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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中农农函〔2023〕129号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2023081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毛斯琪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留住青年人才 赋能乡村振兴的建议》（建

议第 2023081号）收悉，经综合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及团市委意见，现答复如下：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无论是

乡村产业振兴，还是乡村文化振兴，归根结底需要留住一批愿意

扎根乡村的青年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旺盛的“人气”支撑和“脑

力”保障，筑牢人才基石，才能真正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你们

提出的建议切合中山实际，也是近年来我市落实人才扶持助力乡

村振兴的努力方向，我们全部采纳，并在工作中落实。

一、发展乡村产业，搭建创业平台

（一）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 7个省、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小榄镇东升脆肉鲩产业园、横栏镇花木产业

园年综合产值分别提升 10%和 30%，带动超 1万户农民实现创

（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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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增收。推动创建省级预制菜产业园，打造中山岭南特色预制

菜产业“1+6+N”（全域产业园、6个优势区、多个优势企业）发

展新格局。

（二）推进乡村休闲产业发展。通过挖掘农耕文化、乡土文

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展示民俗风情特色和农产品传统加工

技艺，发展水乡游、摘果游等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实现农

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2022年新增培育认定省级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镇 2个、示范点 5个。横栏水乡花田农业观光游路线

成为全省唯一获农业农村部推广的精品路线；崖口村入选 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雍陌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新增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条。

（三）试点推进乡村运营。按照“资本投入+集体（农户）入

股+市场运营”的方式推进村庄运营合作，市国资委与雍陌村、安

堂社区合作，打造精品民宿+休闲街区，安堂社区、雍陌村已分

别完成 3家、8家业态招商工作。此外，里溪村、曹边村、南桥

村、大环村等均已启动乡村运营招商工作。

（四）搭建农业创业公益性服务平台。为激励和支持农业

创业与创新，我市建立广东中山高校毕业生农业创业孵化基

地，为有志于从事农业创业的青年人才“筑巢”圆梦。该基地为

入孵创业的团队提供限期免费使用农田和配套设施，免费享用

种子、肥料等农资及集中机耕服务，符合条件的团队享受一次

性 1万元创业扶持奖励，创业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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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享受缴费补贴等创业基础保障。另外，基地通过加强创业

团队与农业专家、农业龙头企业的联系和交流，举办创业创新

技术培训班等途径，为创业团队提供生产技术指导。经过多年

发展，农业创业孵化基地已成为国内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和

农业创业孵化中心，获得“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广东省

高素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广东省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等荣誉称号。2017年以来，共吸引 100多个优秀创业团队入

园创业。截至 2022年底，共计 86个团队出孵，其中 43个创业

团队成功出孵对接，投身农业生产经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五）实施乡村产业引凤入园计划。我市鼓励产业园建设主

体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建设产业研究院、联合实验室，打造

返乡入乡创业园、创客基地、人才小镇等众创平台，为人才创

新创业提供基础设施、政策咨询、创业指导、技术对接、公共

服务等支持。

二、加强青年创业扶持，保障创业项目落地开花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创业项目的扶持力度，将创办驿道客

栈、民宿、农家乐的返乡创业人员纳入一次性创业资助、场地

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扶持范围。并先后认定中

山坦南创客园、中山市西区金嘉创业孵化基地、中山市易创空

间创业孵化基地、古镇创谷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小榄镇

IOT智联众创创业孵化基地、中山市石岐区日升创业孵化基地

等一批“中山市返乡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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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平台。

三、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我市强化制度建设，持续完善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推

动青年人才回到乡村、留在乡村、建设乡村。

（一）出台高层次人才激励政策。我市已先后出台了“中山

人才 24条”和“中山人才 23条”，提出设立“中山市青年人才奖励

金”，对学历优秀的中山生源青年人才，给予 10至 30万元奖学

金和就业补贴。加强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引进工作，对进入我市博

士后工作站或基地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3个月以上的可

申请研发经费和生活补贴。鼓励各镇街加大农业农村领域人才

引进力度，加快培育一批高科技人才和团队。出台《中山市农

业农村领域特聘人才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领域特聘

人才评价体系。

（二）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一是毕业两年内高

校毕业生到乡镇（街道）、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按规定缴纳六个月以上

社会保险费的，按每人 3000元给予符合条件的人员一次性补

贴。二是深入实施“三支一扶”计划。我市印发实施《关于落实“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相关补贴的具体措施》（中人社发〔2021〕

83 号），招募优秀毕业生参与每期最长 2年的“三支一扶”志

愿活动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市人社局通过“三支一

扶”项目扩容提标，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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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事创业，为农村基层补充新鲜血液。共招募了 88名高校

毕业生。三是谋划实施“人才选育”工程。以本镇街本村（社区）

为主，为每个村（社区）招聘 1名年轻优秀人才担任村（社区）

书记助理或主任助理，抓好村（社区）后备队伍建设，共招聘

约 300名。2022年已统一招聘 98名专职党建指导员，吸纳一

批本镇街本科学历的青年回乡就业，服务乡村建设。四是完善

支持专业技术人才下基层政策。健全农业农村科研立项、成果评

价、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科技人员兼职兼薪、分享股权期权、

领办创办企业、成果权益分配等激励办法。支持和鼓励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等通过挂职、兼职、在岗创业、离岗创业等方

式返乡服务，在基层时间累计超过半年的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三）强化乡村人才管理服务。一是全面实施人才子女入学

