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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五年房山区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

房山区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文旅融合的重要路径。房山区的

乡村面积和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同时各乡镇之间相对分散，年轻

人在传统村落中的人口比例也较低。虽然我区有着较为丰厚的文

化和自然资源，但如何使之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人民幸福和生态

和谐的重要因素，这一切，人才又是核心和关键。所以，应该加

强以人才培养和引进为思路的乡村振兴战略。

分析:

1.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依靠乡村资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服务乡村消费，吸引城市人民下乡,促进乡村文化进城。

2.多样化人才的聚合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乡村振

兴在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

兴、研发民俗节庆与民间艺术活动，培育乡村手艺创意产业、乡

村休闲生活产业、乡村健康养老产业、乡村“互联网”产业、乡

村文创公社产业、乡村游学体验产业等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依托传统乡镇，发掘康养旅游，

打造生活化服务的完整链条。通过一个康养者带动多个多次探亲

者的到访，带动民宿、餐饮、养殖等产业发展，强化物流、投资

流、资金流。

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项惠民的战略，要将其落实到实处，

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区尚有



部分村落存在着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差、经济社会发展慢等问题，

而且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涌入了城市成为打工一族，

乡村留守着老弱妇幼。

4.文旅融合与我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紧密相关。文旅融合一

方面依靠硬件基础，另一方面要靠“故事”等软件来补充。文化、

创意、科技和情怀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而其中

的核心依然是人才。

建议：

1、实施以人才新政推动人才结构调整，扶持当地村民创新创

业，鼓励更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吸引城区功成身退者隐居山野，

年轻自由职业者寓居山村工作。

2、调整当地经济和产业结构，提升乡村整体环境，逐渐实现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深层次缩小城乡差别，优化社会和人口结构，

让乡村振兴真正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

3、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激发有为青年回乡创业，培养更多的

年轻人成为乡村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承者。在注重当地村民参与，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因地施策、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

统筹好乡村的振兴发展。要使传统村落和偏远山区成为乡村振兴

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4、在乡村振兴中要考虑将文化产业与地区产业转型相融合，

应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发挥旅游业劳动密集、岗位多元

的特点，将乡村振兴纳入旅游、文创政策，将弱势群体（妇女、

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纳入旅游服务和文创手工岗位，为

微型文创企业、小型旅游企业提供发展机遇。

5、实施乡村振兴最终目的是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提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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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质，并以之吸引高素质人口到乡村工作、生活和旅游。无

论什么样的乡村旅游和文化产品都不再是以低成本为卖点。而是

尽可能做好环境设计，将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融入村镇建设，创

造令人愉悦的生活工作空间。



关于围绕人才培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一、加快健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体制机制

区、镇、村三级人才联动，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强化乡村人才振兴保障措施，印发《房山区乡村人才振兴专班工

作方案》，提出加快培养农村生产经营人才、加快培养乡村公共

服务人才等 5 项工作任务。同时，制定了《房山区乡村人才振兴

专班工作任务台账》，明确了 23 项具体工作措施以及责任单位等

内容。

二、全力做好乡村人才振兴队伍工作建设

1.强化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依托乡村人才培养平台，对

房山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返乡下乡创新创业青年、家庭农场

主等 190人进行了专题培训。2021年，全区新增农村实用人才 106

名，并及时更新录入农村实用人才数据库。

2.强化农民队伍建设。一是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研究制定

了《2021年房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培育高素质农

民 120人。二是开展专业技术培训，通过技术指导、集中授课、

观摩交流等形式开展各类农民技术培训班 355期，建设农民田间

学校 55所，累计培训农民 7500余人次，共计推广农业新品种 15

个，新技术 10项，新装备 2项。三是开展农经人员业务培训，对

农村宅基地管理业务人员、三资监管员等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共

计培训 2100余人次。四是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共

完成 1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培训 805人，培训后实现就业 260人。

3.强化文旅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北京源文化旅游线路为引领，



建立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乐高主题乐园、国际葡萄酒小镇

博览馆等重大文旅项目与人才引进的联动机制，引进培育高端文

旅运营人才。聚焦传统村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养熟

悉房山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本土文旅产业人才。

三、持续优化乡村振兴人才工作发展环境

1.健全人才支持政策。制定印发《房山区鼓励优秀人才到村

任职激励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坚持和完善向重点乡村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制度,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人

才保障。

2.加强平台建设。一是加强产业园平台建设。累计创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2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3 个、农业生态园区创建 137 个，培育优质农产品基地，提

升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化水平。举办“房山秋收节”等系

列品牌活动，吸引各类人才来房山创新发展，为各类人才创新创

业提供平台支撑。二是加强培训平台建设。全区 23所成校下辖 461

所村校和 122 所市民学校，拥有专职教师 173名，市区各类专家

120余人，2021年全年共培训各类农民 17400余人次。

3.强化乡村人才服务保障及信息宣传。加大乡村人才宣传力

度，充分利用“党建房山”“北京房山”“学通房山”等平台，

宣传和推送人才政策举措、人才工作经验、创业创新先进典型等

内容。加大人才落户保障力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做出贡献

的涉农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人才，优先推荐办理人才落户、《北京

市工作居住证》。加大乡村人才资金投入力度，设立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支持各类人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