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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机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谢建水 郑小钢 杨志强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高度重视农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以素质提升和能力创新为核心，以农机化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实用人才三支队伍

建设为重点，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农机人才队伍，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推进乡村振兴发挥

了重要作用。 

精准施策 

培育素质优良的农机人才队伍 

以涉农科研院所为依托，争取人才培养资源。坚持整合利用农机人才教育培训资源，加强与科研院所沟通协调，以项目方

式实现资源共享，争取人才培养师资和教学设施，通过开展农机实用技术研究、人才交流以及宣教活动，吸引年轻专业人才充

实农机人才队伍。目前，全省 13个省级重点农机人才培训示范基地中有 6个涉农院校授牌为省级农机人才基地，部分涉农师资

已列入省级农机教育培训师资库。 

以农机服务体系为抓手，搭建人才培养平台。以省市农机鉴定工作站、市县农机校、各级农机推广和监理等服务体系为抓

手，发挥好农机企业、农机合作组织、农机协会等为补充的省、市、县三级农机培训体系作用，积极争取省级财政专项扶持，

逐年加大投入，不断为农机人才培养和技能专业培训提供良好设施和有利条件。目前，全省建成农机化学校 50个、农机职业技

能培训基地 80个、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 60个、省市两级农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站 14个，为全省农机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机教育

培训发挥积极作用。 

以农机扶持项目为支撑，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通过实施农机行业职业技能获证奖补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农机从业人员参训

积极性，不断提升农机生产经营服务组织建设能力，农机人才队伍技能水平明显提高，累计完成获证奖补超 10万人（每年 19000

余人）。通过基层农机人员培训项目，对基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师资分类施训，为基层培养师资人才队伍，近年来共完成省市

两级师资培训近万人（每年 2000 余人），带动各市县开展基层农机各类培训达 10万人次。通过实施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农机合作社带头人培训项目，加大农机合作社带头人培养力度，不断提高基层农机合作社组织化管理能力，为合作组织培养合

格管理人才，累计完成农机合作社带头人管理和使用技术培训近万人。 

以技能人才选拔为引导，促进技能人才发展。通过组织一年一度的农机职业技能竞赛，带动市县开展技能人才选拔活动，

促进基层农机手技能水平提高。通过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平台，主动争取将农机技能项目列入大赛内容，打造农机职业技能竞赛

品牌特色，激发广大劳动者和农机人才队伍创业创新活力。通过组织参加部级农业农机技能大赛，扩大农机技能人才在农业现

代化发展中的影响，调动农机从业人员参赛积极性。这些技能竞赛活动的开展，在全省广大农机手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

氛围，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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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人才队伍建设尚存制约 

学历不高。数据显示,全省农机行业管理人员本科以上学历为 38.4%，有学士学位以上的只有 15%；专业技术人员本科以上

比例为 43.1%，县级农机人才中本科学历占比不到 20%；社会化生产经营服务人员大多是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初中以下

学历为主。 

对口专业人员不足。在农机管理队伍中，仍有 31.97%人员属于非农机专业；县级农机人才中，部分农机管理人员对农机新

机具、新技术缺乏深层次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社会化生产经营服务人员大多关注农田作业，对如何经营管理关注较少。 

年龄结构有待优化。全省农机管理人员年龄大多集中在 46～50 岁，其次是 51～54 岁，人员年龄结构相对老化。基层专业

技术人员中，50岁左右的人员占 70%以上，乡镇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机手 90%以上超过 50岁。农机生产经营服务人员中，以 50岁

以上人员为主，少数年轻从业人员也是在父辈的带动下在农忙季节从事临时性作业。 

找准目标 

创新农机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拓宽培育对象。一是培育农机管理人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需要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重

要作用，这就要进一步拓宽服务功能，为一线培养更多管理骨干，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更

好地为农机基层一线提供服务。二是培育农机技能人才。农机技能人才是农业农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谁来种

地，如何种地”问题的骨干力量。要积极探索建立培养形式多样、评价方法科学、岗位管理规范、保障措施完善的农机技能人

才工作新机制，培养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农业技能人才队伍。三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随着农机服务领域的

不断拓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和服务组织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服务方式市场化、服务内容专业化的显著特征。新时代呼

唤新农民，要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原则，着力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有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更好地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要求。 

创新培育模式。探索“预约培训”“网络会诊型”“动手施教型”“走访调研型”等多种培训模式，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

农机人员遇到的问题。组织好“三个课堂”（田头课堂、大棚课堂、库房课堂），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形成“村村是课堂、

时时能培训、身边有教员”的氛围。加强农机人员继续教育和技术交流，发挥省级农机人才基地、农机化学校等阵地作用，有

针对、有计划地组织农机人员进行政策理论、科技知识辅导。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师资库，加强农机化教育培训师资队伍、

基础设施等建设，形成教育培训合力。 

完善激励机制。通过评选业务骨干、拔尖人才，加大对优秀农机人才的奖励表彰力度，增强其荣誉感。制定激励政策，落

实农机科技人员的相应待遇，采用多种形式激励农机人才的积极性。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按需定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做

到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用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