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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talents	in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pecific	industrial	model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young talent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s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tal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analysis, there are currently problem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of	Jilin	Province,	such	as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young	talent	teams,	outdated	rural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a	lack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knowledge,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province, establish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troduce professional young management talents, improve rural management systems at all levels,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young talents, and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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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吉林省乡村振兴青年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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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促进青年人才参与到乡村发展中，论文以近年来吉林省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具体产业模式为例，着重分析青年人
才对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及其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并为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培养提出相应解决策略。经
分析，目前吉林省乡村振兴模式存在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乡村管理理念较为落后、相关专业技能知识缺乏等问题，提
出了加强与省内各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引进专业青年管理人才，完善各级乡村管理体系、推动乡村青年人
才培育，激发群众乡村振兴激情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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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高质量发展”

表述表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三农”工作一直是关系中国民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

程中，“三农”工作的重点已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高

质量发展。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全国各省市积极推进乡村

发展，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致力于发挥吉林农业特色和优势，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而伴随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乡村出现了青年人

才普遍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的问题，影响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青年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如何发挥其才智助力乡村振兴是当下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因

此，本研究以青年人才为研究主体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青年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1]。

2 吉林省乡村振兴相关产业模式分析

2.1 吉林省长白山敦化市江源镇椴树蜂蜜产业模式
蜂业作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推动

现代农业及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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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环。在中国，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一直以来都是椴树蜂

蜜的主要产地，占据着全国大部分的椴树蜂蜜的生产量。但

2020 年以后，中国椴树蜂蜜产量因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呈下

降趋势，除此之外，乡村人口的流失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

要原因 [2]。

面对这一问题，敦化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振兴椴树

蜂蜜产业。一方面，与省内重点农业企业——延边宝利祥蜂

业有限公司展开合作，扩大蜂农就业范围；另一方面，江源

镇也积极应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利用现下较为火热的短视频

对椴树蜂蜜进行营销推广，展现蜂蜜的制作过程、蜂农的日

常工作，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敦化市江源镇的椴树蜂蜜。

尽管短视频为宣传和销售椴树蜂蜜提供了新路径，但

整体来看短视频在制作过程中还存在创新性不强、剪辑及画

面质量一般等问题，影响了椴树蜂蜜的营销效果。

2.2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休闲农业模式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位于吉林

省东部，盛产人参、鹿茸、貂皮、苹果梨等特产。近年来，

延边州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致力于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

开展了一系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项目，另外延边州也开

展了农家乐体验项目 [3]。

从未来发展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还需进一步鼓励农

户参与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中来，利用电商平台及新媒

体技术将人参等特色产品进行有效地推广，进一步扩大农副

产品的销售市场，助农增收。

2.3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模式
长春市双阳区地处吉林省中部，被称为“梅花鹿之乡”。

近年来，双阳区依托周边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及旅游资源，

积极发展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打造了具有不同特色的

乡村旅游板块：鹿乡镇的“鹿文化”特色文旅板块、奢岭街

道的休闲养生与乡村旅游板块等。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双阳区的旅游知名度，双阳区整

合优势旅游资源，利用直播等新媒体渠道策划并开展了一系

列具有品牌效应的节日庆典活动，如奢岭草莓温泉旅游节、

葡萄节、冰雪嘉年华、双阳人参鹿茸展销会及梅花鹿节等，

进一步展示了双阳区的旅游风采。

尽管双阳区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发展较快，但也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乡村旅游管理理念较为落后，

缺少专业化、能够与时俱进的现代管理人才；乡村旅游中的

工作人员大多为当地农民，缺少高层次懂技术应用的专业化

旅游人才。农民积极性较高，但学历及专业知识不足，难以

最大化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并进行营销活动的策划，相关技

术也很难快速学以致用。由此可见，人才的缺失限制了双阳

区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4]。

2.4 小结
从表 1 的产业模式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各市都能够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推进乡村发展，致力于将本地特色产业与新时

代发展特点融合，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各地还需在青年人才引进及培养、

管理理念更新、现代新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功夫。

表 1 吉林省乡村振兴相关产业模式

产业模式 产业特色 实践路径 存在问题

敦化市江源

镇椴树蜂蜜

产业模式

椴树蜂蜜产业

与企业合作发展；

利用新媒体宣传推

广椴树蜂蜜

短视频拍摄没

有形成特色，

效果一般

延边州休闲

农业模式
休闲农业

发展乡村旅游及农

家乐项目

需融合电商及

新媒体技术加

强农产品推广

双阳区乡村

旅游模式
乡村旅游业

开展节庆活动，利

用新媒体渠道进行

宣传

缺乏专业管理、

营销的高层次

人才

3 吉林省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3.1 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不足
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主要体现在青年人才流失导致

