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光銀出生於陝西定邊海子梁，這裡
地處毛烏素大沙漠的南緣，是一個

終年風沙肆虐、寸草不生的貧瘠之地。

貧村寸草不生 青年出外謀生
「不是說我們村的後生們（當地方

言，意指年輕人）不愛家鄉，而是現實
逼得大家都得出外謀生。」從石光銀記
事起，村裡的年輕人一旦有了勞動能
力，便會裹起破爛的行李，三五成群結
伴到附近的榆林、銀川，甚至遠到西
安、北京等地打工。石光銀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村裡本來就貧瘠，沒了年輕
人，老弱婦幼們只能苦苦地熬着。有時
一場「黑風（當地俗語指沙暴）」颳
來，除了莊稼牛羊無一倖免外，甚至連
人都給颳走了。
石光銀8歲那年，和小夥伴虎娃玩耍
時，被一場毫無徵兆的沙漠「黑風」瞬
間捲走。一天後，石光銀在三十公里
外，被蒙古族牧民幸運救起，而虎娃卻
再也沒找到。「從那之後，我夜裡總會
夢到虎娃，他哭着對我說：你什麼時候
把我找回來啊！」對夥伴的思念和對
「黑風」的痛恨，讓兒時的石光銀當時
就下定決心，長大後不僅要戰勝「黑
風」為虎娃報仇，也讓父輩們過上好日
子。

傾家財失愛子 為村治沙不悔
為了治沙，石光銀幾乎把家當全都給

賣了。經過多年艱苦的奮鬥，石光銀的
治沙事業漸成規模，林業和農業的發展
不僅帶動了本村和鄰村走上致富路，也
讓很多當初笑他待在農村會「傻到死」
的外出務工人員動了心。「那一年過
年，村裡外出打工的很多人都突然一起
看我來了。他們不好意思直說，就拐彎
抹角說外邊的生活也不好討，不想出去
了。當時我就對他們講：都回來吧，咱
們村事業大着哩。」
本村的年輕人回來了，附近村裡的年
輕人也回來了，就連臨近鄉鎮的年輕人
都回來了。「出去打工的人回來了，村
裡成年的也不出去了，村裡就熱鬧起來
了，各項事業也都有人做了，我們的治
沙事業更上層樓，現在人均收入都達到
三萬多了。」石光銀說，這就是人的作
用。
石光銀在縣城供職的兒子也回來了，

而這次的回歸也讓兒子永遠留在了治沙
第一線。「我們每年的植樹節都會搞一
個動員大會，那一年兒子去外地拉樹
苗，為了能及時把樹苗拉回來，就連夜
趕路，沒想到出了車禍……」就在兒子
殉職三天後，石光銀再次出現在治沙植
樹一線。對於兒子的事，石光銀說：我
很心痛，但我不後悔，兒子走了，兒子
的兒子就要頂上，將來讓孫子上林學
院，學成歸來再服務農村。
在石光銀的帶領下，如今當地25萬畝

荒漠變成百里林帶、萬里良田，曾經橫

行的「黑風」不見蹤影，村民人均收入
兩三萬元人民幣，一千多人脫貧，數萬
人生活得到改善。

培養本地村民 關愛留住外才
而為了擴大治沙規模，促進整個區域
的新農村建設，石光銀成立了治沙公
司，「我沒有文化，但我知道文化的重
要性。現在我們要做這麼多項目，人才
是成功的關鍵。」石光銀表示，除了近
年來「回流」的本村本鄉青年人，以及

專門培養的當地青年才俊，他們還從外
地廣納人才。「我們承諾，不僅要給人
才優厚的待遇，同時也要在情感、生
活、習慣等方方面面提供盡可能的關
愛，讓他們在這裡就像在家一樣，最終
從只是來這裡工作，到愛上這裡，然後
真正成為這裡的一員。」
目前，石光銀帶領的十里沙村已經成

為新農村建設的典範，他的公司也聚集
了逾兩百名各類人才，其中不乏名牌大
學的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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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人才回流
振興鄉村添翼

