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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扎实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实施主体主要依托高素质农民。

近十年,通过不断的培育培养,高素质农民逐渐成为建设现代农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坚力量,成为

带动小农户共同致富的领头雁。然而,高素质农民后续扶持力度还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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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top priority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ork i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main body mainly relies on high-quality farmer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rough continuous cultivation, high-quality farmer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iddle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become the 

leader of small farmers to get rich together. However, the follow-up support of high-quality farmers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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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

的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下面就农业部门培育农村实用人

才---高素质农民的相关思考分析如下。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从十九大以来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安排部署,乡村振兴

包括五大方面,但最主要的最基础的还是产业振兴,我认为同时

并重的还有人才振兴,所有的产业都是以人为本。乡村振兴,产

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2014年,国家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列入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2020年起转型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紧密围绕农业农村人才需求,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

分层实施、全程培育”,面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

合作社带头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全产业链培训,着力提升农民技

术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快构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2022年起,国家进一步启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为乡村产业振兴

领头雁,切实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以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为例： 

1 呼和浩特市高素质农民的基本情况 

 

图  2018年,作者时任呼和浩特市农业广播电视学学校校长,在

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培育过程中,接受内蒙古自治区广

播电视台栏目之一——《NMTV小满广播站》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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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9年,作者给接受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农

民授课 

2014-2015年,呼和浩特市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

简称“阳光工程”,在和林格尔县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90人；

2016年之后,呼和浩特市正式开始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培育经费每年开始列入财政预算。据统计,全市新型职业农民

(高素质农民)截至2023年年底共培育11318名。据不完全统计,

按照产业类别分类,以2020---2023年为例,全市共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高素质农民)5295人,其中种植业3114人,养殖业331人,

农机业895人,其他合计955人。种植业占比最高,达到58.81%,

农业机械化手占比也相对较高,基本符合大田作物现代化农业

机械化特征。 

2 存在的问题 

(1)目前呼和浩特市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最

早的一批已经过去整10年,有些知识更新力度还是不大,培育的

形式还不够丰富与更新迭代的速度还不够,还不能完全适应现

代首府农业的发展速度； 

(2)已经培育过的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在政府部门

安排部署重点农牧业工作时,参与度还不够宽广；惠农项目的覆

盖率在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中覆盖面还不够广。 

(3)已经培育过的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接受培育后

的回访与帮扶力度还不够,各种原因,有的高素质农民已经转行,

不再从事农牧业工作,对培育资源无形中造成一定的浪费。 

(4)已经培育过的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培育后,联农

帮农还需要加强,引领示范作用还不够明显,力度还不够。 

3 对策建议 

3.1关于建立多样化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一是完善培育体系。依托全国各级农广校体系主阵地,统筹

用好涉农高校、职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科

技教育资源,广泛吸收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和社会

培训机构参与,充分发挥不同类型主体的优势,满足农民多样化

的教育培训需求。 

二是强化基层教学。高素质农民培训课程体系中强化实习

实训学时比例,专业生产型、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培育中实习

实训的学时数不低于总学时数的2/3。强化到田间地头实践实

训,用好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

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办高素质农民实习实训课程,选

聘各级各类优秀教师、专家和田秀才、土专家加入兼职师资

队伍,建设共享师资平台,打造优秀农民讲师,面向农民开展

技术培训。积极推进农民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实现主导

产业全覆盖。 

三是丰富培训手段。不断创新高素质农民培训形式,组织各

地综合运用现场集中教学、线上远程教学、生产一线实习实训、

异地观摩学习等多种方式,结合农时农事开展培训。利用好网络

学习平台,支持跨区域培训,支持各地根据实际需求,组织高素

质农民跨区域观摩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提升高素质农民产

业发展水平。 

四是组织专题培训。围绕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专项

行动,针对性地组织培训。 

五是优化课程内容。开设综合素养类、专业技能类、能力

拓展类高素质农民培育课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农法律法规、农业农村政策、农业绿色

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金融信贷保险、乡村

规划建设、乡风文明、农耕文化等纳入综合素养课,将农业生产

全过程和经营管理相关技术技能纳入专业技能课,根据农民产

业发展实际需求开设能力拓展课。将电商培训纳入高素质农民

培育课程,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 

3.2涉农重点项目新型经营主体应该是主要实施主体 

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涵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

龙头企业等,这些群体的主要负责人与业务骨干都是新型职业

农民的主要组成成员。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当前,我们“三农”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乡村的全面振兴,

它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同时我认为人才振兴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任何好

的产业,核心都是以人为本进行推进与建设的,人才振兴是保

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从呼和浩特市实际

来看,正在进行六大产业集群的推进与建设,呼和浩特成功获批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

业园建成投产。从“一棵草到一杯奶”,从“田间到餐桌”,呼

和浩特形成了“研发——生产——市场”全产业链条,“中国乳

都”地位更加稳固,绿色农畜产品这张“名片”擦得更亮。围绕

奶业振兴,相关产业都在统筹推进,例如现代农牧业产业园的建

设与项目落地实施,在各级政府统筹时应将项目实施主体主要

落实到这些高素质农民聚集的新型经营主体中。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示范带动作用,这些高素质农民通过较系统的培育,无论

在思想理念还是生产技术与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具有小农户所不

具备的优势,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真正起到头雁的作用。 

3.3导师帮扶制度与定期回访制度并重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1+1+N”导师帮扶机制,呼和浩特市

可以进一步细化推进实施,切实将学有所长,术业有专攻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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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整合后形成制度,进行有效帮扶。要形成定期回访制度,及

时回应高素质农民的诉求。 

每年都有高素质农民培育,都有建立台账,在培育项目结束

之后,根据每个专业培训班的实际,负责组织培育职业农民的部

门应该建立形成定期回访制度,并实行回访全覆盖,回访形式可

以一对一,也可以采取集中起来,统一回访,重点观摩调研的模

式,根据实际进行适时的安排。让高素质农民在实际生产、掌握

政策、市场对接营销等方面的困惑与诉求得到及时回应与帮扶。 

对不断提升培育层次的高素质农民要在职称评定方面有所倾

斜,作为政策扶持的重要形式,农牧业部门与人社部门联合实施。 

 

图 2019年,作者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两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同仁共同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产业

基地指导工作。 

 

图 2024年,作者作为党代表在基层调研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

农民)产业发展情况。 

3.4推进高素质农民(头雁)的引领示范作用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到高素质农民培养,再到2022年开始

启动实施的“头雁”培育项目,提升了培育的层次与力度,这些

“头雁”是国家重点培育的联农帮农力量,是围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干得好、有潜力、能带动

其他农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通过确定一定带动指标

的形式促使这些“头雁”帮扶带动更多的小农户共同富裕,例如,

和林格尔县新成立的农牧业协会,就是通过头雁的引领示范作

用,凝聚更多的优势资源,把农牧业产业做大做强,共同抵御风

险,共同发展致富。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素质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为了给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人才支撑,我们各级政府及专业部门应该多元化的进行政

策、资金、服务等方面扶持,同时加强对培育后高素质职业农民

的跟踪回访与服务力度,使乡村全面振兴人才培育达到事半功

倍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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