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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高四川眉山市农民培训的效果，本文通过调查分析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参训需求，对眉山市

立足地区特点创新构建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管理体系核心内容即落实分段培训、科学设置课程、合理配置师

资、全程摄像监管和培训层级管理进行探索，提出推动观念转变、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整合资源等优化管理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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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

动乡村人才振兴，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

置。加强乡村人力资本开发，重点是提高农业从

业人员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乡村人

力资本素质［１］。深入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着力

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

质农民队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赋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要历史使命。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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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李培（１９８９），男，在读硕士，农艺师，从事农民教

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Ｅｍａｉｌ：２３０８９０９３＠ｑｑ．ｃｏｍ。

农业农村部启动农民教育培训三年提质增效行

动，眉山市创新构建培训管理体系，为输送乡村振

兴高素质农民提供有力支撑。本文通过调查问卷

的方式对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参训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提

高农民培训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１　构建管理体系的背景特点
１．１　培训层次县级为主

眉山市２０１９年总计投入项目资金６８０万元

培训高素质农民 ２３６９ 人。其中，县级培训

２２２３人、市级培训３０人、省级培训５４人、省

外（南京）培训５０人、境外（台湾）培训１２人。县

级培训人数占总人数的９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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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培训机构民办为主

眉山市２０１９年共确定１５个培训机构承担培

训任务。包括眉山东坡联众职业技能学校等９个

当地民办培训机构、四川农业大学等４个省部级

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南京农业大学以及中华优质

农业推广协会。９个当地民办培训机构共承担培

训任务２１７１人，占任务总量的９１．６４％。

１．３　培训师资入库充实

眉山市２０１９年入库高素质农民培训有效师

资１７８名。专业涉及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市

场营销、政策法规等领域。其中，农技推广人员

８２名、涉农高校教师４２名、土专家３６名、管理干

部１８名，分别占４６．０７％、２３．６０％、２０．２２％和

１０．１１％，培训师资平均授课５．７５次。

２　构建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２．１　落实分段培训

在农闲季节，以１５ｄ不少于１２０学时为标

准，以满足高素质农民学习兼顾生产生活实际需

要为目标，开展分段式培训。其中，县级培训分为

３段，以５ｄ为１个培训周期，每次分段安排１～

２ｄ休息时间；市级培训在集中授课和外出考察之

间分段１次，安排３ｄ休息时间。

２．２　科学设置课程

以“职业素养生产技术营销能力”同步提升

的理念设置县级培训课程，素养课程∶技术课程∶

营销课程学时为１∶２∶１；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

时为２∶３，每个分段周期安排２ｄ理论、３ｄ实践，

实践课程主要安排生产技术实训实习。市级培训

按照部、省规定安排１０ｄ集中授课和５ｄ省外考

察。通过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交替进行［２］，提升

课堂趣味性，增强培训吸引力。

２．３　合理配置师资

分类管理师资，将培训师资分为理论、实践和

管理教师３类，提供培训服务的管理教师原则上

不兼职授课，所有培训师资不跨专业授课。要求

基本能力，按照编制内师资须具备中级及以上技

术职称、８级及以上管理岗位或副科级及以上行

政职务，土专家须从事农业技术或管理工作满

５年的要求对教师基本能力进行审核。控制课时

总量，对每名教师在同一培训班的授课课时进行

总量控制，县级培训不超过８学时、市级培训不超

过１２学时（４学时·课１）。

２．４　全程摄像监管

采取理论课程全程摄像、实践课程部分摄像

的方式对培训进行监督管理。一是监管培训学员

出勤。按编号固定培训学员座次，理论课程累计

请假超过１６课时或无故缺席８课时的，按退学处

理；二是监管培训机构履职尽责。市、县农业农村

部门每年对培训机构刻录的摄像资料进行核查，

对未开展摄像或培训班学员总体出勤无故少于

９０％的机构一票否决，暂停次年承担项目资格，视

缺席程度按标准收回项目资金。

２．５　培训层级管理

确立“县级市级省级省外境外”眉山市高

素质农民培训层级体系，探索培训层级晋升的管

理制度。省级培训学员须具备县级或市级培训经

历，赴省外培训学员须具备市级或省级培训经历，

赴境外培训学员须具备省级或省外培训经历。首

次参加培训的学员原则上从县级或市级培训开

始，特别优秀者经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批准，

最高可推荐参加省级培训。

３　培训学员需求的问卷调查

３．１　调查对象及方法

３．１．１　调查对象　于２０１９年７１１月以眉山市

所辖东坡区、彭山区、仁寿县、洪雅县、丹棱县、青

神县的１１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员为对象，共调

查５２３人。由表１可知，３５岁以下占２０．８４％、

３５～５４岁占７４．３８％，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占３４．８０％，分别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０４％、

２．２７％和３．７０％
［３］，符合高素质农民队伍结构

特点。

３．１．２　调查方法　一是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

查问卷５４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２３份，有效问卷率

９６．８５％；二是现场访谈。每个培训班随机选择

３～５名高素质农民现场座谈访问，广泛收集培训

意见和建议，探讨高素质农民关注的培训热点问

题；三是数据分析。将问卷调查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３．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３．２．１　分段培训需求　调查发现，有４３７名高素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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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农民认为培训时间较长，需要分段培训，占

