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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培育新时代高素质农民 

陈煊 范磊 

江苏省丹阳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重点之一是人才振兴，发展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责任重大。江苏省丹阳市 2018 年以来培育了近 8000

名高素质农民，经过长期跟踪观察，这些农民活跃度高，粘性大，能够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已成为带动科技成

果转化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目前丹阳市登记在册的家庭农场有 480个，其中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超 100个，这

些家庭农场 90%由高素质农民主导。 

强化宣传发动，营造良好培育环境。 

通过大力宣传和典型示范等方式，让农业从业者意识到学习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必要性，激发其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积极

性、主动性。丹阳市在与基层推广人员面对面交流了解培育工作中的难点与不足的基础上，每年召开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推进

会，详细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一是利用媒体、网络平台宣传发动。近几年，丹阳市电视台多个栏目从不同角度报道高素质农民培

训成效，群众反应热烈。纸媒“田野风”专栏整版介绍丹阳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呼吁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培训。二是遴选有潜

力的学员，开展点对点宣传。建立高素质农民骨干学员库，遴选出全市龙头企业、合作社理事、家庭农场主以及种养大户等对象，

有针对性地宣传高素质农民培育。以点扩面，迅速建立培育机构、骨干成员、小农户培育孵化三级联动体系，掌握学员最新动态，

让有需要的学员及时获得培训资格。三是制作优秀学员、十佳农民宣传册，分发给学员及各镇农服中心，用学习成果和成功经验

激发学员学习的热情，提升学员参与培育的紧迫感和获得感，增强培训的辐射带动作用。四是督促并要求各级农民培育工作者抓

住每一次与农民面对面的机会，了解其知识需求，及时推送培训计划以供参考。 

强化人才储备，减缓老龄化进程。 

丹阳市已经认定的学员老龄化趋势明显、学历教育水平偏低。总结 2018 年至 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基本特征，学历教育程度

普遍偏低。从年龄占比看，55 岁以上学员最多，且逐年增多。前两年 46～50 岁占比高于 51～54 岁。近两年反之，可见，老龄

化严重，后备力量不足，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丹阳市积极引进高校农业复合型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储备。一是培

育定向农业服务人才。丹阳市推出定制村干部项目，因其完善的职业规划及优惠政策受到学生及家长的青睐。该项目可以为丹阳

市储备年轻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从本土高考生中选拔人才有利于预防人才流失，保证农业项目的延续性、可持续性。二是积极

推动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积极协调继续教育农业专业设置，鼓励高素质农民参加学历提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水平，对于符合

一定要求的学员可给予学费补贴。政策倾斜有利于吸纳更多新农民投身农村发展，盘活农业人才市场。三是引导培育“农二代”，

增加新生力量占比。丹阳市在新型经营主体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训、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等项目中增加年轻人占比，吸引农村青

年参与进来。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中 35 岁以下人员从 2018 年的 10.1%增加到 2021 年的 15.0%，培养了一批有一定文化水

平、有能力、有胆识、有闯劲的“农二代”。他们接受新事物、新理念能力较强，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人才基础。四是加强师

资团队建设。农业土专家、乡土人才的培养逐步被重视，培养了谢桐洲、鲁伟坪、马锁宝等一批优秀人才。他们长期活跃在生产

一线，技术经验更接地气、更容易被农户接受。师资库不仅要吸纳有职称的人才，这种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营理念的优秀乡土人

才也应该被认可吸纳，增强其推广培训的积极性。 

强化优势整合，创新孵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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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已构建以县级培育指导站为主，农业科研院所等为辅的“一主多元”高素质农民培育网络。整合多方优势，形成有效

合力，统一管理评价制度，促进高素质农民培育提质增效。一是利用培训基地，激发产业潜能。丹阳市积极创建省市级实训基地、

田间学校，发挥其载体功能优势，为周边农民提供高效服务。这些载体一般都在农业产业富集、农户密集、交通便利的区域，有

利于凝聚小农户，形成较强示范带动效应。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地有利于精准把握小范围产业相关的农户需求，引导学员灵活

参加技能学习，对有潜力的学员进行长期追踪指导服务。加强基地制度化管理，制定统一的考评监督机制，确保基地工作成效，

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创新教学模式，拓宽知识储备。传统培训模式都是集中学员在固定场所，这种模式培训效果有

保障，可以增加学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的学员比较适宜，但是也存在着教学时间地点不灵

活等缺点。丹阳市根据学员的身份差异创新培育形式，积极探索线上培训教学，借助抖音、钉钉、腾讯直播、头条等 APP开设课

程，为一些较年轻的农民提供农业技能、网络运营方面的知识。通过“微信群+微课”模式为辖区内农户提供广泛教学，并设置

考评环节，为学员提供一些小奖品，提高培训的趣味性与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加强融合发展，促进区域联动。2021 年丹阳

市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年 2280元，与城镇职工保险养老金相差较大，与发达地区高素质农民待遇也存在较大差距。农

民在扩大规模、购买农机设备等过程中，常常遇到资金不足又信贷困难等问题。为化解这些制约因素，丹阳市加强农业、人社、

金融相关部门交流，促进高素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吸引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扶持。 

强化职业属性，精准培育高素质农民。 

2018年江苏省印发了《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指导意见》，旨在促进农民由“身份属性”向“职业属性”的转变。丹

阳市很快出台了指导意见及具体细则，推进农民职业化，为该群体优化培育环境，促进人才扶持、社会保障等政策的落地，扫除

农民职业规划中的盲点。丹阳市稳步推进高素质农民职业化进程的同时，遴选培育对象，实施精准培育。建立高素质农民数据

库。对库内成员按照产业类别、种养规模、生产需求进一步细化分类。建立规范的准入退出制度，及时更新数据库，确保库内人

员身份准确有效，力求该群体能够及时高效地了解国家农业方针以及优惠政策。系统化制定培育内容。针对不同类型对象的产业

需求、农闲时间、地理位置等确定培训内容、培训地点。同时兼顾农业技术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做好农业知识与管理及市场信

息等方面知识的衔接。开展跟踪服务。培训只是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一个环节，丹阳市为参加过培训的学员畅通沟通渠道，开展多

元化服务。高素质农民师资库面向学员公开，搭建学员与专家的交流平台，为学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于学员相对集中的区

域，邀请专家分阶段、分产业实地考察，展开跟踪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