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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都以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建
设为主要课题，汇集社会的高水平人才投入现代化乡村的建设，
是乡村振兴视域下所有工作的必经之路。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目标
各级政府部门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直至 2020 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及相关政策体系，
并确定了到 2035 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农村生产的伟大目标；到
2050 年要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即“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三个方面的目标，而我国目前已经全面开展了乡村振兴的部
署工作。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基层人才队伍是
乡村振兴工作的助力，为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提供驱动力。
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打造一支力量雄厚、水平较高的基层
农技人才队伍非常关键，一方面，基层农技人才要懂农业生产、
热爱农村和农民；另一方面，基层农技人才要有理想、本领和担
当，要能够在农村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用得上。只有满足
这两个大方面的目标，才能够是基层的农技人才队伍符合乡村振
兴战略的要求。

二、当下乡村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乡村振兴的相关工作，但是由于处

在初级阶段，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基层农技人才短缺
的问题就是现实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基层农技人员的编制多
数由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进行管理，而实际上则并非由政府部门
进行调配，那么就容易出现乡镇干部占用农业服务中心人员编制
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专业人才的岗位存在占岗。另一方面，我国
的乡镇农技人员老龄化现象严重，许多年轻的人才不愿意到乡村
基层工作，基层工作岗位非常辛苦，即使能够招录到一些应届毕
业生，但能够在岗位中长期工作的也非常少，多数在工作 2 ～ 3
年以后选择离岗进城，所以乡镇农技人员的短缺问题是一直存在
的。此外，自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我国农业的生产形式已经
逐渐由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政府部门增加资金的投入力
度，发展高效的经济作物与特种养殖，并推动地区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在岗的基层农技人员由于专业知识已经相对
落后，而新生力量补充不足，所以现有的基层农技人员力量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
农技人才队伍需要专业能力过硬的复合型人才，但许多基层农技
机构的职能还比较弱化、可供使用的经费不足，而高水平的人才
不愿意流动到基层岗位中享受不高的福利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乡村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一）增设人才招聘途径，壮大农技人才队伍
现如今互联网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关于基层农技人才

队伍的建设也可以打破以往传统模式的瓶颈，扩大人才的招聘途
径，为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提供应聘通道。政府部门可以与各地的
高校达成合作关系，在教育中培养特岗定向的高水平人才，解决
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招聘难问题。有些地方可以实时特聘计划，
即将基层农技人才岗位作为特岗，面向社会进行招聘，将一些有
工作经验的能手、标兵等适当地放宽岗位要求，尤其是技术骨干
类的人才，可以为其提供丰厚的岗位待遇，吸引人才留在基层岗
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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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推动基层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乡村的经济增长，而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打造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加强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为乡村振兴筹备基础力量。本文从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目标进行分析，结合当下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提出关于乡村振兴视域下建设高水平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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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人才培训计划，做好人才在岗培训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工作，同时也要做好培训工

作，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人才在岗位中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
识。乡村振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建设过程
也是在摸索中前进，世界各国并未给我国提供成功经验，而这一
伟大设想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所以有关部门不能停止对人
才的岗位培训，使岗位上的人才时时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理
论、接受新的技术，才能够推动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的不断发展，
如可以定期举办农博会、农业科技展览会等，或是针对某一作物
进行技术交流研讨会等，都可以在交流中达到培训的作用。

（三）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加强基层设施建设
对于人才的编制问题，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人才资源的管理，

建立起一岗一人、一人一岗的管理机制，避免有些岗位徒有虚名
而无实人，不断农技人才队伍，增强基层农技人才岗位在社会中
的认可度，才能逐渐打开招聘之路。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
略，有关部门不仅要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下足功夫，更要为农技
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要为农业科技研究提供充足的
经费保障，实现专款专用，精准管理每一笔研究经费，了解其去
向，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统计明细；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农技
设施的建设，可以引入先进的设备，完善其基础设施结构。

四、结束语
乡村振兴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关系着我

国农业、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
标，各地政府部门就要积极建设实力雄厚的基层农技人才队伍，
建立良好的基层农技人才管理机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技工
作的实践与发展，使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水平越来越高，农业
经济收益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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