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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平台促富民 

——仪征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秦吉洋/江苏省仪征市作物栽培技术推广站 

江苏省仪征市以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科技需求为导向，狠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重点，着力强化培训体系建设，充分调

动农民参训积极性，探索创新培育对象精准化、培训模式多元化、服务指导全程化、运行管理科学化培训新模式，努力打造一

支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优选培育对象创新培育模式 

深入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全面掌握全市以农业为职业、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人员的基本

情况，加快建立培育对象数据库。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围绕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

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为重点培育对象，强化技能培训，重视素质提升，大力培育以生产经营型为主、兼顾专业技能型和专业

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让真正从事农业生产、迫切需要提升素质和生产技能的农民优先接受培育。根据各地生产实际需求，

按照“结合产业、注重效果”的原则，确定每期农民培训的主攻方向，积极开展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产品加

工企业、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农产品经纪人、农业服务组织骨干等各类人员的培训，重点培育生产技

能型、经营管理型、技术服务型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和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农民。充分发挥“网络课堂”“固定课堂”“流

动课堂”“田间课堂”作用，实行“农学结合”分段培训，按关键环节划分培训阶段，紧密结合农时季节组织实施，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交叉进行，促进学用结合哥学习、生产“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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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全程指导增强服务效能 

深入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质量。组建由相关专家、农技指导员、业务团队组成的服务指导团

队，从教育培训到创新创业，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进行全程化指导，畅通了农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优化工作方法，

提升了服务效能，有效地解决了技术推广和指导农民不精准、不便捷、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推行专家指点，让专家利用农技耘

APP、12316 服务热线、农业信息网等现代服务手段指导农民，牵头开展技术推广、攻关、技术人员素质提升等工作。推行农技

员挂点，让农技人员下沉基层，挂钩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技术推广指导、政策信息发布宣传，

协助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做到农技人员全员参与，新型主体全面覆盖，农技服务全程跟踪。推行业务团队建点，让业

务团队通过联建、自建、共建等方式，建成具有行业特色鲜明、先进技术集成、示范作用较强、经济效益显著的示范基地，通

过建立示范点，组织学员开展观摩学习、互动交流，切实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的实训基地和孵化阵

地。 

严格资格认定突出激励扶持 

坚持政府主导、农民自愿的原则，将符合知识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生产经营效益、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认定条件的

职业农民纳入认定范畴。科学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评价办法，引导和倒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范化和实效化，提升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效果。强化实施主体考核，突出对培训任务完成、资格认定管理、制度建设、档案建设、信息上报宣传等情况进

行评价。强化培育效果考核，突出对学员技能掌握情况、学员满意度、学员创新创业情况等进行调查考核。强化示范辐射考核，

突出对帮扶带动、新增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增新型经营主体满意度等情况进行考核。重点考核培训学员“一带一”或“一带多”

开展情况，新增新型经营主体数量、规模、“三新”技术应用情况，新增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技推广机构及致富带头人的满意度调

查情况。对己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按照相应的管理原则进行定期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应按规定程序予以退出并不再享受相

关扶持政策。积极申请出台职业农民激励奖补办法，按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定、部门审批、发放到人”的程序实行激励奖补。

依据奖励办法，细化认定程序，认定结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无异议的，年度一次性给予奖励补助，由财政通过一卡通发至

受奖励个人手中。 

彰显培训特色促进增收富民 

服务重点更加精准。农技推广服务与部门中心工作结合紧密，突出了农时农事、新型经营主体、重点产业、绿色发展和农

民需求，尤其是面对畜禽粪污治理与综合利用等重大事项，农技人员能够及时准确提供技术指导。服务手段更加便捷。充分利

用江苏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农技耘 APP”等新型服务媒介，对信息服务平台进行“扩编、扩容”，及时发布农业科技推广信息，

提升服务指导的时效性、新颖性。服务行为更加规范。农技人员带着服务新型经营主体的任务，参与课题研究和难点攻关，撰

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建立推广日记，规范了推广行为。富民效应更加明显。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壮大，为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人才保障，扩大了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立体套种等立体复合经营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种养效益，以稻麦、

畜禽、果蔬等产业为主的新型职业农民直接受益面较大，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户正在向职业化转变，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正不断壮大，为仪征打造农业强市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