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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建议 

胡刚焕 张显会 曾溢曦
1
 

（四川省西昌市农牧局，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西昌市作为凉山州唯一一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部示范县,经过 5 年的实施,取得一定成效,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西昌将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要性认识,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加强调研,建立有效的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整合培训资源,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开辟新途径,将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常态化持久化多样化。进一步推动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健康有序、快速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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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实施,西昌市作为凉山州唯一一个农业部示范县,自2014年以来开始承

担示范建设任务,经过 5 年的实施,取得一定成效。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部省关于建设职业农民制度及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

队伍建设等精神和要求,进一步推动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健康有序、快速高效发展,对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进行了

前期调查和综合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1 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本情况 

西昌市辖 37个乡镇,总人口 65万人。据 2016年统计,西昌市农村人口数 26.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 13.3万人,女性劳动力

12.9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20.1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77%。 

西昌市新型职农民培育依托项目资金做支撑,从 2014年开始至 2018年五年来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20人(其中青年农场主

15人,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1000人,农业职业经理人 5人)。主要有两个培训途径,是四川省农业厅委托省农科院等培训机构集中

培训,青年农场主培训属于此类培训,人数少比例小;二是由西昌市农牧局通过政府采购招标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集中培训,主

要是专业合作社骨干、家庭农场主、返乡创业青年、毕业返乡大学生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结束均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按照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培育制度执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培训监管机制和

后续跟踪服务管理机制并制定了《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试行)》相关制度办法。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正在建设中。 

2 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政策扶持力度低 

西昌市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正在启动,目前较多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农业部门项目、技术方面,政府层面还未制定出台相

关的支持政策,吸引力不够,针对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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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学员结构不合理 

由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特别是贫困的二半山区,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坝区相对好一些。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妇

女和小孩。据调查前五年的参训人员,45岁以上占多数,70%以上是妇女。山区学员几乎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 

2.3学员参训意识不强、急功近利 

由于西昌市地处偏远,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对新事物、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差,普遍存在牵着鼻子被动

学习的现象,主动学习意识不强。同时学习方面急功近利,就解决眼前问题和满足现有需要才有学习热情。 

2.4培训师资欠缺,培训方式内容单一 

培训机构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固定教师较少,兼职教师较多;生产技术教师较多,经营管理、素质教育教师较缺乏;培训方

式和内容上主要按省厅要求一次完成 15 天集中培训,未切实结合产业和生产周期,因地制宜,按“一点两线、分段全程培训”进

行。 

2.5后续跟踪服务指导不够 

培训机构对培训阶段较为重视,有培训计划,课程设置较能满足农民需要,师资准备较为充足,效果较好。但是后续跟踪服务

指导不够,没有深入实际掌握学员生产现状和需要,没有制定进一步提升学员能力以达到新型职业农民标准的指导计划和措施,

仅局限于与学员泛泛交流。没有体现出培训与培育的区别。 

2.6认定管理滞后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等综合水平的一个评价,能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荣誉感、自豪感,也

会增强自我发展的动力和学习的主动性。西昌市目前才启动,相对其它地区认定工作已严重滞后。 

3 推进西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几点建议 

3.1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要性认识,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提出是国家从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人才支撑,是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将培育工作列入当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制定吸引力和针对性强的项目、资金、

税收、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同时将职业农民培育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在教育培训、跟踪服务、认定管理、奖励激励及宣

传报道等方面给予配套使用。 

3.2加强调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 

一是深入基层调研,进一步明确村镇建设、产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培训需求,“需要什么,培训什么”。依托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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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费培训的同时适当解决交通、餐饮等费用,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二是加快推进认定管理。认定是对新型

职业农民综合水平的评价,及时给予符合标准的新型农民等级评价认定,既是对他们的肯定,同时也是推动各项扶持政策落实的

基础。三是对专业合作社骨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获取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农民,及时提供信贷、用地、技术、信息、

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扶持,特别是涉农项目资金方面的扶持,为农民参与先进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农民尝到转

变观念、运用新技术带来增产增收的甜头,增强农民自觉学习的能力,充分调动其他农民参与培训。三是加大新型职业农民优秀

典型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举办“农民丰收节”等多种表彰活动、开设广播、电视专题节目、微视频等方式扩大宣传面,提高社

会认知度,增强广大农民参与培育积极性。 

3.3整合培训资源,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整合农民培训资金资源,深化农科教结合,统筹各部门面向农村的重点培训工作。集中力量做好培训内容、教材、师资等的

统筹安排。培训内容要结合新型职业农民标准、当地产业发展要求,并立足解决农民生产中急需的问题;培训教材要理论结合实

践,通俗易懂;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师资库,从培训机构、推广部门、农业企业、科研院所及专业合作社、乡村土专家中遴选教

师,建立起能提供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知识讲授、生产技术难点解决的丰富的师资库;培训方式上结合农民学习特

点和需要,充分采取多媒体教学、现场实操、示范基地学习参观等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找得到。 

3.4开辟新途径,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常态化持久化多样化 

立足培优现有产业发展骨干和带头人的同时,把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回乡创业大学生、有创业热情的其他年轻人等作为

培育主要对象,结合当前国家农业政策优势,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到农业、农村中的各项事业,申办种植、养殖方面的家庭农场、农

业专业合作社,不断充实产业发展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建立电商平台为农业服务,让这部分人成为先进

理念、先进技术的运用者和推广者。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学习共同致富,为促进农业农村持久发展,提供稳定、

可持续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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