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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五位合伙人”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一句话打开
人才引进的大门

南鲁山镇土地资源稀
缺，可以说是“八山一水一
分田”，而且土地性质都是
基本农田，很难发展经济
作物和设施农业。

南鲁山镇的领导班子
有这样一套理论：南鲁山镇
的优势恰恰就是农业农村
发展底子薄。以问题为导
向，以“有解思维”的态度来
发展，这种把劣势当做优势
的逆向思维，其实应该看做
一种干事创业的态度。

乡村振兴不能无所作
为，去年底新一届南鲁山
镇领导班子组建伊始，他
们就开始梳理南鲁山镇现
有的资源，这一下就梳理
出来很多乡村振兴可以依
托的资源。例如，南鲁山
镇目前的桔梗加工业，仅
仅在南鲁山镇境内，一年
的营收就达到了1.5亿元，
涉及12家加工企业、107个
加工点。

南鲁山镇党委副书记
朱化运说，他们在调研中
了解到，桔梗加工存在效
率低的问题，难以保证更
大订单的交货时效，如果
想要接到更大的订单，必
须寻求合作者。

同时，在与流水村党
总支书记陈丙福交流的过
程中，南鲁山镇党委、政府
了解到基层对人才的渴
求，但是乡村经济的低收
入和落后产能，对于他们
需要的人才缺乏吸引力。

目前，当地的桔梗加

工业劳动力平均月收入在
两三千元，这样的工资水
平对于当地的老年人来说
是绰绰有余了，而想要吸
引更高端的人才，必须要
有更大的平台、更大规模
的企业。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人才，我们就把村里在外
面工作过的乡贤请回来，
请他们来做‘乡村振兴合
伙人’。”面对人才引进困
境，朱化运无奈地感慨道。

顺着这个思路，南鲁
山镇党委、政府开始考虑，
淄博有城市发展合伙人，
南鲁山镇为什么不能招募

“乡村振兴合伙人”？
从这一刻，通过设立

“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
引进人才的大门渐渐打
开了。

“乡村振兴合伙人”
带来产业变革

“桔梗加工这个产业
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很难
招到工人。”作为南鲁山镇
首批“乡村振兴合伙人”，
江西英硕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钟畅明说，他们
正在南鲁山镇安装10条桔
梗加工流水线，六七月份
就能投入使用。

“桔梗加工有两个难
题，一个是去皮，另一个是
切丝。”钟畅明告诉记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
困扰桔梗产业发展的两道
难题，目前南鲁山镇正在
安装的流水线解决的是第
一个难题——— 去皮。

钟畅明说，如果使用
人工，一名熟练工一天可
以为100斤桔梗去皮，这在
流水线上不到10分钟就能
完成。人工作业不但质量
无法保证，而且对于订单
交货周期有很大影响。通
过技改之后，先进的设备
不但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
度，还可以在提高产能的
同时，带动更多的就业人
群，吸引更多人才。

“我们希望把南鲁山
镇打造成一个桔梗加工基
地，这样可以吸引全国的
桔梗订单来这里加工，同
样能促进来自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更多订单，形成
良性循环。”钟畅明认为，
他们作为“乡村振兴合伙
人”，最终目的是通过技改
提升当地企业桔梗加工的
质量和销量，带动更多人
员就业。

南鲁山镇的
“五位合伙人”

像钟畅明是南鲁山镇
的产业合伙人，南鲁山镇
准备招募五个方面的“乡
村振兴合伙人”。南鲁山
镇对桔梗、黄烟、板栗等产
业做了一个包装推介，用
工业化思维来进行乡村振
兴，用自身已有产业来“招
商”，这样吸引来的“乡村
振兴合伙人”是“产业合伙
人”；同时，他们还在邀请
村里的乡贤、在外能人回
到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谋
篇布局、出谋划策，成为村
里的“乡贤合伙人”；第三

种是“创业合伙人”，南鲁
山镇希望青年人才回乡创
业，与乡亲们共同发展；第
四种是“农金合伙人”，南
鲁山镇的板栗产业如今有
两万亩左右，他们准备与
省农担、农商行进行全面
战略合作，通过金融赋能
把当地特色农产品“小板
栗”“小桔梗”“小黄烟”等
全部都做成大产业；第五
个是“共建合伙人”，目前
沂源县直部门和金融单位
与全县行政村进行携手共
建，给各村出思路、想办法
链接各种资源进行发展。

为更好地招募和服务
“乡村振兴合伙人”，南鲁
山镇成立了“乡村振兴合
伙人”管理办公室，负责统
筹全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设
立以及“乡村振兴合伙人”
的招募、管理、服务工作，
协助村庄与“乡村振兴合
伙人”开展合作，培育农业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通过前期的招
募和考察，目前南鲁山镇
已经拥有五类“合伙人”
41个。

“众人拾柴火焰高。”
南鲁山镇党委书记赵希娟
期待越来越多的各类人才
成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不
断注入源头活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王晓明 李科
王兵 李波 孙良栋

沂源县南鲁山镇

“我觉得南鲁山镇的生态禀赋很好，也有一定的传统基础，但农业农村发展一直都是短板弱项。”面
对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党委副书记朱化运，一位农业企业老板话中有话，既略有遗憾，也寄予厚望。

5月17日，记者了解到，为了实现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突破，南鲁山镇特别设置了“乡村振兴合伙
人”制度，引进人才的大门从此逐渐打开。

唐家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赵立学向记者介绍黄烟产业。

南鲁山镇打造“流水锶乡”品牌，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从空中俯瞰南鲁山镇唐家六村的黄烟种植基地。

南鲁山镇的村庄大多坐落于
群山环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