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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是我党十九大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衡水处于京津冀区域，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

半以上，乡村振兴也是衡水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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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构建者西奥多·W·舒尔茨（ ThodoreW．Schults） 提

出: “人力资本要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要素之一，是生产过程中的

关键部分，人力资本投入及合理配置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

展，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将人力资本转化为适合

乡村发展的人才资本，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合理配置，为其它生产要

素创造更多价值，帮助提高利用与配置的效率，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全面落实。 

一、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将乡村振兴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从全国

来看，一半以上人口在乡村，所以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保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衡水地区为例，衡水处于京津冀经济圈，行政区域人口 450 多万，

其中城镇人口 160 多万，农村人口 290 多万，占人口总数的 60%以上，

农村人口占比较多，所以乡村发展与振兴也是衡水地区发展的重要任

务。 

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战略将决定成败，乡村振兴关键

是人才战略。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是内生变量即人力资本，所以为了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

投入，不断提高新知识的积累效应并不断拓宽知识获取的渠道。1987

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其模型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

巨大作用，2018 年罗默则从知识和创意的正外部性出发，阐释经济增

长中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从“内生化”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问

题，这解释了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原因，比如中国。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乡村振兴重要着力点就是人力资源的投入，人才队伍的建

设，只有集社会各领域人才之合力，才能更快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所

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合理有效的人才战略非常必要的。 

但实际上，乡村在人才竞争中没有优势，各个地区都存在城镇化率

较高而乡村人才储备严重短缺的情况，人才桎梏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瓶

颈，衡水地区也不例外，衡水地区乡村人才匮乏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因城镇化影响，青年人大量外流，有些村镇甚至只有老

人和孩子，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进而导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的问题，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的流失不利于乡村的发展。 

其次，对人才吸引力差，难以留住人才。乡村因为各种条件限制，

基础设施不完善，便利性差，个人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整体匮乏等，对

于人才吸引力较差，在人才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再次，人才培育机制极不健全。乡村教育基础薄弱，人才培育机制

不健全，很多地区基本不具备系统培训的条件，这也是乡村发展中技术

和管理人才不足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高端的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更是欠

缺。 

三、衡水乡村振兴的人才战略措施 

衡水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要制定切实有效的人才战略，吸引人、

留住人，为衡水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应该全方面的落实实

施振兴乡村的人才战略，如创造条件，引进人才；搭建平台，用好人才；

突出重点，培养人才。 

1.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为留人创造条件 

当前社会将生态发展、绿色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要想落

实这一发展理念，则需要各级政府有效贯彻这一发展理念，尤其是乡镇

政府。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村的生态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广大农

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精神生活越来越文明。 

要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人才的生活质量。

持续解决农村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加强饮用水的方便和卫

生、科学规划乡村道路、完善乡村物流以网络普及设施，方便生活，向

城市生活质量看齐，解决留乡人才的后顾之忧。改善人居环境，美化村

容村貌，打造美丽宜居的田园乡村，打造乡村生态宜居的环境，秀丽宜

人的田园风光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让人才愿意留乡，助力乡村

振兴。 

2.发展“第六产业”，保护从业者利益 

1994 年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的“第六产业”概念对我国乡村

人才振兴战略的制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催生出更多的乡村“第六

产业”的从业者，建立合理的乡村区域性营商评价标准，保护“第六产

业”从业者的利益，加大返乡入乡人才创业和就业扶持力度，这些有效

的举措可以引导人才返乡入乡，吸引人、留住人。 

3.“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除了采取有效措施留住人之外，乡村还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方

位的人才战略措施。乡村在人才竞争中不具有优势，很多人不能扎根乡

村，相关部门要转变人才引进思路，拓宽渠道，搭建平台。秉持人才“不

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的思路，充分利用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等

人才资源，利用其知识储备，激发其创新热情。可以通过成立农业专家

服务团队，建立农技特派员机制，成立农业人才协会等措施，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打造项目培育基地等措施，专家技术人员定点帮带指导当地

乡民等具体方式，充分利用人才，发挥最大价值。 

4.健全乡村人才职业发展机制 

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

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加大乡村文化教育投入也是必不可少

的。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养老、文化体育等方面，推进城乡均等化，比如建立农家书屋与基

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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