８３．５６％。对分段频数需求调查，分段１次占

４３．０２％、分段２次占５０．８０％、分段３次及以上

占６．１８％；对休息天数需求调查，每次分段休息

１ｄ占３１．１２％、休息２～３ｄ占５８．８１％、休息３ｄ

及以上占１０．０７％。分段频数与休息天数需求的

不同组合中，分段２次、每次休息２～３ｄ人数最

多，占比３８．４４％（图１）。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狋狊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选项

Ｏｐｔｉｏｎ

数量／人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年龄／岁

Ａｇｅ

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男 ３２６ ６２．３３

女 １９７ ３７．６７

１８～２４ １５ ２．８７

２５～３４ ９４ １７．９７

３５～４４ １７９ ３４．２２

４５～５４ ２１０ ４０．１６

５５～６０ ２５ ４．７８

初中 ３４１ ６５．２０

高中（中专） １１８ ２２．５６

大专（高职） ４９ ９．３７

大学本科 １５ ２．８７

图１　分段培训需求分析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ｅｄｓ

３．２．２　课程设置需求　调查发现，有７９．７３％高

素质农民参训目的是学习技术，开拓眼界和争取

扶持分别占１３．９６％和６．３１％。有９０．４４％高素

质农民迫切需求学习生产技术类课程，而职业素

养和市场营销课程需求仅占４．２１％和５．３５％。

访谈发现，高素质农民普遍重视生产实际，认为高

素质农民培训就是单纯的技术培训，对生产技术

以外的其他课程兴趣不大。

３．２．３　师资配置需求　调查发现，有９３．１２％高

素质农民认为授课师资要保持多样性，对农技推

广人员、涉农高校教师、土专家和管理干部的需求

程度 分 别 占 ４３．２１％、２１．８５％、２４．２３％ 和

１０．７１％，农技推广人员最受欢迎，而土专家略高

于涉农高校教师。访谈发现，高素质农民普遍认

为农技推广人员、土专家授课内容更为贴近当地

产业发展实际，符合其切身利益需要；涉农高校教

师授课内容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短期内难以转

化应用于生产，但有利于增长见识。

３．２．４　全程摄像需求　调查发现，有９７．１３％高

素质农民对理论课程全程摄像、实践课程部分摄

像的监督管理措施表示支持和认可，认为其对学

习有利，希望继续实施；有２．４９％高素质农民认

为其过于严苛，不支持、不理解，希望停止实施；有

０．３８％高素质农民认为其暂时与自身关系不大，

持保留意见。

３．２．５　培训层级需求　调查发现，高素质农民对

各层级培训均有需求，其中，县级培训需求占

３４．６１％、市级培训需求占３２．８９％、省级培训需

求占２２．７５％、省外（含境外）培训需求占９．７５％。

将年龄层次与培训层级需求交叉分析，随年龄递

增，省外培训需求在不同年龄层次中的比例呈需

求先减后增，县级培训需求持续递减（图２）。访

谈发现，年轻人普遍希望参加高层级赴外培训，以

开拓眼界、增长见闻；年长者因受家庭、产业等因

素制约大，多希望就近培训。

图２　培训层级需求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ｎｅｅｄｓ

４　结论
眉山市２０１９年创新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管

理体系取得良好效果：分段培训需求程度高、全程

摄像支持程度高；突出技术主导的课程设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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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民学习需求；入库有效师资队伍结构合

理，能够较好满足培训要求；培训层级体系能够较

好服务不同年龄高素质农民价值追求。

５　对策建议

５．１　推动观念转变

高素质农民培训旨在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素

质，要确保培训提质增效，必须推动高素质农民转

变传统观念，不仅重视学习生产技术类课程，也要

重视学习职业道德、政策法规、产品销售等综合性

课程。因此，要大力推行农业农村部２０１９年《高

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行政主管部门第一

课”制度，由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为本级开展的

培训班讲授第一课。重点讲好培养高素质农民的

重要意义、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激发高素质农民

身份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其端正

学习态度、树立正确学习观念。

５．２　坚持以人为本

高素质农民培训周期一般较长，要确保培训

提质增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考

虑高素质农民参训困难及需求，营造有利于农民

学习［４］的氛围，最大程度减轻其思想和身体负担。

坚持在农闲时段开展分段式培训，为保障项目运

行整体性和连贯性，分段频数和休息天数不宜过

多，分段１～２次、每次休息１～３ｄ最为适宜，各地

区可视情况灵活安排。坚持选择环境较好的培训

场地，夏季应配备空调。坚持选择质量较高、安全

可靠的就餐场地，提高伙食水平。坚持全程摄像

管理，严肃课堂纪律，督促民办培训机构切实履行

职责。

５．３　积极整合资源

高素质农民培训既是农业从业者汲取现代科

技知识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挖掘优秀、选树典型的重要渠道，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应积极争取财政经费支持、整合项目资源，在就

地培养更多高素质农民的基础上，科学搭建培训

层级体系，不断增强培训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吸引

各类优秀人才主动靠拢。广泛吸纳涉农高校毕业

生、返乡留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参加县级或市级

培训，注重在培训过程中发现培养优秀创业创新

青年，选送其参加更高层次培训，让有志青年成为

现代农业“生力军”，确保现代农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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