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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李文骅/江苏省扬中市农业科教信息站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加上新生代农民对土地的“陌生”，农业农村从业人员面临

着总量不足、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农业部提出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这是今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扬中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

2016 年，江苏省扬中市组织开展农村实用人才调查，全市基本符合新型职业农民条件的农户数大约 2351 户，从业人员约

4423 人，农林牧渔业劳动力 2.01 万人，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为 21.37%。新型职业农民按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

三种类型分类，分别为 1873人、2164人、386人。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以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为

主，分布在扬中种植、养殖、林业、园艺等各个行业，是扬中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求知欲望也最强；专

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包括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服务于农业企业、合作社的农业劳动力，以及其他农村劳动力；社会服务型职业

农民主要包括在农业生产中从事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业社会化组织成员、服务个体等。近几年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增速明

显。

二、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培育对象年龄不合理，培育生源组织难。由于 80后、90后大量“脱农”，大部分农村实用人才年纪都在 45岁以上，

队伍普遍年纪较大，并呈进一步老化趋势。现有从业人员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主动参训意识不强，学习主动性

不够，导致生源组织困难，组织到的学员质量不高。

二是培育形式不够多样，培育时间安排难。目前的培训仍以课堂教学、专家授课为主，形式有待多样，内容有待丰富。在

培训时间单元上，一般以 5 天为 1 个培训单元，要求参训学员每次要离家 5 天参加培训，蔬菜园艺业、畜牧业等学员普遍感到

在时间安排上有一定困难。不少学员由于农业不是唯一工作，参加业务培训会影响经济收入，导致整体参训积极性不高。

三是培育体制有待完善，政策扶持有待加强。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太到位，重视程度不够高等问题，

培育工作仍主要是农委一个部门在做，培训渠道未能做到多元化；作为政府工程，在部门协调、资源整合、产业扶持、科技扶

持、资金扶持、政策引导等方面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影响了工作的整体进展。

三、多措并举抓培育，推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健全培育制度，强化组织管理。必须建立起统筹有力、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组织体系，有力有序地推进。一是明确政府

的主体地位，成立组织，健全机构，明确责任，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明确主体责任，市农委做好组

织与协调工作，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市财政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各相关部门做好协调配合工作。三是鼓励社会资源

参与培育，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的多元农民培训格局，形成培育合力。四是加强示范引领，以年轻一代作

为农村发展的后备中坚，作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重点打造，重点培养。五是加强督查和考核，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设立举报电话、幵展电话回访、田间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培训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做好绩效评价，保证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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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组织培训，加强培训推广。一是认真分析调研培训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通过上门调查、电话访问、会议座谈等形式，

认真了解农民培训需求，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二是科学制定年度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根据年度培育任务，结合农民需求，

分行业分解培育任务，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三是合理组织培育，依据行业特点，分别确定合理的培训形式和培训时间。四是强

化师资队伍建设，所选师资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较强的创新能力，基本具有副尚以上技术职称，

并不定期地安排参加培训，学习深造。五是做好培训回访，明确每个师资挂钩联系对象，明确回访要求。

建立动态机制，科学培养育人。扬中市职业农民培育动态机制的建设可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示范引领阶段。在这

一阶段，让村、组千部以职业农民身份参加培训，再加上部分有意愿积极参加培训的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带头

人等，通过政府的扶持引导和宣传动员，形成示范。第二阶段是推广完善阶段。在这一阶段，培育对象以家庭农场主、专业大

户、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为主，积极鼓励转业退伍人员、大学生村官、农村能人等参加培训，政府仍给予补助扶持。同时积极

做好典型宣传，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培训，投身农业，形成更广泛的示范效应。目前扬中已基本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建章

立制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要努力形成高效的职业农民培育动态机制，让制度吸引更多层次的能人参与农业，支持农业，自

觉接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明确奖惩结合，强化考核，优胜劣汰，动态推动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健康高效发展，选出真正“有

知识、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职业农民。

创新运行模式，提升培育质量。一是在培训内容上力求多样化，培训内容既要有农业基础知识，又要有专业技术知识，还

要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学员进行科学引导和培训。二是分专业组织培训，应尽可能小班化，细分专业和

层次，增强培训效果。三是在培训形式上多样化，目前的培训仍以集中授课为主，要适当引入现场教学、典型教学、网络教学、

观摩交流等学习方式，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结合，让农民真正感兴趣学，学得进。四是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可适当缩短单次培

训时间，每次培训 2〜3天，根据农时增加培训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