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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工作队：

做强人才驿站 为乡村振兴引入“智慧大脑”
位于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的粤

菜师傅培训基地，今年4月开始正式对外营
业，该基地延续了这个“厨师专业村”的培育
传统，不仅有效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更成
为了村里的风景线。同时，由省审计厅、华
南农业大学、河源市审计局等单位组团的乡
村振兴驻义合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
义合镇工作队”）还依托人才驿站的打造，引
入“智慧大脑”，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乡村
振兴人才引进、本土人才培育等方面发挥华
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专业优势，助力义合
镇人才振兴，并依托农业科技力量推动当地
农业产业提质升级，为义合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慧支撑。

“一楼既做餐饮运营，又是厨师培训的实践基地，二楼

则是专门的培训课堂。”夏日正午，义合镇下屯村粤菜师傅

培训中心一楼人声鼎沸，义合鸭、义合酸笋炒大肠、清蒸河

鲜、红焖肉等东江客家菜接连上桌，食客们在明亮清凉的餐

饮大厅大快朵颐。厨房里，粤菜大厨们有条不紊地忙活，切

菜声、煎炒声、传菜声此起彼伏，印有“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培

训班”字样的红色横幅还悬挂在白墙上。而在二楼，整洁宽

敞，教室桌椅齐备，陈设摆放还可窥见当时的培训场景。

驻义合镇工作队队长陈伟向新快报记者介绍，自 4月

份开业后，培训基地便邀请当地厨师协会成员单位的大厨

进行短期授课培训，培训对象除了义合本镇村民外，还面向

东源县乃至河源市有意向从事厨师行业的群众。“自开展粤

菜师傅培训班以来，下屯村先后新增了3家农家乐。”

实际上，粤菜师傅培训基地落地下屯村并非偶然。陈

伟提到，临东江而建的下屯村积淀了深厚的客家饮食文化，

加之村里承袭的“师带徒”传统，1000多户籍人口的下屯村

走出了近300名厨师，是远近闻名“厨师专业村”。2019年，

省审计厅第二批驻下屯村扶贫帮扶工作队进驻伊始，便谋

划打造粤菜师傅培训基地，“我们携手碧桂园控股有限公

司、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及东源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筹资

建设起这个培训中心”。

乡村振兴驻义合镇工作队进驻后，推动了粤菜师傅培训

基地的后续建设及招商运营等，基地在今年4月实现正式营

业。如今，该培训基地也成为了下屯村一道亮丽风景线，“来村

参观阮啸仙故居、开展党建活动、红色研学等游客多了就餐选

择，村集体经济也从中受益。”驻义合镇工作队队员陈立为说，

该培训中心日常由承租村民进行经营管理，村集体每年能获得

10万元租金收益，并逐年递增，“这既规范提升了当地的厨师

培训模式，也实现了村集体物业盘活利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

强服务助培育
支持乡村人才振兴

开展科技服务、助力本地农产品提

质升级的同时，“也已经有2家企业通过

人才驿站顺利落户义合。”陈建说，他们

以人才驿站为阵地，结合“雁归源”人才

专项行动实施，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需求

和人才信息收集制度，，畅通了信息交

流沟通，积极引导和助力义合镇在外人

员返乡创业就业。陈建介绍，该人才驿

站还结合企业创业、人才就业等需求开

展党建、农技、电商等培训，以“适应性+
实用性”培训做好人才服务，增强乡村

振兴人才内生动力。

此外，这里也成为大学生实践教育

的“完美课堂”。“大学生们可以通过人

才驿站进行研发、支教、文化挖掘等课

题实践，既有益学生成长，成果转化又

可以助力义合乡村振兴发展。”陈建说

道。

有志服务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梁国

健对此深有感触，他表示在义合镇的实

践不仅锻炼专业能力，也深化了他对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认识，积累了现实经

验。值得一提的是，义合镇人才驿站除

了接纳 5所合作高校学子之外，也对全

国的学子敞开实习大门。吉林农业大

学研一学生郭师彤，便是 7 月 3 日该人

才驿站正式启用后，首位远道而来的大

学生志愿者。

郭师彤表示，除了日常负责的讲解

接待工作外，她也经常参与到各课题小

组的田间实践中，“我觉得人才驿站这

个平台很好，我们大学生也可以在这个

平台发挥力量，推动个人成长和义合当

地乡村振兴的双向发展。”

除了接续打造好上轮帮扶的重点帮扶项目外，工作队

也结合东源县“雁归源”人才服务中心、河源市农村科技特

派员之家（东源站）等功能，多方筹集资金打造义合镇人才

驿站，着力建设人才互动交流与创新创业发展的综合服务

平台。“它首先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科技服务。”驻义合镇工作

队队员、义合村第一书记陈建说。

步入义合镇人才驿站，一楼左侧展示区里，葛根杯茶、

义合红茶、冬种糯小麦等包装精美的义合特色农产品整齐

码放。

冬种糯小麦在这一众农产品中尤为醒目。“去年冬天，我

们开始试种冬小麦，村民反响品质很不错，仅中洞村现已初

步形成‘稻-稻-麦’种植模式。”驻义合镇工作队员、中洞村第

一书记梁玉枚提到，包括试验田在内，义合首批推广种植的

冬小麦达到450亩。“糯小麦从播种、管理、收割到加工打包成

产品，我们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全程跟进和参与。”华南农业大

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梁国健补充道。

原来，工作队以人才驿站为依托，先后引入华南农业大

学农业经济发展的4个规划团队为义合镇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智库支撑，邀请小麦、水稻、灵芝及蔬菜种植等专家建立

种植、养殖专家服务团和产业规划服务团，多次到义合镇开

展撂荒复耕、果蔬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服务。冬小麦就是借

此契机出现在义合的土地上。

梁国健和同校农学院学生李宇恒也是由此与义合镇产

生了联系，二人提到，该冬小麦在义合镇试种推广效果很

好，积极种植外，不少村民还自行保留下种子。同时，除了

依靠华农团队收购销售，“南方小麦”也吸引不少游客关注，

“麦收季节，很多游客就直接在田间地头购买农户刚收割的

湿小麦回去品尝。”目前，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技术服务团队

结合撂荒土地整治等，已在义合镇推广种植450亩冬小麦、

600亩高品质水稻，示范种植葛根、甜叶菊等经济作物，并指

导创建“义小蝶”文创品牌助力推广义合农产品。

驻义合镇工作队员杨哲宇说，我们想让华农最优秀的

原创种植养殖种质资源在义合落地生根，通过人才驿站把

农业科技专家、优秀大学生、乡贤等人才链接到当地，以专

业科技实力、青年创意人才发挥好联农带农作用，助力村集

体经济发展。

人才驿站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库支撑

活化基地规范培训促村集体增收

■粤菜师傅培训基地里，大厨们有条不紊地忙

活着。

■驻东源县义合镇工作队队员合影。■位于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的粤菜师傅培训基

地，今年4月开始正式对外营业。

■在义合镇人才驿站，大学生们可以亲自尝试直播带货助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