理能力不足问题。

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事业，会内生出足够的动机参

与乡村治理，同时新乡贤群体也有着足够的能力治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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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此外，吸纳新乡贤进入治理体系，意味着实现了新

乡贤治理身份的转换，能极大增加新乡贤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激发新乡贤办事、创业的热情。

新乡贤通过加入基层自治组织和党组织参与基层治

理。支持新乡贤依法公平公正参与村委会选举工作，也

可以对新乡贤进行聘任，吸引优秀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

创建多元治理模式。规范基层治理的进入门槛，探索选

拔与选举并行的基层用人模式，提高基层治理者的福利

待遇，吸引优秀的新乡贤进入村“两委”。

新乡贤通过参与新乡贤组织进入治理体系，抑或是

以个人身份进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建立新乡贤人才数

据库，根据不同新乡贤掌握的技能和资源进行分类，引

导、帮助各新乡贤在其擅长领域发光发热。其次，可以

成立专门组织，如：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等 [5]。新

乡贤在这些组织里，能集中了解村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也可以交流看法，为村“两委”提供方案建议，有助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

层治理格局。

（四）培育新乡贤文化

优秀的文化能鼓舞人、激励人、引导人。培育积极、

向上的新乡贤文化能引导和激励更多的新乡贤更好地投

身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

新乡贤群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新乡贤文化的建

构过程。传统乡贤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主张“崇善扬

德、扶危济困、睦邻友好、诚以待人”等优秀道德品质
[6]。新时代，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

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也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

的治理融合。古代乡贤是乡村秩序的守护者，新乡贤是

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促进者 [7]。发展新乡贤文化需要对

传统的乡贤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首先，要尊重文化自

身的发展规律，吸取传统乡贤的一些做法，如置办义田，

置办义庄，资助乡里教育事业，发展村集体事业，关注

孤寡老人等。其次，要找准“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二者的内在契合点 [6]。将“乡贤文化”内

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核心理念来诠释“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

最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需要切实的措施。不仅要宣传

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乡贤的事迹，重点是要培育村民对于

乡土的感情，这份感情不只是来源于文化广场之类的设

施，更多的是来源于乡村文化氛围——广场修得再好，

也不如跳广场舞的人多来的好。还可以通过在中小学开

设具有本土特色的校本课程，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培养青少年对于乡土的感情。

四、结语

在逆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大量新乡

贤参与乡村振兴是历史潮流。同时，基于新乡贤主体的

利益考量分析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探讨如何采取措

施，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激励在外的乡村精英回归乡村、

支持家乡建设，是顺应潮流的举措。本文聚焦于新乡贤

主体身份，通过保障其回乡的各项权利，加强乡村地区

的各项物质条件和制度、文化建设，目的是增强乡村地

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新乡贤群体建设新农村。本文

分析的策略更多的是针对回乡工作的在乡新乡贤，同在

外新乡贤相比，这些在场新乡贤更能切实的体会到乡村

内存在的问题与潜在的发展机遇，也更愿意加强乡村各

方面的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动力，当然也不

否认在外乡贤的援助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永远是乡村的主体。在新

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引导、教育农民，

更要相信农民。既要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搭建平台，

发挥新乡贤作用，也不能忽视村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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