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金东区

“乡土名家”唱响希望的田野

什么是人才？按照传统的选评标准，只有具备一定的学历和职称

者才能算人才。只有初中文化、从事的也不是高科技职业，却因为年

纪的增长、阅历的积累，在一方水土的村头坊间被大家啧啧称赞，这

样的人算不算“人才”，该如何评价？ 2013 年 11 月底，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在评选出 10 名“第三批拔尖人才”的同时，还选拔出了 10

名金东区首届“乡土名家”。 

不拘一格选人才  乡土人才受重视

金东区素有“水果之乡”“蔬菜之乡”“苗木之乡”“酥饼之乡”“曲

艺之乡”等美誉，各个领域不乏具有一技之长、知名度较高、能起示

范带动作用、为当地或行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能人。尽管“田秀才”

“土专家”等农村能人拥有一定技能，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但要说起选

拔人才，这些草根人才往往被排除在外。金东区之所以开展乡土人才

选拔，一方面是基于全区人才资源实际状况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基于

开发本土人才资源的实际需求考虑。金东区放宽人才选拔视野，着眼

于实用技能型人才引导、培育和作用的发挥。在 2013 年部署区第三

批拔尖人才选拔工作的同时，正式开启本土人才开发三年计划，将首

届“乡土名家”的选拔列入年度重点工作。

2013 年 9 月，金东区在全区 12 个乡镇（街道）、18 个人才领导

. ��� .



Jinhua

     Cases金华案例七

小组成员单位和 10 个群众团体和各类专业协会中成立了专门工作组，

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开放式申报，开放式推

荐。根据全区的文化、产业特色，明确三个选拔的重点领域：一是水

果、蔬菜、苗木等代表性的种植、养殖业人才；二是酥饼、糕点、酿

酒等传统特色生产加工业人才；三是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技艺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等。重点推荐来源于民间、成长于乡土、工作在

基层一线的实用人才，不将能工巧匠、“田秀才”“土专家”排除在选

拔范围之外，要求选出一批对乡土有用、在乡土发热、为乡土出力的

人才。

经过层层推荐，上报的 30 余名金东区首届“乡土名家”人选具有

较强的地域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他们当中，有创办的农民合作社被

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浙江和丰禽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施

金仙，有将源东桃子、橘子远销至俄罗斯的市希望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施广军，有种植的葡萄采摘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市程宏家庭

农场场长陈援朝，有把承包的 93 公顷多的土地创建为市农村科学示

范基地的市寨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寨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金华道情）代表性传承人朱顺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家

拳一级拳师傅小明、传统锡器工匠陈春生……

选拔评审设硬杠杠  实行动态考核管理

金东区对各类乡土人才评选的整个过程坚持“民主、公开、竞争、

择优”原则，称得上硬碰硬。比如，种植、养殖类“乡土名家”，要求

种植、养殖达到较大规模（数量）和效益，得到市场认可，并有一定

的示范带动效应；传统手工加工类“乡土名家”，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

且达到一定规模，对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一定示范带动效应；民

间技艺类“乡土名家”，主要是指具有鲜明本地特色，并能代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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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本行业较高水准的民间艺人、手工艺人以及从事民间群众文体活动的

带头人……为了进一步体现公正性，其间还委托外地专家组成的评审

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审。

为建立健全对“乡土名家”的定期选拔、考核机制，金东区出台

了《金东区“乡土名家”管理办法》。金东区“乡土名家”实行分级负责、

统一管理，由区委组织部主管，镇乡（街道）党委负责日常管理。“乡

土名家”实行动态考核管理，每 3 年评选新一批“乡土名家”，并对前

批次“乡土名家”进行考核调整。连续 3 年考核优秀者可直接保留“乡

土名家”荣誉和继续享受有关待遇。

金东区加强对“乡土名家”创新创业的关怀、服务与扶持。金东

区将“乡土名家”列为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点联系人才对象，区领

导每年定期走访，开展慰问，建立联系。“我把每次区领导来慰问的照

片都洗出来，年度的慰问红包都细心地珍藏起来”，程宏家庭农场场长

陈援朝是区人才代表，她种植的葡萄挂果时间可以一直持续到隆冬时

节，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却对区级的“人才荣誉”格外珍惜。金

东区还依托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加强对“乡土名家”的培训提升。首

期“浙江大学 · 金东区人才素质提升班”落下帷幕，让“乡土名家”