返鄉青年發展產業 空巢村變新農村典範
或許是受中國長期形成的傳

統觀念束縛，或許是中國城鄉
村發展不均衡的影響。長期以
來，很多農家子弟都以跳出
「農門」而引以為榮，甚至很
多人覺得只有走出農村，才是
真正的光宗耀祖。然而，隨着
時代的變遷，城市飽和、城市
病的不斷凸顯，特別是鄉村振
興戰略的實施，對於許多人來
講，農村反而成了一方最能施
展才華，同樣安居樂業的新天
地。跳回「農門」，或許會活
得更精彩。

在兩會的採訪中，提到農
村，很多代表委員都不約而同
地表示，現在的農村真不一樣
了。特別是那些返鄉創業的代
表委員，從他們的表情和言語
中，記者都能感覺到一種實實
在在的幸福。隨着國家不斷出
台惠農政策，科技資源不斷向

農村輸入，農村的基本面貌得到很大的改
善。青山綠水、清新的空氣、淳樸的民
風、綠色無污染的農產品，都成了發展的
優勢，而且隨着大量人才向農村的流動，
這種資源優勢正在變成不斷聚集的產業優
勢，為農村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帶動
一方百姓致富。

全國人大代表、返鄉創業模範梁倩娟的
一句話讓記者記憶深刻，她說當自己辭職
準備返鄉時，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們都說：
「這丫頭瘋了。」而正是憑藉着這股
「瘋」勁，梁倩娟不僅在農村創造出一段
新時代新農民的傳奇，還成了當地村民最
為信任和貼心的朋友。

可能有人會說創業必須要謹慎，頭腦要
冷靜，但在記者看來，或許梁倩娟的這種
「瘋」勁，正是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學習
的。對於那些還抱着城鄉有別觀念的人來
講，「瘋」一點，就能改變觀念，就能看
到更多農村的美好；而對於那些跳出「農
門」，尚在觀望返鄉的人來講，「瘋」一
點，或許就能快人一步，創出一片海闊天
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鄉村振興，不僅要發揮好本土

人才的作用，將來還要引進職業農

民，讓大學生甚至是海歸人才主動

回鄉務農。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

撐，讓願意留在鄉村、建設家鄉的

人留得安心，讓願意上山下鄉、回

報鄉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勵各類人

才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施所能、大展

才華、大顯身手。」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前日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的

一段講話，不僅給那些「回流」或

者正準備「回流」農村、立志服務

農村的青年人吃了一顆定心丸，同

時也讓一大批長期扎根農村，帶領

一方群眾與貧困鬥爭的致富帶頭

人，對未來鄉村的發展增添了更大

的信心。來自陝北農村的全國人大

代表石光銀，從小立志通過治沙讓

家鄉「舊貌換新顏」。三十多年

來，在石光銀的帶領下，如今當地

25萬畝荒漠變成百里林帶、萬里良

田。石光銀不僅成立了治沙公司，

同時還將目光瞄向了現代農業、鄉

村生態旅遊等產業，務求通過當地

優勢資源加現代人才引進，帶動整

個地區的鄉村振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兩會報道

鄉村振興，人才為
要。來自西北農林科
技大學的全國政協委

員霍學喜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大的
工程，關鍵是吸引和激勵更多人才，參與
到鄉村建設中來。
霍學喜指出，目前還有不少因素影響人

才向農村流動。比如城鄉資本不均衡、教
育資源分配還不均衡、醫療和衛生資源不
均衡、鄉村文明環境還有待提升等等問
題。
他認為，要解決這些制約，首先要深化

改革，把制約城鄉人才流動發展的體制壁
壘打通。職業農民的短缺，是困擾農村發
展最大的短板，因此要建立以職業農民為
主的各類產業型人才機制，培養一大批懂
技術、會經營、熱愛農業的職業農民。

優化軟環境 營造公平市場
其次，要進一步優化農村的軟環境。鄉
村振興的過程就是產業發展的過程，是生
態文明建設的過程，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
改變的過程，也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過程。
目前很多農村的軟環境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吸引人才服務農村，或者說吸引本
村青年人「回流」的過程中，就必須要強
化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包括教育、醫
療、交通等。同時，治理農村社會治安，
提升農村衛生環境，真正讓人才願意來，
來了不想走。
第三，要營造吸引人才創新創業的環

