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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参训学员结构研究 

——以湖南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为例 

王静
1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是高校参与扶贫攻坚的有力措施，是教育扶贫的有效途径，旨在通

过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学习，打造培养一批批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户实现长久脱贫。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承担的湖

南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为案例，对参训学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产业情况进行结构分析，在总结其

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提升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效果提出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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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扶贫概述 

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实现途径，早在 1992年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对全国 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

教育扶贫的意见》中提出教育扶贫概念，意在扭转少数民族贫困县整体教育水平落后的局面以促进其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时

期教育扶贫着重“扶教育之贫”，即通过对口支援、政策倾斜、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等措施，促进中国贫困地区及整体教育

事业的减贫与脱贫。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扶贫的另一层含义也得到了显现与发展，即“依靠教育扶贫”，在这一层面上，教育

成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种有效的工具、手段、方式，通过发挥教育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众的文化素质、增强其脱贫的信心、

提升其脱贫的能力的扶贫功能和价值，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2015 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扶

贫必扶智，将扶志与扶智摆在了重要位置。教育扶贫方式包括招生扶贫、资助扶贫、培训扶贫、定点扶贫等方式，通过实施招

生政策向贫困家庭子女倾斜、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奖助学金、“雨露计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农村建设村级带

头人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等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工作，多方位、多层面、大力度地助力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2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说，认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应该是个人福祉的高低，而不是收入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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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

能力”。“能力贫困”挫伤个人积极性，限制个人发展，是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致贫的重要原因。 

2.1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在脱贫攻坚路上，扶贫必扶智，志智双扶，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增强贫困群体自主发展能力，提高贫困户的“自

我造血”能力的根本之策；而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拔掉穷根，消除“能力贫困”也是教育扶贫的重要使命和追求

目标。 

2.2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能带动稳定脱贫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是中国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是教育扶贫开展扶贫培训的项目之一，旨在培养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观念新、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通过开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对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其自我发展

能力，提升其创业能力，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体实现稳定脱贫。扶贫培训助推扶贫脱贫，开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是教育扶贫激

发贫困地区创新活力、发挥消除“能力贫困”长效功能的有效路径。 

3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参训学员结构分析 

本文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承担的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为例，选取了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12月的总计 12期 1964名

参训学员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在总结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就如何提升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效果予以探讨。 

3.1男女比例悬殊，应激发女性动力、充实巾帼力量 

从性别结构来看，男学员 1540 人，占比 78.41%，女学员 424 人，占比 21.59%，这说明在参与脱贫攻坚战的中坚力量中，

男性是主体，占绝对优势，男女比例相差悬殊。 

3.1.1悬殊主因。 

参与培训的男女比例悬殊，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传统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当以事业为重，

在外拼搏奋斗；女性则以家庭为主，做好贤内助角色。其次，长期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大多仍保留着“小农意识”，守着自家

一亩三分地。而且女性因体力差、技能单一等因素的影响，缺少自主创业的能力与意识。 

3.1.2拓展途径。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样离不开撑起“半边天”的女性。各地政府、社会组织应

通过组织举办各类培训班，动员更多贫困妇女参加各类培训，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引导扶持妇女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扶持

发展巾帼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挖掘宣传“巾帼创业带头人”“致富女能手”等先进妇女创业典型，激励、

动员广大妇女勇于创业，成功创业。 

3.2青年学员为主，应创设创业环境、打造扶贫新力量 

从年龄结构来看，41～50岁之间的学员最多，占比 35.85%,31～40 岁之间的学员占比 31%,30 岁以下学员占比 16.7%,51岁

以上的学员占比 16.45%，排在第四。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的年龄分段：44 岁以下为青年人，发现 40 岁以下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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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员有 937人，比例达 47.71%，表明至少一半学员是青年。 

3.2.1创业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如今，在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建设中我们看到，包括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青年群体选择返乡

从事涉农创业，但缺少创业经历，对涉农创业了解甚少；项目选择不准，管理不善；创业资金缺乏，融资困难；创业意志不强，

抗压能力差；政策落实不到位、实施难；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用地难等问题制约着青年创业，削弱其创业热情。 

3.2.2破解途径。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离不开青年尤其是青年人才，而如何充分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和服务

保障，推动青年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加大小额贷款扶持力度，拓宽创业融资渠道，宣传创业典型和政策，引导和鼓

励青年开展创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强化创业培训，实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训

等项目，提高农村青年的综合素质、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农村青年人才在脱贫攻坚中的骨干引领作用. 

3.3文化素质偏低，应提升农民素质、培育高学历“领头雁” 

从学历结构来看，有效数据样本为 1938 人，本科及以上高学历学员比重低，占 2.17%，大专及以下低学历学员占比达到

97.83%，其中初高中学员比重最高，达到 72.49%，这表明学历结构呈现出文化素质偏低，高学历人才匮乏的特点。 

3.3.1素质局限。 

参训学员大多是出身农村的农民、务工人员，低学历成为他们身上的一个显性标签。而文化水平较低，制约着他们接受新

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参加培训学习的内在动力就低，培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3.3.2精准帮扶。 

靠“内培+外引”提升学员整体素质。一是提高参训学员的素质能力。扶贫必扶智，通过开展“学政策、学科技、学文化、

亮家风”农民素质提升行动，加强政策与思想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二是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让优秀人才到基层一线参与脱贫工作，充分发挥人才“关键”和引领作

用，为精准扶贫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而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引进难，留不住”则成为了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亟待

解决的问题。想要引进并留住人才，需要培育肥沃的“人才土壤”，加强宣传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创新人才管理办

法，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3.4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其辐射带动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发展种植业的学员有 718人，发展养殖业的学员有 396人，发展种养殖业的学员有 303人，共计 1417人，

总占比 72.15%，学员整体创业比例较高。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配送等其他经营活动的学员有 22人，无农业产业基础的

学员有 525人。 

3.4.1主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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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海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具有较大规模，生产较为专业，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的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大户为主。在从事农业生产的 1417名学

员中，578 人成立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总占比 40.78%。其中成立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学员有 478 人，达到

33.73%，创办农业企业的学员有 76人，创办“公司+合作社”的学员有 24人，三者之间的比例差异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

度最快。未成立或参加任何组织形式的学员有 526 人，占 37.12%，比例最高，这说明不少农户还是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

状态。虽然影响他们参与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 

3.4.2合作共享。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自愿联合、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负盈亏、成员

互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组织。受年龄、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产业面积、对合作社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的认知、政府

宣传和亲友的影响等因素有正向影响，因此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要加强政府和媒体的政策引导、亲朋好友的示范作

用，提高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水平，还要根据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措施激励农

户成立或参与经营主体。另外，提高合作社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创新管理方式，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合作共享也是

有效措施之一。 

在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企业、高校应合力创设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参培的女性比重，发挥青年

人才作用，提升创业致富带头人的素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其辐射带动力。为农民创业提供便利，增强其创业

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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