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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推广，归根结底还是依靠基层人才。破解乡村人才
瓶颈制约，需要采取引才和育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策略。
强化对本土人才的培育，本土人才也涵盖当地有志于开
展农技推广的新型职业农民、“土专家”、技术能人，他们
懂技术并且了解当地情况。充分挖掘乡土人才的价值，
引领人才队伍的整体壮大提升。需要发挥好政府、市场、
情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用好用活激励机制，比如特岗计
划、三支一扶、科技人才下乡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鼓励人才凭借资金、科技、创意等获取市场效益；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吸引更多高
学历高素质人才成为农技推广人员。育才和引才相结合
的培养策略，既能够充分挖掘乡村本土的人力资源，又能
有效补充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
3.2.2树立“一懂两爱”的培养目标乡村振兴，要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在
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时应将“一懂两爱”作为新要求嵌入其
中。首先，要培养基层农技人员“三农”整体发展、“一农”
带动“两农”的推广理念，不能孤立地看待农业、农村和农
民之间的关系，而要通过发展农业来带动农村面貌改善、
农民素养提升，农业、农村、农民是不可分的，优先发展与
综合全面发展并重。其次，要培养的是一群懂现代农业
产业、爱宜居乡村、能教化引领农民的人才，在人才培养
中应突出新时代“三农”的特点，树立三产融合发展的理
念，注意强化人才培养的全科性，关注生态理念教育和人
文素质的养成。最后，爱农情感的获得要成为人才培养
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将爱农教育编入培养方案、带入课
堂，让学生最终能带着爱心与情怀离开校园、踏入农村。
3.3建立系统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系统完善的培养运
行机制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保障，为此，必须在职前、职后
教育中采取有效措施将全新的人才培养理念贯彻落实到
实际操作中，为基层农技推广事业提供人才支撑。
3.3.1职前教育方面开展大类培养，发展交叉学科。
培养“一懂两爱”的复合型人才，大类培养是适应当前专业
导向下，解决知识结构单一问题的培养方式，学科交叉的
目的在于突破各专业间的壁垒，建立对不同知识之间的联
系，为学生提供技术开发、推广应用、经营管理、产品开发
营销等多方面的知识，提高其进入基层岗位后的能力。开
设未来基层农技人员专项班。将有志于成为基层就业创
业主力的学生统一起来，以专项班形式为有意愿的学生提
供下基层的机会、良好的规划，使专业课程设置能够充分
符合实际需求。加强对基层就业优惠政策的科普和指导，
建立与基层单位的合作关系，增加学生的实践实训机会。
3.3.2职后教育方面
3.3.2.1适时调整培训内容，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培训内
容要满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总体要求，现
代农业技术一直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新时期，一、二、三
产业融合成为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产销环节密不可分，农

村生产、经营、销售体系一体化发展，建议在巩固技术教
育的基础上增设加工业、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的推广课
程，帮助农民较快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增设部分农业生
态、职业道德、人文精神方面的课程，将生态意识、文明意
识与职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
3.3.2.2培训方式多元化建立学校教育与实践锻炼相
配合、国内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相促进的多元化人才培
训模式，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注重在实践中培养能力，
积极探索现场指导、网络学习、一对一咨询、互动教学等
类型丰富的培训方式。建立多元结合的培训主体和培训
基地，在利用好农业院校和涉农企业等培训资源的基础
上，吸引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各类培训机构参与，形成
统一规划、合理分工、多元组织的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3.3.2.3健全培训机制一是建立优秀稳定的师资队伍。
教师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要有突出的实践推广能
力，挑选推广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稳定的团队，加强教师
定期培训，采取以“师”带“徒”“师徒”结对的形式促进青
年教师推广能力的提高。二是优化培训安排。严格把关
遴选培训对象的过程，防止随意安排学员参训，同时要适
当提高补助标准，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和地点，建立省级培
训与地方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机制，在县级广开培训班，达
到工作学习两不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安排学习。
3.3.2.4健全教育监管评估机制完善的教育监管评估
机制能够防止产生教育过程中的失误。因此，建立专门的
教育督导部门和专职督导队伍，健全农技推广人才培养国
家督学制度，健全督导检查结果公示制度和责令整改
制度。
3.3.3发挥教育监督、指导、评估、反馈职能首先，对乡
镇农技推广人才培养过程进行动态监管，严格把控教育
目标、培养内容和师资的设置，定期审查培训过程是否符
合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格，保证人才培养开发的质量和
效果。其次，注重考核评估，实行考查与考试、诊断性测验
与终结性测验相结合，将结业会考成绩纳入绩效管理，考
核结果作为工资、福利、奖金等的重要依据之一，考核结果
优异者予以表彰奖励，从而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学习积极
性。再次，建立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与培训单位之间的双向
评价机制，了解参训人员的培训需求以及培训存在的问
题，将参训人员的反馈意见应用到教学过程的改进之中。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EB/OL］.［2018-09-26］.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
26/content_5325534.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农业
出版社，2016.

［3］朱梅，应若平.人文社会学科对高等农业院校科技推广创新的价
值及其实现途径——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
2010（1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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