优待。根据《关于印发<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

的通知》（中山组发[2022]1号）内容，符合文件规定条件的人

才子女新生入读幼儿园、小学、初中或从市外转学的，享受政策

照顾生待遇，根据学位空缺情况优先安排。二是全面实施人才安

居工程。我市拟出台《中山市人才房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青

年人才驿站，在我市实习、工作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应届毕

业生入住青年人才驿站，可享受短期免费或低价居住待遇。完

善人才在中山购买首套自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优待政策。

三是加强人才医疗保障服务。我市全面优化人才医疗服务，每

年为高层次人才、高级技师以上技能人才免费提供 2次专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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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服务。成立中山市人才医疗中心，提供线上和线下医疗咨询

服务等。四是全覆盖成立乡村振兴促进会。在我市 211个有集

体经济的村（社区）全覆盖成立乡村振兴促进会，吸纳包括苏

炳添在内的一大批爱家乡、有名望、肯付出的人才加入进来，

形成党组织领导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 3类组织，

凝聚各方人才和资源共谋、共建、共治、共评、共享“五共”

格局。

四、强化人才培育，提高乡村人才综合素质

（一）做好新型职业（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近年来，市

农业农村局实行农民培训学堂与实训基地相结合的新型职业（高

素质）农民培训新模式，分别在横栏三沙花木协会、民众镇新建

村、南朗镇崖口村、坦洲镇裕洲村设立 4个农民培训学堂，在中

山市华创农业有限公司、中山市神湾镇自游农场、中山市满源农

业有限公司、中山市淇澳庄园等 4个种植基地设立 4个新型职业

农民实训基地。培训学堂和实训基地的设立，使农民培训与农业

生产、与特色产业结合起来。同时，结合农时季节实时开展培训，

实现“田间”现场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培训效果。截止目前，我

市已培育认定新型职业（高素质）农民 162名。

（二）强化乡村工匠培育。我市积极深化农业农村专业技术

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村工匠职称评审，面向扎根乡村

的各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开展职称评审，优化乡村工匠培养标准和

技能评价体系，将广大“土专家”“田秀才”纳入专业人才管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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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享受相应的人才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就

业创业，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乡村人才的良好风气，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2021年

度，我市核准组建中山市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人才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中山市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人才中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在全省首推以特色产业开展乡村工匠评审，在“花卉种植”“广

式腊味”等专业评出乡村工匠 286名。

（三）做好农业类职称评审。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意见精神，以及《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

及配套规定的通知》（粤人社规〔2020〕33号）、《 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

农村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

1号）等规定，我市深化落实农业农村专业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工

作，重新核准组建中山市农业技术人才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

山市农业工程技术人才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我市农业技术

人才、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的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和初次考核认定

工作，按照省工作要求，优化简化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流程，

加强对农业农村专业人才职称申报工作的指导和服务。2021年

度，我市农业技术人才、农业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含认定）

共申报 84人（其中中级 30人，初级 54人），共通过 69人（其

中中级 19人、初级 50人）。

五、深入实施“雏鹰归巢”工程，招引本土青年人才返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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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团市委深入实施“雏鹰归巢”工程，重点构建“高中+大学+就

业”的全链条跟踪服务模式，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为中山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完善组织网络，建设多功能广覆盖的“雏鹰家园”。

市外依托驻外团工委，市内成立青年人才工作促进会、镇街大学

生联谊会、青年人才驿站等组织，形成辐射网络，整合社会资源

搭建青年成长交流平台和服务青年发展的主阵地，凝聚中山籍青

年人才，现有联系青年人才已超过 6000人，开展主题活动超过

200场次，组成在团委指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本地户籍大学生大家

庭。

（二）强化城市推介，引导“雏鹰”知乡思乡返乡。持续开

展“雏鹰归巢”“返家乡”中山青年大学生主题实践、暑期研学营、

市情乡情调研大赛等活动，通过参访重点企业、重大平台项目、

重点园区、调研活动等，组织青年多维度了解中山，带动青年加

深对家乡产业发展的认识。据统计，累计 8000余名青年大学生

参与各类实践活动。连续四年线上组织“中山‘挂住’你”主题活动，

赠送“中山‘挂住’你”“思乡礼盒”，覆盖全国各地近 400所高校，

礼盒浓缩中山制造之美，用更精准、有温度的方式，展示对青年

人才的关怀。面向市外青年人才驿站、青促会各地联络处定向投

放“服务青年成长、投身家乡建设”市情主题教育展示，引导中山

学子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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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应青年需求，助力“雏鹰”创新创业。一是搭建青

年交互对话平台，助力中山学子职业规划。分别在中山、重庆、

成都、西安、北京等城市开展 13期“香山青年 Talk”青年人才主

题活动，围绕“雏鹰展翅”主题，回应青年学生“职业准备”“职业

规划”“职业选择”等关切问题，受到异地学子热烈欢迎。二是发

动“青字号”资源，为中山学子提供创业就业支持。整合人、财、

物等各类资源并建立资源清单，纳入约 20个企业和单位成为“雏

鹰归巢”工程友好合作单位，为开展各类青年人才活动提供资金、

物资、导师、场地等保障。发动市内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市青

企协会会员单位、社区、乡村居委等为在读大学生提供沉浸式职

业体验机会，有效搭建开放式职业模拟平台。三是持续开展“展

翅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开发优质实习岗位，精

准吸引在校大学生暑期期间到中山的企业实习实践。年均开发实

习岗位 2500个，累计开发实习岗位达 40000余个。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的关心支

持。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6月 26日

（联系人及电话：梁金明 8822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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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6日印发

排版：办公室 校对：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