境，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要從行政體制
和市場體制進行一些示範和探索，要讓到
農村創業者感到公平，感到這裡也有守信
守約的市場。
霍學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要強化鄉
村振興戰略人才的支撐作用，就必須要求
各級基層政府，能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引來
人才，用更加優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
建共享的機制用好人才，最終掀起新時代
人才下鄉的新熱潮。

在甘肅隴南，梁倩娟可是一個響噹噹
的人物。她不僅放棄在外打工優厚的待
遇，返鄉創業帶領當地村民發展電商事
業，成為遠近聞名的電商大戶，同時，
她的經歷也成為很多返鄉創業者爭相分
享的「勵志故事」。今年首次當選全國
人大代表的梁倩娟，希望通過她的創業

歷程和親身感受，呼籲更多的創業者關
注農村，更多在外打工的年輕人返鄉創
業，與她一起分享鄉村振興這塊大蛋
糕。

牽掛家鄉親人 放棄城裡天地
有的人總喜歡用「窮山惡
水」來形容偏遠的山區，但
在梁倩娟以前的印象中，
她的家鄉雖然偏僻貧
窮，但卻山清水秀。
保存較好的原生態
自然環境，造就
了家鄉純天然的
綠色農產品。
生態宜人、風
景如畫，雖然
這一切給這裡
的人帶來無數
的樂趣，但偏
僻貧窮的現
實，卻讓很多
人無心再去欣

賞，只能外出打工謀生。
很多年前，梁倩娟家裡的全部經濟來

源就是田地裡務農，家庭經濟的窘迫，
最終迫使梁倩娟決定外出打工貼補家
用。「和很多農民工一樣，走出山區
後，我很努力，慢慢地也打拚出一片天
地。雖然衣食無憂，但我的心卻時刻牽
掛着我的家鄉我的親人。」

看準綠色市場 土產銷往全國
在城裡打工時，她慢慢發現，大城市

的人們更加注重生活品質，他們特別青
睞原生態、純天然的農產品。梁倩娟突
然想到，自己的家鄉隴南沒有重工業，
也沒有霧霾，原生態農產品非常豐富，
為何不想想辦法，把這些深藏在家鄉大
山深處的寶貝，運到大城市去，那也能
給當地村民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
說幹就幹。梁倩娟毅然辭工返鄉，開

始了她的創業夢想。也許是機緣巧合，
梁倩娟的想法和當地政府發展電商脫貧
的思路不謀而合，2013年，乘着電子商
務的春風，梁倩娟開了自己的淘寶網

店，把空間上的萬水千山，變為網絡裡
的近在咫尺。同時也把隴南盛產的野生
核桃、土蜂蜜、木耳、香菇、土雞、蘋
果等這些優質綠色農產品，賣到了全國
各地的大城市。短短幾年時間，不僅梁
倩娟家順利脫貧，而且在她的帶動下，
本村及鄰村的農村閒置勞力都加入了進
來，300多戶農戶增加了收入。

鋪回家致富路 盼更多人加入
慢慢地，梁倩娟不僅逐漸打出了自己
的品牌，同時隨着店舖農產品的熱銷，
也使得當地很多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看到
了家鄉的機遇，紛紛返鄉創業，有搞電
子商務的，也有搞養殖、種植、旅遊、
農產品初加工等等，很快梁倩娟所在的
村莊便變得異常熱鬧起來。而據統計，
截至2017年底，整個隴南全市累計開辦
網店13,555個，微店9,600多家，累計實
現銷售收入逾90億元人民幣。
梁倩娟希望能有更多在外務工人員看

到這個機會，返鄉創業，和家鄉父老們
一起振興美麗鄉村。

帶動鄉親脫貧「打工妹」變電商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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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流動壁壘
培養職業農民

■■石光銀石光銀（（中中））帶領村裡的青年人在治沙一線帶領村裡的青年人在治沙一線。。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梁倩娟梁倩娟（（左左））帶領村裡人一起做起電商帶領村裡人一起做起電商。。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全國政協委員霍學喜全國政協委員霍學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為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為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圖為女大學生石秋香圖為女大學生石秋香（（前排左前排左
一一），），在廣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縣推廣高山紅薯種植在廣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縣推廣高山紅薯種植，，為鄉親謀脫貧為鄉親謀脫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