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如何留住返乡女能人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农历新年临近，

又到了千千万万“打工人”回老家的时节。
近年来，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女性已逐渐成为乡村发展

与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是返乡创业的务工女性、返乡女大
学生，还是因生育子女返乡居住的外出务工女性，她们基本
上都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而外出求学和打工经历，也使
得这部分出身农村的女性具备了一定的见识和技能。

除了整体素质提高，经历丰富，视野宽阔，她们也普遍
有较强的就业、创业意愿。不少乡村振兴案例均表明，返乡
女性群体在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
上都发挥了重要的“她”力量，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人才来源。

那么，在岁末年初这一关键时节，基层组织如何吸引这
些归来“凤凰”留在乡村，发展乡村呢？今日女报 / 凤网邀
请了三位长期研究社会学、乡村振兴等问题的专家学者，从
返乡女性的价值实现路径，返乡女性参与基层治理、乡村产
业发展的机制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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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外部人才支撑，更
需要激发农村内生力量。作为农村重要的中坚力量，
外出务工人口返乡建设，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尤其是占农村外出人口数量超过 30% 的女
性，更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她”力量。

调查发现，外出返乡女性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主体力量。总体来看，农村外出女性返乡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年轻外出务工女性到了结婚
和生育等重要时间节点返乡；其二，外出务工女性
在父母年迈需要养老照顾时返乡；其三，外出务工
女性积累一定财富后返乡自主创业；其四，外出务
工女性到了一定年纪后（45~50 岁）返乡休养。

返乡女性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金凤凰”

外出女性返乡建设，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农村外出女性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受教育程度、资源人脉。农

村外出女性返乡建设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外出女性返乡建设，可以从这些方面发力

吸引外出女性返乡建设，基层要学会筑巢引凤

外出返乡女性在农村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新型农业经营等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主体

性作用。

乡村振兴要发挥返乡女性作用，不仅要为已返乡女性提供便利，更要创造条件，筑巢引凤，

吸引外出女性返乡参与乡村振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搭建平台，为返乡女性引领乡
风文明建设奠定基础。

返乡女性不仅是乡村振兴乡

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更是新时

期农村文化发展的见证者和讲述

人。因此，要充分发挥各级妇联

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为返乡女性

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引领农村新

风尚、发展农村新文化等搭建平

台。通过美丽庭院、最美媳妇、

最美婆婆、最美志愿者、最美创

业巾帼等评选，巾帼品牌打造、

典型巾帼事迹的宣讲等，展示返

乡女性干事创业的精神风貌，激

发农村外出女性返乡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行动力和创造

力。讲好新时期中国农村巾帼故

事，营造返乡女性干事创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良好文化氛围。

健全返乡女性参与农村基层生活治理的体制机制。
加强村支两委对返乡女性人才的吸纳，适当提高村

支两委班子女性参与比例。

通过选举、推荐等多种方式，积极鼓励、吸纳返乡

女性进入村支两委班子，担任村民小组长、妇联执委等。

充分发挥返乡女性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参政议政作用。

扫除返乡女性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为返乡女性参

与农村基层生活治理赋权。

乡风文明建设方面，返乡女性正在成为乡风文明建
设的引领者。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题中之意。在农村人口

大规模外出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乡风文明建设面临极大挑战。返乡女性，尤其是年轻

返乡女性的参与，为新时期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注入了新

的力量。在农村，返乡女性扮演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与示范者；在村规民约制定方面，她们为村

规民约提供了更加贴近生活、更具新时代意涵的内容；

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返乡女性通过互联

网、新媒体、在线直播等方式，为传统文化的创新

与传承注入了新动力；在改善农村风气和文明建设

方面，返乡女性在家风建设的基础上，逐渐迈向村

庄公共文化重建。在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再造方面

成为新的引领者。

农业发展方面，返乡女性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成为
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者。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返乡女性为

乡村产业发展与振兴带来了新发展理念和模式，为乡村

振兴产业兴旺提供了新“引擎”。调研发现，返乡女性以

自己的专业技术、经营理念、社会网络等为基础，在农

村新型农业种植、乡村旅游、农家乐、传统手工艺品和

优秀文化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直播带货、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也在返乡女

性的推动下蓬勃发展。

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了新的产销渠道。在经营模式

上，积极参与合作经营，大力拓展农旅融合，为农村产

业发展开辟出更多的模式。

基层治理方面，外出返乡女性
成为农村基层生活治理的主导者。

党的十八大后，农村基层治理

的重心从民主政治建设迈向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

农村基层治理从关注制度建设转

向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涉及农

民生活习惯、休闲娱乐、人情交往、

伦理体验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生

活治理领域，返乡女性正在赋予

其新的地方性意义。

以环境治理为例，来自环境社

会学的研究表明，女性普遍比男

性更为关注环境卫生，她们在环

境运动中非常活跃，对环境及其

变化的感知也比男性更敏感。在

农村“四拆”行动和综合环境治理

方面，返乡女性正在成为新的领

导力量。她们通过广泛参与竞选

村支两委干部、担任村民小组长、

妇联执委等，成为农村综合环境

治理的引领者。同时，通过日常生

活话题的参与、本地化女性互动

网络的建构等形式凝聚留守女性

的力量，引导农村女性成为村容

村貌的维护者、劝导员和监督员。

此外，由返乡女性发动、广大农

村女性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运动

所带来的意识与生活方面的更新，

使女性获得一种“新生活意义”，

重塑了乡村地方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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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为返乡女性创新创业提供综合支持。
金融方面，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和妇女发展基金，设

立“妇女贷”“巾帼基金”等。通过项目制形式，为返乡

女性创新创业提供金融支持。鼓励返乡女性大胆、积极

发展“微经济”。

通过设立“女子学堂”，聘请专职人社干部、创业指

导师、企业负责人等，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为返乡

女性提供政策宣讲、技能培训、案例分享等形式创新创

业专题培训，为返乡女性创新创业增能。

其一，在农村大规模人口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外出女性返乡

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在地化的“她”力量，激发了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

其二，外出女性返乡建设，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与融

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三，外出女性返乡建设，通过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各领域建

设，重塑了农村社会分工格局，发展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与公共

性，提升了农村女性的组织化程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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