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骥伏枥 因地制宜

“银雁返乡”助力发展

本报记者 孙磊
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杨丽芬

《“ 我 的 家 乡 我 建
设”活动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对于当
前的中国乡村，具备哪
些现实意义？广大退休
人员的光和热如何有效
发挥？怎样才能让他们
在乡村有效开展工作？
作为创新策源高地的浙
江，2020 年就在全省推
广“ 银 雁 返 乡 ”工 作 机
制，三年来成效几何？

带着上述问题，记
者专访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青年
学者王永生副研究员，
并深入我省“银雁返乡”
萌发地湖州市南浔区，
与当地老干部局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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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农问题”，脚底沾泥

方能心中有底。20 年来，王永

生深入乡村田间开展深入调研，

对我国的乡村“底色”可谓熟稔

于心。

“乡村建设苦‘人才荒’久

矣。”王永生告诉记者，农村地区

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但缺

人力、缺动力、缺活力。特别是

几十年来，乡村地区的人员结构

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一旦生活相

对稳定，子女也跟随进城，使农

村成为老人村、空心村。

由于农村地区“人”的变化，

引起一系列土地利用、产业发

展、基础服务等方面的衰退。这

其中，缺医少药、缺师少教的问

题尤其普遍，由于待遇微薄、晋

升渺茫，不少农村留不住村医村

教。王永生感慨道：“最基本的

需求尚且得不到满足，又何谈农

技迭代、产业发展呢？”

王永生细致阅读了《方案》，

认为其本质就是促进城乡之间

要素的双向流动，推动实现互

流、互助、互促。

“这既是做好城市离退休人

员管理服务的途径之一，也是促

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王永

生认为，《方案》如能落实到位，

可为当下乡村建设提供指挥员、

带头人和助推器，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开展什

么样的建设？

王永生引用电影《非诚勿

扰》中的一句台词：“21 世纪什

么最贵？人才。”他认为，乡村最

需要开展以人才为中心的振兴

和建设。

“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也是受益者。乡村建设不仅需

要留守在乡村的“守乡人”，更

需要人才下乡、能人回乡、干部

返乡，促使农村人员结构转型，

具备发展和振兴的动力、活力，

共同谋划兴村富民的产业发展

策略与实现路径，壮大集体经

济，提升农户收入，优化公共服

务。

那么，退休人员参与乡村振

兴的优势在哪里？

王永生在基层调研时接触

了不少退休人员，他的直观感受

是，老同志有阅历、有经验，懂政

策、懂乡村，能快速有效整合人、

财、物、技等资源，并精准定位乡

村发展规划，可为乡村医疗服

务、教育发展、文化振兴、产业发

展等方面提供重要的人才、资金

和技术支撑。

“老骥伏枥”怎么干？王永

生给出 10 个字：个性化施策，切

勿“一刀切”。

“迈入发展正轨的‘网红村’

‘明星村’，本身已经获得了很多

政策机遇，老同志回去，可能会

形成重复建设，优势难以发挥。”

王永生提出，不妨把注意力放到

那些“略逊一筹”的村庄，“很多

时候，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具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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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基层实践：
村路跑得了 人头摸得熟

“浙江向来敢为天下先，乡村建设

起步早、动作快，措施精准、成效显著，

是全国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典

范。”王永生曾到浙江调研过多次，他

特别提到湖州南浔的“银雁返乡”机

制，认为这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建

设模式。

南浔区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相关

负责人回忆，2019 年 4 月，浙江省委老

干部局部署开展老干部“三服务三助

力”，不少富有余力的老同志表示，退休

不褪色、卸任不卸责，希望可以贴近基

层、服务群众。

基于这样的背景，南浔区开始探

索实施“银雁返乡”计划，通过临退招

募、组织选派、离任吸纳、学员实践、乡

贤加盟“五个一批”机制，发挥老同志

原籍、资历和能力优势，集中选派近百

名退休干部担任“强村顾问”，服务基

层群众、推动强村富民。自 2019 年以

来，参与“银雁返乡”活动的老同志逾

1 万人次。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银雁返

乡”计划也在与时俱进。今年 6 月，南

浔制定出台《“书记领衔 银雁争先”离

退休支部“书记项目”实施方案》，鼓励

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领办各类项目。

目前已确定“书记领办项目”21
个，在南浔各乡镇全面开花。如旧馆街

道机关事业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钱锦

泉带领载旺村两委班子，通过调研学习

周边乡镇，确定本村文旅业态，成功协

助村里引进羊场创设、角落咖啡等项

目；善琏镇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陆建明组建老干部“帮帮团”，开展“我

来说共富”等活动集思广益，项目从开

工到试营业仅用时 3 个月，有效助力观

音堂村梦想星空共富工坊建设。

“我们实践‘银雁返乡’计划时，始

终明确一点，参与者主要为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国企的干部以及村（社）‘两

委’岗位上正常离任的老同志，同时年

龄在 7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组织协调

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较突出，在基层组

织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方面具

有一定从业经历和技术特长。”这位负

责人介绍，参与“银雁计划”的老同志，

原籍多为湖州农村，早年通过考学、参

军、提干等途径进入城镇工作，对当地

城乡发展情况比较了解，方言听得懂、

村路跑得了、人头摸得熟，回到原籍村

庄开展工作具备先天优势。

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州南浔的“银

雁返乡”模式已在全省获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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