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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信吉林·首届先锋人物”评选 
暨发现“最美林农乡土专家”活动 

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各位乡土专家，同志们： 

    大家中午好！ 

    在吉林省长白山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大会胜

利完成各项议程之后，我们利用一些时间，举行“公信吉

林·首届先锋人物”评选暨发现“最美林农乡土专家”活

动启动仪式。首先，对前来参加大会的各位乡土专家表示

欢迎和感谢！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活跃在乡村生产一

线的广大林农乡土专家、林农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以

及广大林农，致以崇高的敬意！ 

首届“公信吉林先锋人物”评选活动，由吉林省公信

力建设促进会、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联合举办。所

以选择乡土专家这个群体，并选在这个时间节点举行，是

因为我们的乡土专家最接地气，我们的这支队伍最受欢迎，

乡土专家的作用鹊起吉林、活跃乡村并渐成气候，公众认

可度和良好评价度越来越高，公信力和影响力在持续提升。 

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林农乡土专家评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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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启动“公信吉林·首届先锋人物”评选暨发现“最

美林农乡土专家”活动，安排部署规范乡土专家管理和近

期考核工作，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林农乡土专家工作

方向，为提升乡土专家社会地位，打造乡土专家品牌，服

务乡村振兴，发展吉林经济贡献力量。 

下面，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我省林农乡土专家的发展

历程和重大贡献。 

从 2018 年启动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至今，我们共开展

了 3 批次评审活动，从各地申报的近 200 名候选人中，前

后共评出 120 人，授予“省级林农乡土专家”称号。其中，

2018 年第一批评出 36 名；2019 年是第二批，评出 47 名；

2020 年系第三批，评出 37 名。 

这些乡土专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涌现出一批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大胆置业的创

业先锋；一批精攻产品、提质增效、带头致富的品牌能手；

一批服务林农、奉献百姓、助力脱贫的扶智骨干；一批行

走田间、指导生产、带动发展的农邦之星；一批以田为室、

以地为案、传经送宝的赋能师匠；一批强基贯标、精于示

范、辐射一方的产业样板。 

这些创业先锋、致富典型，是林农领域的精英群体，

也是全省的宝贵财富，理应把他们挖掘出来，在全社会进

行培树、宣传和褒奖，宣扬他们的“工匠”精神、“土龙”

精神，传导他们的有效做法、有益经验，分享他们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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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成功要义，褒奖他们的创业历程、兴业风范。这，

必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回头看我们组织的“林农乡土专家”评选活动，从大

了说，是落实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让好政策落地；从小了讲，也解决了这些乡土人

才、技术能手在生产实践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让匠人

们挺直腰杆，做起事来理直气壮。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

是给这些能工巧匠、行家里手撑了腰、打了气、长了志、

定了心，让他们更方便、更有底气在乡里乡邻、人前人后

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因为有了乡土专家的“头衔”，那

些在林农生产经营一线，技能突出，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群众认可度高，经济贡献大的群体，便有了与之相应的称

谓；那些不具有科技人才称号的种植、养殖、加工大户和

经营能手，林农合作社牵头人、技术骨干，便有了科技人

才的属性，弥补了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缺憾。这一点，在

个别基层场站圃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谈谈“公信吉林·首届先锋人物”在林农乡土

专家中评选的现实意义。 

谈到公信，可能有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大家对诚信、

对信用较为熟悉，也都懂得做任何事都要“讲诚信、重承

诺、守信用”。那，什么才是公信呢？所谓公信，通俗地

讲，就是老百姓对行使公权力的认可程度，亦或说是公权

力在公众中的信用程度。这是狭义上的公信，仅限在公权

力的行使上。广义的公信，则泛指工作对象、工作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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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百姓、涉及公众的行为，在百姓、在公众中的可信度。

这样的行为，都有公信的问题，都得讲公信力。 

然而，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公信力建设方面强调的不

多，自上而下还没有专门的政策、法规出台。 

可喜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开始重视公信力了，先前在

警察授旗仪式上讲到“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问题，这次

在五中全会和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也都谈到“公信力”问

题。 

目前，虽然还没有哪一个部门负责公信力建设工作，

但至少在全国已有两家社会组织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一家

是北京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一家是我们吉林省公信力建

设促进会。我常开玩笑讲，北京有“公信”，但没“力”；

我们吉林既有“公信”，还有“力”。 

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去年 9 月 19 日重构，选举

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一年多来，先后设计开展了很多活

动，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以“复工复产、公信营商”为

主题的“百业千企万人公信力宣誓活动”。这期间，成立

“公信吉林推进委员会”，在全省启动实施“公信吉林”

建设。我们今天举行的“公信吉林·首届先锋人物”评选，

就是公信吉林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信息高度畅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大家现有的

视角和平台，已不能完全适应“十四五”的新形势、新任

务和新要求，迫切需要构建新的载体，搭建新的平台，让

林农乡土专家这支队伍能有新的舞台来展现新的作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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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级林农乡土专家，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新的追求导向、

