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推进农民教育培训 加快乡村人才振兴

王泰群 /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近年来，国家强化农业农村人才培

养，高起点高站位部署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较好成效。要继续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三个原则

坚持党管人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三农”工作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导向，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三农”情怀，引导农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真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坚持农民主体。“三农”工作直接面向农民群众，要根据农民学习特点和农业生产规律，以方便农民、实用管用为出发点，

将教育培训办到农业生产一线，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围绕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重要任务，结合地方主导产业布局，充分考虑农民多元化和个性化教育培训需求，促进国家要求、产业需要和农民需

求有效结合。

坚持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摆在一起统筹部署。人才培养要坚持农科教结合、产教融合的协同育

人机制，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动校所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做到农民培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三育协同，促进农业科技、农民教育、农村人才一体化发展，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

接，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能，实现全面发展。

三个任务

突出高素质农民培养。继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群体，精准培育对象，提升教育培训针对性，



2

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落细、落实、落地。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计划，探索制定农民技能培训与职业

教育在生源、课程、学制、学时、教材、跟踪等环节的衔接标准要求，统筹推动农民培训和学历教育贯通培养，开展“培训—

中职—高职”贯通行动试点，推进农民培训与中职、高职相衔接。

注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是广大农民的优秀代表，积极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

拓宽培养路径，面向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示范培训，推

进带头人助力乡村振兴服务行动，拓展人才培养、技术示范、资源吸引聚集等作用，着力打造集教育、科技、人才于一体的多

元化平台，双轮驱动打造农业农村发展领头雁。

加强小农户培训。开展实用技术推广培训等一事一训，帮助小农户有针对性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协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

计划等系统性培训及冬春农民培训等广谱性培训，实现领头人培育和广谱性培训相结合，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对接，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

四个保障

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育好人才。加大国家农民教育培训项目支持和实施力度，示范带动各地加大投入力度，全面推进农民

教育培训工作。发挥农广校等专门机构作用，突出高素质农民培育，深入推进农民职业教育改革，扎实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大力开展广谱性农业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统筹推动农民培训和学历教育贯通培养，促进不同阶段学习成果互认互通，

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学历层次，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知农爱农实用人才、乡村振兴领头雁、和美乡村建设者。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用好人才。加强组织领导，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乡村振兴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完

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统筹谋划好农民培训与涉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衔接，创新培训模式，构建教育培训、效果评价、

政策扶持“三位一体”高素质农民培育制度。建立农民就地就近接受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免学费和助学政策，鼓励对农民

接受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给予学费补助。鼓励农业农村系统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和涉农院校教师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在项目申报、

职称评定、人才激励等方面予以倾斜。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引进人才。整合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相关政策，加大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信贷担保、金融保险、

生活便利方面的对接服务，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造机会、畅通渠道、营造环境，

帮助解决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

搭建多层次发展平台，留住人才。以农民为主体举办论坛活动，展示新时代农民新风貌。支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业农

村技术技能大赛、创新创业竞赛等活动，搭建农民抱团发展平台。强化宣传引导，把一批奋发有为、勇于创新的学员，扎实工

作、富有成效的办学人员，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好典型、好模式宣传出去，示范带动农民教育培训创新发展。引导支持各地因

地制宜组织开展农民趣味赛事活动，积极拓展传统和现代体育文化多元功能，丰富乡村文化产品供给，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助

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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