和市、区拔尖人才一起交流、学习，课程涉及管理技能、经济形势和

现场教学，将“乡土名家”培养成为集经营、管理和技术于一身的复

合型人才，做到培养一人、致富一方。

 

根植农村、示范带动  彰显乡土人才核心价值 

乡土人才是草根人才，他们根植于农村，常年活跃在农村基层和

农业生产第一线，其创业致富的成功经验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鲜活、

最生动的范例，具有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示范带动效应。

“像我们这些泥腿子，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与‘人才’两字沾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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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桂金是金东区江东镇卢村蔬菜种植户和贩销大户，是“乡土名家”

评选中从 10 余位种养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乡土名家”得主。46

岁的卢桂金只有初中文化，常年从事蔬菜种植和经营，虽然没有高学

历，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销售能手，他创办

的合作社被评为省级优秀合作社，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是个实打实的

致富能人和带头人。2009 年 10 月，他发起成立了市江芦蔬菜专业合

作社，现在 71.3 公顷菜地用上了钢架大棚，采用微灌设施的有 23.3

公顷。2011 年注册了“金刚屯”牌蔬菜商标。2012 年年底，106.7 公

顷蔬菜基地通过了省无公害产地认证，2014 年一年为市场提供放心菜

3 万余吨。“眼下莴苣大丰收，虽然价格与往年比有所下滑，但依靠合

作社，菜农根本不愁销路。”卢桂金说。

乡土人才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他们起初依靠单打独斗起

家，最终在引领一方产业中挑起了大梁。金东区澧浦镇的毛国平创业

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 17 岁开始在自家自留地里种茉莉花、桃树等。

1982 年分田到户后，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大面积种植板栗、桂花

树等。10 年间，他参股、承包的种植面积达到上万亩，而全镇土地面

积不过 2533 公顷。他的成功经历为澧浦苗木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示

范作用。2001 年，毛国平又在网上开起了“苗木网店”，在行业网站“青

青花木网”发布金华苗木信息，现有 70 多个品种 500 多个规格，带

动“金华苗木城”的经营户们在互联网上冲浪，仅网络销售一项就能

有上百万的收益。

金东区酥饼产业蓬勃兴起，苏香、黄家春莲的行业引领作用功不

可没。2008 年 7 月，时任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在金华视察，称赞黄家春

莲“发展有特色，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带动效应”，勉励黄坤龙和汪春莲

今后要再创佳绩，引导金华酥饼以及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被评为金东

区首届“乡土名家”的黄坤龙，和妻子汪春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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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开始做酥饼，从一家酥饼小作坊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规模食品企业，

黄家春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小小酥饼做出了大产业。现在，金东区

的黄家春莲已经成了享誉全国的一个品牌。

乡土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乡土人才结对帮扶和

示范引领的核心价值，让乡土人才在基层干事有动力、发展有舞台，

可以激发农民重技术、学技术、用技术的热情，从而帮助更多农民走

上致富路。金东区将继续深化实用人才三年建设目标，将评选百名“乡

土能手”作为“乡土名家”的后备人选，构建一批结构合理、数量充

足、作用明显的乡土人才梯队，并建立实行动态管理、绩效评价和晋

升机制，促进特色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

 学者点评

乡土草根人才在传统“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的人才选

拔机制下万难脱颖而出，但正是这些能工巧匠、“田秀才”和“土专家”在

以农业和特色产业为主导的县 ( 市、区 )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改变观念、改革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是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首要任务，

金华市金东区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金东区在建设乡土实用人才队伍上，突

破传统框架大胆创新，采用开放式申报模式，重点推荐三大领域的民间实

用人才，并以人才在乡土发光发热的实绩作为动态考核依据，通过这种方

式，乡土人才纷纷涌现，成为带领广大村民发家致富和建设新农村的生力

军。理念创新才能带动机制创新，金东区的“以选拔代评价，以实绩代资

格”的人才选拔，为乡土人才选拔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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