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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现状及对策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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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统计分析了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现状、培训成效及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未来湖北省如何

做好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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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现状

随着农业农村经济深入发展，“四化同步”快速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实用人才和实用技术需求日趋强烈。由于受诸多

客观条件限制，一直以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服务条件和能力不能满足农民实际需求，存在人员素质偏低、年龄老化、人才断

档、后继无人等问题，而且面对推广过程的新情况、新问题很难及时解决。据此情况，自 2009 年以来，湖北省农业厅认真贯彻

落实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建设规划纲要的有关精神，将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作为农村实用人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安排和

落实，依托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生物职业学院、长江大学等涉农院校，通过“政府埋单，集中充电”的形式，对全省基层农技

人员进行了三年一轮训的知识更新培训，至 2017 年，共组织培训基层农技人员 3 万多人次，实施进度和培训规模居全国之首。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了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促进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强化了科技对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支撑作用。知识更新培训已成为湖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建设的一个新亮点，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和良好的智

力保障。

2 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成效

2.1 强化了队伍建设

通过培训，一方面促进了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打造了一支理念先进、技能过硬、作风务实的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同时，

增强了基层农技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训结束后，他们把理论应用到实践、把技术送进到地头，成为了农民培训的“主讲

师”、科技示范的“主角”，农技推广的“主体”，科技攻关的“主力”，深受农民朋友欢迎，有力推动了湖北省现代农业的快速

发展。

2.2 提升了服务能力

通过知识更新培训，不仅让学员更新了观念、开阔了思路、增长了知识，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技服务能力。老师们渊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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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院校健全的管理体系、强劲的科研实力震撼了每位学员，大家通过一周或 15 天的培训启迪了思路，学习了现代农业新知识，

掌握了现代农技推广方式方法、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本领。很多学员在学习心得和结业时说道：一定要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实践当中，为“三农”服好务，当好农技推广工作的排头兵或领头羊。如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刘俊波参加了华农粮油班

知识更新培训，了解了“深两优 5814”的特性和种植技术，回去后组织了一批“深两优 5814”稻谷品种，在鲍庄村推广，对示

范户免费提供了种子和 250 元肥料补贴，集中培训，统一采取旱秧抛撒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今年终于有了好收成，农民更信任

他们了。

2.3 推动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各培训院校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立足点，重点开展高效种养实用技术、主导品种、

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具有区域特点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具等内容培训。学员通过培训了解了农业科研新成果，更直

接有效地指导农业生产和服务农村经济建设。经过近几年广大农技人员的不懈努力，有效地架起了连接科研院所成果与农业生

产经营相结合的科技桥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贡献率显著上升，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

化。据初步统计，八年来湖北省共投入知识更新培训资金 2853.5 万元，推动农业科技贡献率年均提高近 1 个百分点，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知识更新培训有力提升了全省农业科技的巧实力。

2.4 加强了经验交流

通过集中学习，来自全省各县市乡镇基层农技人员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促进了各地同行之间的工作交流。大家彼此交流

工作心得体会，探讨分析日常遇到的技术难题，相互传授成功经验和技术要点。学员们都表示，回去后还要保持与老师、学友

的联络，每个培训班、培训院校都纷纷建立了 QQ 群，继续交流请教，使培训效应得到延升，营造了一方困难，八方支援的良好

工作氛围，树立了广大农技人员爱岗敬业服务“三农”的新风貌。

2.5 探索了成人教育培训模式和工作全面推进的协调机制

培训部门根据每个行业、每个班次特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与培训院校制定培训方案和教学计划，结合多年来的

成人教学特点，从专题讲授、交流探讨、互动教学、实地考察等方面，探索了适合基层农技人员继续教育的 5 大培训模式，即

专题讲座、分类培训，互动交流、解惑培训，教学参观、现场培训，远程教育、网上培训，跟踪服务、终身培训等丰富多彩的

培训方式，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推进，形成了厅党组统一指挥，各行业协调推进、齐抓共

管的良好培训工作氛围。各地在协调推进此项培训工作上，形成了较好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氛围。

2.6 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知识更新为农技人员增添了翱翔的翅膀，使湖北省农业科技进步步入了快速之道。在工作实践中，全省广大基层农技推广

