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关键要“留人育才”

【背景链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创新思路，立足本地

实际，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协作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案例现状】

然而，据调查，当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遇到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缺人”，尤其是人才匮乏。

农村留守的多是老、弱、妇、幼，乡村年青后备力量缺乏，现有“三农”实用人才占农业总人口比例低。

有的村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到 50%，以老年人和在镇、村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为主。青

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仅在农忙和过年期间回村暂居。二是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导致农村实用人才

少、整体素质不高，作用发挥不明显。三是典型示范引领缺失，带头作用不明显。有的乡镇虽然成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但农业创业人才、技术性人才不足，农业发展缺乏示范和带头人。四是镇村两级在

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支持力度有限。农民培训机构建设滞后，还有很多农民缺少培

训，很难真正培养出符合农业发展实际的新型职业农民。

【对策建议】

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人是主体和基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留人育才。

一要做好精准选人这个基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制定一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遴选标准，以粮油

大户、蔬菜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等热爱农业、服务产业、职业道德

和社会公德良好、现代农业理念先进、具有较好示范带动效应的新型农业主体带头人为主要培育对象，

面向返乡下乡大学生、退伍军人，重点加强宣传引导和培育培训。

二要抓住教育培训这个关键。要坚持“按需施教，因材施教”和“实际、实用”的培训原则，一般

采用农民“点菜”专家“下厨”的培训模式，补短板促发展。在培训中，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互联网

+现代农业”、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主题，通过培训，引导农民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和技术，通过

手机 APP 等现代营销模式，逐步实现农产品“产运销”电子商务一体化发展。以创业技能、市场营销为

主题，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管理、品牌战略等培训，促进了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创业人才的培育，以人才振兴促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三要做好跟踪服务这篇文章。要紧跟三大产业发展需要，持续、深入开展针对青年人才的就业、创

业培训和跟踪服务。兖州区采取协调扶持服务、项目推介服务、继续培训服务、个性化交流启发服务等

不同措施和手段，引导学员创新创业。根据每个学员的特点，量身定制创业指导计划，帮助他们解决生

产技术和管理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按农民需求，聘请知名院校的专家教授开展“一对一”技术指导和服

务，帮助学员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建立了“兖州新型职业农民”手机微信公众号，及时更新发布最新技

术、政策信息，引导学员加强自学，了解国家政策和技术信息。建立了“兖州新型职业农民风云会”微

信群等网上学习和信息交流平台，引导学员相互沟通、学习、取长补短，拓展人脉，实现资源共享。

四要用好政策扶持这个关口。对认定后的新型职业农民，兖州区整合利用成员单位现有政策、项目

向职业农民进行倾斜，在资金、信贷、技术、项目、品牌认证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区农业农村局协调

粮食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企业，为粮食产业新型职业农民开展订单种植服务；向拓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农业电子商务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项目、物质、人力等大力扶持。

五要创新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个长效机制。要建立稳定的培育投入机制，不断深化、细化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培训方式、扶持政策与激励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形成，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一体发展。同时持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跟踪服务，“零距离”地指导

帮助学员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调动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业积极性。大力培植创业典

型，扩大宣传。让典型“现身说法”，发挥引领示范效应，营造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社会舆论氛围，

激发更多的农民参与培育工作。要整合农业项目、产业发展政策，向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培育出更

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使他们真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人才、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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