新的责任担当以及持续为当地林农致富甘愿奉献的无私

情怀。“公信吉林•首届先锋人物”评选暨发现“最美林农

乡土专家”活动，正是为大家搭建了一个新的更高平台。

各位乡土专家要抓住这次机会，积极争取先锋人物荣誉，

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更加精彩的人生。 

荣获“公信吉林先锋人物”称号，你的公信力会得到

更全面展现，公信力水平会有大幅度提升，你的言语和行

为才会让公众更信服、更信任，你的周围才会聚集更多欣

赏你、崇拜你的人，跟着你干事业，效仿你做事情，你的

付出才会更有价值。有了这样的称号，你才会让合作伙伴

更有信心跟你合作，让消费者更放心购买使用你的产品，

促进你的事业再上层楼、再创辉煌。有了这样的称号，才

会令你的亲人更欢心，令你的家庭更和美。因此，积极申

报、争当“公信吉林先锋人物”，是全体林农乡土专家的

现实选择和必然追求。大家都要重视这件事，不要把它当

作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来对待。只有大家都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才能圆

满。 

    第三，谈谈乡土专家的日常管理和考核问题。 

    经过 3 年评选，乡土专家这支队伍已经过百。这是一

支虽不算大、但也不能说小的队伍。对这样一支队伍，不

能不管，不能放任自流，必须管起来，履行好倡评者义务，

践行好评选的初心。这次会议上，我们出台了《促进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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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专家发挥作用实施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要义是，

加强管理，严格规范，促进乡土专家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有关具体管理，连义秘书长还要做详细说明，我这里只强

调三点： 

    一是，实行绩效考核。绩效看什么、考核什么、怎么

考核？我想主要看带动、看服务、看效果。重点看是否带

动林农就业，是否带动农户发展产业，是否对农户实施技

术服务，所扶持农户是否脱贫致富。考核工作，由省乡土

专家评定办公室负责，每年进行 1 次。考核结果，分为优

秀、合格、不合格 3 档。考核后，建立乡土专家绩效档案，

作为省级林农乡土专家称号是否存续的主要依据。 

    二是，实施动态管理。乡土专家称号不是终生的，乡

土专家这支队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年度考评合格者，

继续给予认定；对年度考评不合格者，取消当年各种优先

权利；连续两年考评不合格者，取消林农乡土专家资格认

定。有进有退，动态管理。如此方能约束和激励我们的乡

土专家持续发挥作用。 

    三是，建立激励机制。一方面是评优：对贡献大、作

用突出、群众认可度高、具有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乡土

专家，要授予荣誉、给予奖励，其中包括参加省森林休憩

保育研究会年度“双先”评选及各项相关评选，参加省公

信力建设促进会相关评选。首届“公信吉林•先锋人物”

评选，就是专门为乡土专家设置的奖项。另一方面是入会：

考核为合格以上的乡土专家，可以推荐进入吉森研究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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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考核为优秀的乡土专家，可以申请加入吉林省公促

会；考核为合格以上乡土专家所在的实体产业，可以推荐

加入吉林省长白山特产联盟，成为盟员单位。 

    最后，再提几点希望和要求。 

  一要肩负起责任。作为省级林农乡土专家，要发挥荣

誉带给大家的责任，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还要切实发挥

示范带动能力，引领、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真正做到

群众认可、社会公认。 

    二要植根于林农。林农乡土专家，最本质的特征：一

为“林农”，二为“乡土”，三才是“专家”。“林农”、“乡

土”是根，是前提。没有了“林农”和“乡土”，也就没

有了“专家”的先决条件。因此，扎根于“林农”、服务

于“乡土”，是对林农乡土专家最本质、最核心的要求。

无论我们“家”的荣誉有多高，戴在头上的“帽子”有多

大，大家都始终是“林农”和“乡土”的代表。这一点，

务请牢记。 

    三要紧跟于时代。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客观环境是不

断变化的，知识和技术也是不断更新的。大家虽然获评“专

家”，但也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也必须学会适应变化了

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自觉加强学习，不断充实和

完善自己，切实了解、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解决好产业

发展中新的技术难题。 

    四要精诚于合作。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对于林农产

业来说尤为重要。我们的乡土专家，身后都有着自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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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产业，也要强调合作的理念，增强共赢的意识，善于借

势补势、借力发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抗击打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切忌搞同业恶性竞争，否则受损的是相

互各方，谁都不能独善其身。产业发展如此，技术开发亦

如此。不要忌讳合作。知识产权只有在领域内取得了货真

价实的东西才能真正成立。而那些“货真价实”的技术，

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达成的。所以，搞技术研究也好，

搞产品开发也罢，都要强调合作的力量，都需要集中大家

的智慧。这样，才能避免多走弯路。 

    五要致力于创新。传统的东西要坚持、要传承，新的

东西要探索、要实践。要学会摸索、学会创新。故步自封

永远不会有新创举、新作为。创新永远是主基调，永远是

发展的主题。要敢于打破桎梏，敢于挑战即成，不断探索

研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产品，让乡土专家这支

队伍不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象、新的体量示人，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同志们，本次大会，宣告“公信吉林·首届林农乡土

专家先锋人物”评选活动的正式开启。相信在吉林省公促

会和吉森研究会的引领下，大家一定会进一步精湛技术、

克己重行，努力创新形象、书写辉煌，在助力和推动全省

乡村振兴、吉林经济发展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产业兴旺，事业兴盛，

成果丰硕，效益丰厚！祝全省林农乡土专家新春万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