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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市农民协会是自愿共同发起的区域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主旨,以为职业农民服务为出发点,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出了贡献。协会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带动更多群众学习掌

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脱贫致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因众多原因的影响,我市职业农民协会大

而不强,发展瓶颈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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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of our city is a regional, joint and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jointly 

initiated voluntarily. Tak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main theme and professional farmers' 

serv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have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mproved farmer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associatio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own 

advantages,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technica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s, driving more people to learn and 

master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However, due to 

many reasons, the professional farmers' Association in our city is large but not strong, and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is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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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市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自2012年开

始试点,2014年在11个县区全面推进,随

着大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职业农民队伍的产生,有力推进了我

市现代农业的发展,但逐渐壮大的职业

农民队伍“各自为政”,缺乏合作与共享

意识,为了提升职业农民组织化程度,实

现同业合作、跨行业互补、抱团发展,

提升技术示范推广、生产信息共享和市

场竞争力,职业农民协会应运而生。 

1 基本构架 

汉中市职业农民协会于2017年12月

12日正式成立,截止2021年底,会员达到

179人,分析显示,协会会员基本覆盖了

我市农业产业各个领域,年龄以壮年为

主、学历层次较高、经营管理能力强,

领办企业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为突出的

实力,充分体现了我市职业农民协会的

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 

2 主要工作及成效 

2.1积极主动协助县区筹备成立协

会。先后指导城固、汉台组建成立城固

县职业农民协会及汉台区职业农民协

会。同时在勉县、镇巴、略阳、西乡还

设立了市协会工作站。 

2.2走访调研会员领办的产业。从

2018年3月开始,组织带领协会相关人员

先后赴11个县区,走访调研了协会90多

家会员产业发展情况,通过深入调研会

员企业,共同学习,取长补短,抱团发展

的目的。 

2.3通过“迎进来、走出去”的形式

举办交流活动。带领会员走出去：赴省

内外学习、考察、深度交流农业产业先

进技术、市场前景、销售技巧等。在促

进交流协作,搭建贸易平台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湖南美可达生物资

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博落回种植回收订

单；与北京大田农社集团签订农产品销

售战略合作协议,一期成功签订订单销

售合同二十余份；与湖北三九集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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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菊花种植回收订单。订单的签订有

效解决了会员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问

题,而且直接带动会员或农户多渠道增

收。把兄弟市县职业农民迎进来：延安

市、长安区、咸阳市农广校校长带领县

区农广校校长和职业农民代表来我市交

流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通过深入交流,在

生态农业产业运作、品种推广、发展理

念等方面双方收获满满,拓宽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达到了预期目标。 

2.4积极争取信贷金融支持。积极与

汉中各大银行进行沟通,为会员争取到

适合职业农民贷款的方式和途径。先后

与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信合

等三家银行建立合作关系,成功为51位

会员解决贷款困难问题,总贷款额达

1170万元(贴息免抵押贷款)。极大地促

进了职业农民创业积极性和发展产业的

信心。 

2.5强化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校的联

系,注重会员的可持续发展。先后培养了

一批养殖业高端人才,13家从事养殖的

会员领办的企业参加了华南温氏集团、

华南农大举办的培训,达成合作协议,建

立了合作关系；主动争取培训项目。市

协会经过两年的系统培训,协会内部的

50名初级职业农民全部被市农业农村局

认定为中级职业农民；参加论坛。会长

吴宝继和略阳县会员周强参加了在山东

济南举行的2018年首届全国新型职业农

民发展论坛,为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开创

中国特色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新局面建言

献策。 

2.6主动投身脱贫攻坚。协会成员积

极参与产业脱贫工作,建立利益长效机

制,引领、带动、帮扶贫困户实现脱贫目

标。协会成员采取免费发放家禽、家畜

等,再保价回收形式；对贫困户土地流

转、租赁、入股形式；帮助部分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发展自己的产业形式；聘

用贫困户入社入园务工形式；贷款入股

协会会员企业分红形式；互助资金入股

协会会员企业效益分红形式等七种帮扶

形式开展扶贫,共帮扶300多户贫困户摆

脱贫困,走上小康路。 

2.7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成立了协会技术服务小分队,

结合“科技之春”、“科技三下乡”活动,

进村入户,为周边群众提供技术服务。自

2018年以来先后开展技术指导服务30余

场次,成功带动周边贫困户产业发展,脱

贫增收。 

2.8组织开展或协办各种活动。承办

展销会,推介汉中特色农产品。成功筹办

了为期十天的“汉中市首届脱贫成果展

暨农产品展销会”,先后有186户参加展

会,展出农产品500余种,全方位的展示

了全市产业扶贫成效；协助市上参加了

第25、26届农高会,参与农产品展销。为

诸多企业产品展销推介及我市脱贫成果

亮相农高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协助市

上组织村振兴运动会和农民丰收节活动,

提升了农民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举办特色活动。举办了以“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为主题的五四青年交流会,鼓励

80后、90后不但要有干事创业的信心和

闯劲、还要有服务协会的责任心和担当。 

3 主要困难诉求 

3.1扶持政策可操作性有待加强。尽

管政府出台了扶持政策,但由于扶持政策

的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可操作性,在实际

工作中往往落实不到位,难以形成激励。 

3.2设施农业建设用地审批困难。土

地是职业农民发展增收的重要生产要素,

通过“三变”改革流转的土地在经营类

型和发展项目上限制较多,设施农业建

设用地手续繁琐,审批困难。 

3.3农村青壮劳力流失严重。受经济

发展、工资待遇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青

壮劳力大多愿意外出务工,农业项目和

农业实体很难雇佣到青壮劳力,尤其是

农忙时节,“用工荒”的问题十分显著。 

3.4融资渠道比较匮乏。农业投入大,

见效慢,金融资本融资难,从银行贷款难

度较大。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利息高、

负担重、难办理。 

3.5发展后劲不足。职业农民虽然掌

握了一些专业技能和经验,但由于缺乏

现代营销知识和管理策略,再加上农产

品附加值低,规避风险的能力差,很难长

期顺利发展。 

4 结语 

为了充分发挥我市职业农民协会作

用,笔者认为需要采取以下建议： 

4.1扶持政策适度倾斜。扶持政策适

度向获得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实体倾斜,

激励职业农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动

村民共同富裕。 

4.2吸引帮助劳力返乡。利用各种媒

体大力宣传返乡就业创业政策和先进典

型,鼓励和吸引有意愿、有能力的在外农

民工返乡,缓解用工难现象。 

4.3简化相关办事手续。完善农村

“三变”改革的配套政策,简化立项和

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加强信息引

导,妥善解决设施用地问题。加大信贷

支持力度,改进资信评估制度,要进一

步扩大职业农民农业创业贷款贴息范围

和金额。 

4.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新理

念、新知识、新技术及现代管理、营销

知识的培训,增强职业农民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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