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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乡村振兴，是一个呼唤人才、造就人
才的大舞台，答好乡村振兴新考卷，必须
做好人才振兴这道必答题。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探究正确
‘育才’人才观，才能实现小乡村的大跨
越。”近日，记者专访了昌吉州农业农村
局局长王星雷。他说，近年来，我州立足
州域发展规划，大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州”战略，探索建立“引育用留”四位一体
的人才开发“昌吉路径”，大兴识才、爱
才、敬才、用才之风，着力打造人才集聚、
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连轴共转的良好人
才生态，截至目前，全州培育各类农村实
用人才 5.06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2.58
万人，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等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1752人，为促进乡村
产业发展、农业丰产增收、农民持续增收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善政策机制，推进人才引进质量
提效。我州切实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
导，完善自治州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形成
党委组织部门指导、农业农村部门牵头、
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力量广泛支持
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格局。全州农业农村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昌吉州乡镇职称改
革试点办法》《昌吉州农业系统高层次人
才认定标准》，打通了乡镇农技人员的职
称晋升瓶颈，充分调动了基层农业科技
人员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截至目
前，全州农业农村系统累计培育高级专
业技术人才438人，占“三农”人才队伍总
数的24.07%。其中基层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407人。

构建招才育才矩阵。我州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依托重点人才引进政策、重点科研推
广项目，通过大学生村官、能人返乡创业
等工程，培养和引进一批农业农村急需
紧缺的专业人才，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

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力。2011 年以来，
全州农业农村部门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等高层次人才117人，培养农业农村系
统科研骨干、农牧业科技推广人才 912
人，州直农业农村系统21人获全国农牧
渔业丰收奖及国家、自治区、自治州科技
进步奖等各类奖项106项。

重塑人尽其才格局。我州坚持破立
并举，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落实农牧业专业技术人员轮训和继续教
育制度，深入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农村
劳动力阳光培训工程，持续开展福建组
团式智力援疆“农业双一百”项目，不断
激发和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截至目
前，为我州开展服务的福建专家有 303
人，深入基层一线指导服务2266人次，引
进名特优新品种115个，推广先进适用技
术71项。全州7个县市均被列为高素质
农民培育项目县，实施了中央组织部与
农业农村部联合举办的农村实用人才和
大学生村官培训等项目，让有真才实学
的人才有用武之地。

厚植人才振兴沃土。我州始终注重
在生产实践、科研活动和项目实施等重
大任务中发现并培育优秀乡土人才和乡
村振兴项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013 年，我州启动实施农业首席专家工
作制度，州农业农村局落实专项资金支
持 5 名首席专家 43 名专技人员实施“大
联合、大协作”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
累计开展各类试验200余项，推广各类技
术 100 多项，完成田间培训百余次。同
时，进一步完善农村人才评价机制，探索

“农把式”评职称，加强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的选拔和表彰奖励，切实增强他们带
头致富的光荣感、责任感，形成人才汇聚
的良性循环。

乡村舞台已搭建，上场锣鼓渐铿
锵，在希望的田野上百万农民的主体作
用和首创精神正在显现，乡村人才对全
州农业农村事业的推动作用日趋明显。
王星雷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州将把人

才工作作为服务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切入点，狠抓人才政策落实，强化
人才激励措施，提升农村人才素质，做好

“引育用留”四篇文章，奏响乡村振兴的
“交响曲”。

注重载体建设，推进人才培育质量
提效。充分利用福建省智力援疆农业

“双百”项目计划，用好针对农牧业科技
推广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农业农村公共
服务人才、农村专业服务型人才等培育
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遴选培养一批
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实用人
才。同时，抓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
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实施高素质农民
培育计划，以更加丰富、更高标准的载体
让人才培育更接地气，更具特色。

树立用人导向，推进人才使用质量
提效。根据我州农业农村发展特点，不
同地域、不同领域，实行推荐与自荐相结
合，深挖“土专家”“田秀才”。对有一技
之长的乡土人才做好登记备案，重点培
养种养大户、返乡创业人才等符合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以
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宽阔的视野、更立体
的管理，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建优服务体制，推进人才服务质量提
效。进一步加强农村优秀人才宣传，在全
社会营造敬才、重才、爱才氛围。积极营
造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以“保姆式”“店
小二式”服务，提高对高层次人才服务的
精准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人才担
当，突破固有限制，在政策上为人才松绑，
给予各类人才更多信任，树好用才兴才导
向，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协同创
新体系和创业平台，优化人才引进、培养、
流动、评价机制，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皆有舞台”的浓厚氛围。