人员团结奋进，面对各种工作难题尤其是自然灾害的不利因素，不等不靠，深入田间地头，应用所学知识，指导农户加强田间

管理，提供技术指导，使全省农业在大灾之年经受了考验，积累了经验，保持了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为确保粮食实现

连续九年增产，各种农产品稳产提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充分证明，知识更新终身必修，服务农业大显身手。坚持知识更新培训，犹如为农技推广体系这个高楼大厦打造坚实

地基一样，是广大农技推广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效果实则干实事，干实事则得民心，得民心则事业兴。2010 年全国基层农技

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工作座谈会上，湖北是唯一得到农业部科教司表扬的省份，认为湖北的培训工作“领导最重视、组织最到位、

培训最扎实”。2011 年在云南举办的全国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师资建设高级研修班上，农业部科教司领导对湖北省的知

识更新培训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湖北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抓得早，知识更新培训工作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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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培训对象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参训人员结构来看，存在以下几种现象。一是少数参训农技人员年龄偏大，回乡即“回家”。二是非在岗人员参训，学完

后无“用武之地”。如孝昌县 12 个农技中心在编人员共 88 人，直接从事一线农技推广工作人员仅 5 人。三是重复培训，出现

培训“专业户”。主要原因是个别地方对人员选派没有统筹安排，为完成任务，多次安排同一人员参加相同专业培训。四是部份

农民参训。主要原因是有的县市相关行业在乡镇一级没有完善的农技推广队伍，安排“新型职业农民”或非公益性人员参训。

3.2 少数县市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学员学习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强化

受目前“以钱养事”机制影响，因为人手紧缺和工学矛盾，少数县市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部署安排不到位，没有按照厅

里要求及时选送培训人员参加培训。在 2011 年安排一次补训的情况下，截止目前八年培训计划仍有近千人未能按期参训。另外

少部分学员对今后工作安排有顾虑，学习不安心。少部分学员满足工作现状，学习不静心。

3.3 县市农业各行业部门协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因为此项培训工作以项目形式运作，培训人员是先垫资再回去在农业局报账，畜牧、水产等部门参训人员认为报账手续繁

琐，不愿到当地农业局报账。同时，少数农业部门服务精神不强，对种植业以外的培训计划安排没有按照农业厅文件精神进行

协调统筹安排。

3.4 培训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少数教师教授习惯课堂式讲座，教学内容满堂灌，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相脱节，案例分析、参观实习课时少，教学启发和

可操作性不强。

4 做好湖北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的对策

根据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总要求和农村实用人才建设总目标，着眼于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强、作风扎实、服务过硬的现代农技

推广队伍，在认真调研和总结前三年工作基础上，从薄弱环节入手，真抓实干，力争将湖北省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做实做出

成效。

4.1 完善培训机制

建立省级调训与地方集训相结合培训机制，按行业分层次开展培训。省级举办市县级和乡镇骨干农技人员重点培训班，适

当提高补助标准，规模不超过 80 人，培训时间 7 天。省内集训与外出学习相结合，重在开阔眼界，更新理念、提升能力。县

级开展广普班、基层班的培训。

4.2 丰富培训内容

结合湖北省实际和农技人员实际需求，以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为主线组织培训。培训内容以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思路、模式，

现代农业推广服务理念、方法、模式，主要农产品产业发展动态及市场分析，主要农产品生产新技术、新方法、新措施，农业

信息化在农技推广中的应用，农技推广组织管理及方式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为主，并增加行业热点、难点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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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

4.3 调整培训方式

进一步发挥集中授课、交流讨论、模拟教学、田间指导、参观考察和远程教育等培训方式结合的优势，更加注重培训的针

对性、灵活性和实用性，注重服务能力提升与拓展。适当增加外出培训考察内容，让学员开眼界、增见识、树信心，做到能学

能用。

4.4 推进产学研结合

按照来源实践，应用实践，以用为本的原则，建立培训内容和多元化师资选聘相结合机制，选聘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应用性研究专家教授、一线农技推广工作者、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等，建立知识更新培训师资队伍。并积极借助专家教授相关

课题，与产业发展相对接的原则，推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

4.5 加强组织管理

将基层农技人员培训作为体系建设一个重要内容，实行制度化。加强行业沟通协作，行业专人负责，严格选送人员，确保

全员培训。建立农技人员培训资格与选聘、考核及职称评审挂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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