人才总量不足、青年人才学历结构失衡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人才流失方面看，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乡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中，乡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

其中流失人口以男性青年人群为主，致使乡村发展过程中

缺少青年劳动力及应用型人才，不利于乡村青年人才队伍

建设。

另一方面，从人才学历结构失衡方面看，各地在推动

乡村发展过程中鼓励本地农民直接参与相关工作，而由于人

口流失导致村民大多为年龄较大、本科学历以下的农业劳动

者，尽管他们具备多年的农业工作经验，但很难把农业及其

他与乡村发展相关的产业工作与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有机

结合起来，也很难适应时代学习和应用与管理、营销等相关

的现代新媒体技术，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乡村现代化发展工作

的推进。

3.2 乡村管理理念较为落后
目前，由于人口流失导致吉林省乡村管理人才不足，

现有的管理工作者由于年龄较大，对于现代管理理论了解较

少，管理理念没有及时更新，致使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很难根

据市场变化与乡村发展需求解决存在问题，如农业生产结构

调整不及时，农副产品销售与推广渠道较为单一、乡村发展

优势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及利用、发展资金及相关技术设备无

法高效应用、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工作不能针对发展需要合

理开展、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宣传活动缺乏创新等。

3.3 相关专业技能知识缺乏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促使各产业结构都要作

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除引进相应

的基础设施及设备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与之相匹配的专

业技能知识。就吉林省目前的乡村发展情况来看，仍存在专

业技能人才不足的情况，专业技能及知识的缺失难以为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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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乡村振兴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 吉林省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培养策略

4.1 加强与省内各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高校职能旨在为适应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专

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截至 2023 年，吉林

省内共有 65 所普通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大纲及课程结构

设置方面都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为例，电商专业共开设了 5 门专业基础课程，

15 门专业必修课程，9 门专业选修课程，2 门学科交叉融合

课，其中与实践相关的课程共 17 门，占 54.8%，这些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技能，同时注重加强学生

的专业实训，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改善乡村发展短板，吉林省内乡村需加大与省内各

高校合作力度。首先，可以寻求与所在地距离较近高校的合

作，以更好地带动区域发展；其次，可以依据实际发展需要，

寻求与专业性较强的高校的合作，以解决乡村发展的具体问

题；最后，乡村还需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青年人才培养激励机

制，创设乡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展示

自我、实现自我成长的机会，吸引更多青年大学生留在乡村，

为乡村振兴助力。

4.2 培养专业青年管理人才，完善各级乡村管理体系
要想推动乡村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乡村需培养专业的

现代管理人才，针对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组建专业化管理团

队。一方面，制定完备的管理政策并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

升农民的经营管理意识，调动农民学习管理技能及知识的积

极性，为管理工作者提供有效指导；另一方面，整合与经营

管理相关的线上线下学习资源，邀请相关专家开展管理知识

技能培训讲座，针对相关管理人员、种养农户、乡村现有青

年工作者开设现代农业经营管理课程，定期举办管理技能小

组竞赛及评级活动，以赛促学，切实有效地提升农民的科学

管理素质、农业旅游业经营管理能力。

4.3 开展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激发群众乡村振兴激情
除引进青年人才外，乡村也要重视对现有农村青年工

作者的培养工作。对于现有青年工作者，要有计划地展开知

识技能培训。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产业专家开设专业培训

课程及讲座，并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给予相应的指

导，做到边教边学、边学边做，有针对性地提升他们的专业

技术水平，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还需

提升他们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全面提升他们的信息接收、

理解能力及思想意识，以适应现代社会各产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发展需要，使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推动乡

村文旅等特色产业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在高质量发展视阈下，论文通过分析三个吉林省在乡

村振兴发展中的具体产业模式，对吉林省乡村振兴青年人才

培养提出了三方面的发展对策。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需各产

业主体积极配合，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引进专业人才，充分

开发利用青年人才资源，调动青年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工作的

积极性，从而推动并实现乡村产业升级、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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