王星雷表示：“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人
才工作至关重要且任重道远。我们将继
续筑巢引凤、广纳英才、优化服务，用心打
好人才组合拳，为乡村发展汇聚天下英
才，让各类人才在希望的田野上阔步向
前、踔厉奋发，书写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感谢齐法官，为我们调解纠纷，帮
助我们及时拿到了赔偿款。”一年前，在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法官工作室，齐梦
程和同事化解了一起因工伤引起的劳务
纠纷。事后，当事人打来电话表达了对
齐梦程的感谢。

齐梦程是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庭庭长、员额法官，从业9年来，她坚持
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融入每一个工作
环节，累计办理各类民事案件1200余件。

“民事案件同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最
直接最密切，我们要尽己所能帮助人民
群众维权，让他们感受到公平正义。”齐
梦程说。

近日，呼图壁县个体工商户马某因
租赁的门面房没有排烟管主张与马某某
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马某某不认同马某
的主张，两人因此发生商事纠纷。案件
受理后，齐梦程了解到原告和被告曾是
关系要好的朋友，也是长期合作的商业
伙伴，她将两人约到一起，从商事纠纷的
利弊等角度全面分析，以情理为切入点
进行疏导，最终两人在齐梦程的见证下
握手言和。“法律不是沉睡的条文，更不
是抽象冰冷的条文。法官在办理每一起
案件时，不仅要秉持公正司法理念，更要
注重方法和技巧，做到情理法的协调统
一，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真心诚
意为当事人解决纠纷，解开他们的思想
疙瘩。”她说。

联系案件当事人、收集庭审材料、线
上开庭审理……近日，尽管经常忙碌至

深夜，齐梦程也没有放松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学习。翻开她的笔记本，密密麻
麻记满了笔记，她在笔记里写道：“司法
权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受人
民监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
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齐梦程表示，只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工作，才能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通
过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齐梦程进一步坚
定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她将牢固树
立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履职尽责，以案
件审判质量为生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放在首位，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做
人民群众信任的好法官。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
张德峰报道：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在开
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
上，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实
现规模化经营，并及时解决土地流转
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实现了土地增
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至目前，
吉木萨尔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
积达23.16万亩。

“我家有 28 亩地，靠种地年收入
不足 20000 元。今年初，我把地以每
亩 800 元的价格承包流转出去后，和
妻子一起到镇上的一家餐厅打工，每
月收入达到 8000 余元，生活水平一
下就上来了。”二工镇六户地村村民
卓超说。

据了解，六户地村拥有耕地7650
亩，截至目前，已有200余户农民转变
思想观念，将土地流转后外出务工或
经商，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二工镇八户村村民王院生也是受
益者之一。他去年将家中的 30 亩土
地流转后从事运输工作。王院生说：

“单纯靠种地，我家年收入不到30000
元。我按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了土
地，一年的承包费就有15000元，再加
上搞运输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有10万
余元进账。现在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楼
房，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通讯员朱
文斌报道：“今年我家用上了清洁环保
的电采暖，告别了煤炉子，冬日不再

‘烟熏火燎’。”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油坊
庄村村民张凤梅开心地说。

两年前，张凤梅一家花费14万元
搬进了村里新建的富民安居房，生活
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今年，村里
大力实施“煤改电”项目，很多村民对
其不了解，她心里也有些犯嘀咕，与家
人商量后决定先试一试。“用电采暖取
暖比烧煤节省了不少费用，采暖效果
也更好。”张凤梅说，现在再也不用半
夜起来添煤了，房子里也变得干净了。

今年以来，玛纳斯县稳步推进清
洁取暖“煤改电”工程，降低村民采暖
成本，改善村民供暖条件，让农村冬季
供暖清洁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今年，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
村整村推进“煤改电”工程，全村 233
户村民全部用上了电采暖，进入了智
能化供暖新时代，村民赵善辉对此赞
不绝口：“以前烧煤取暖不仅不环保，
还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患，用电采暖
取暖干净又安全，还可以远程操作，外
出时用手机设置好，等回来房子里已
经热了，十分方便。”

2022年，玛纳斯县投资8900万元
用于“煤改电”项目电力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户内配套采暖设备由居民自筹资
金购买，验收合格后按照实际发生金额
给予财政补贴，共涉及 17 个村 2530
户。截至目前，玛纳斯县“煤改电”已经
累计完成2818户，电采暖供热面积达
33.8万平方米。

人才工作专访

吉木萨尔县推进土地流转

助农增收

奋力谱写乡村振兴“人才篇章”
——访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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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梦程：做人民群众信任的好法官
本报记者 杨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