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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建设
CHENGXIANGJIANSHE

农机教育培训工作是推动农机服务产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手段。农机培训工作的好坏，影响到农机驾驶、农机操作和农机
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经济效益和安全生
产，影响到农村的稳定。

一、农机教育培训工作的现状
（一）农机教育培训开展的基本情况
博湖县地处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总人口 5.85

万人,总耕地面积 32 万亩,由于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便
利、气候湿润温和，极适宜发展种植业、林业、牧业。全县总面
积 3808.6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28.98 万亩，全县总人口 6 万
人，截至 2019 年，全县农机固定资产总值达到 2.03 亿元,农机
总动力 18.9 千瓦；拖拉机拥有量 6120 台。2019 年，共培训各类
农机人员 1630 人次，其中农机管理人员 35 人次，农机技术人员
145 人次，农机操作人员 2650 人次，农牧民 400 人次，完成农村
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农机使用与维修培训 500 人。

（二）农机化教育培训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博湖县农机培训机构和农机推广站合并在一起，并没有单独

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培训教师也由农机推广站人员兼任。承担着
全县农机化管理干部、农机化技术人员、农机作业服务人员及其
他人员的培训任务。办公室面积达 100 平方米，教室面积 60 平方
米，实训场地面积 300 平方米；机库 150 平方米，共有教职员工
6 人。

二、农机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培训经费不足
博湖县农机培训机构和农机推广站合并在一起，并没有单独

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培训教师也由农机推广站人员兼任。由于地
方财政困难，只给农机技术人员拨发工资，其他业务经费几乎没
有，基础设施较弱，严重影响办学实力和发展后劲。

（二）农机化人员培训的教材内容落后
为进一步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力度，新型农机驾驶员培训面

向广大农民和农机驾驶人员，在内容编写上依照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规划教材要求，把实用性技能放在首位。老教材已经不能满足
人员对新机械设备的培训需求。

（三）培训的基础设施较弱和教师知识老化
培训学校对新的机械设备严重缺乏，老旧的教学设备不能满

足新时代的教学需求。教师知识老化，教学内容和手段落后，导
致学员所学知识与实际不相适应，大量新机具、新技术无法发挥
应有作用，严重影响了农机培训工作的开展。

（四）农机培训内容较窄，培训形式单调
培训主要以课堂理论传授为主，实践培训很少的培训方式单

调而枯燥，导致学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新技术的推广进程
缓慢。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驾驶操作人员，在购买了农机后，思
想上产生了模糊认识，认为从事农田作业，只在农忙时间在田间
道路上行驶，不需要挂牌，也不愿参加技术培训，不需要办理驾
驶执照。在农忙季节，无牌驾驶，违规载人载物，把安全问题当
儿戏，给农机安全生产埋下严重隐患。

三、开展农机教育培训工作对策及建议
针对当前农业机械化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需

求，提出开展农业机械化教育培训工作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浅谈新形势下新疆博湖县农机教育培训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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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机教育培训工作是推动农机服务产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介绍博湖县农机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分析了当前农机技术培训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农机培训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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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对农机技术培训工作的经济支持
农机化技术培训工作需要充足的经费作为保障，因此政府的

主管部门要在物力、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加大对农机基
础培训设施的建设力度，这要才能使培训工作更好的展开，从而
进一步提高农机化技术培训质量。

（二）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做好农机技术操作人员的
培训工作

做好农机培训在政府支持的前提下,需要提高教师队伍的专
业素质,选取和农业机械设备专业相对应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员
加入教师队伍中去，扩充教师队伍人员数，向农民多方位地传授
农机技术,普及农业机械操作知识。

（三）面对新形势，全面深化农机新技术培训
新时代背景下,农机技术日新月异,因此,要全面深化农机新

技术的培训。一是农机新技术培训要结合农民需求和农业结构调
整相结合，以及开展技术服务相结合，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到
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各环节遇到的问题，切实搞好技术
服务，让广大农民体会并切实得到农机化带来的好处。二是探索
农机技术培训新路子。办流动培训学校，送科技知识到乡村；结
合农机推广现场演示活动，开展现场培训；利用新闻媒体、培训
班、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进行农机技术培训；利用农闲、集
会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为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四）开展农民购机技术培训，确保农机手应学尽学
一是利用农机具购置补贴发放、农机具鉴定、观摩现场会

等，以观摩会进行实地培训。二是编写技术资料，开展函授教
学。围绕深松作业、秸秆还田、设施农业等技术，农机安全生产
操作技术，农机维修、产品选购及伪劣识别等内容，编写技术资
料，并把技术资料放在农机化培训网页上，定期更新内容。三是
加大农机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农机手应学尽学。加强农机法规宣
传的力度，在违章作业的农时高峰季节，应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
力宣传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无牌无证严禁进行农田作业的
规定，形成遵章守法光荣，无证驾车耻辱的舆论氛围。要加强安
全监理执法力度，使无证驾车者没有活动场所，迫使无证者参加
培训。

综上所述，开展农机教育培训工作这是一项为民服务的重要
工程，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共同支持，共同关心，并且在
实践工作中将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在发展中创新理念，灵活使用
市场经济学，将培训思路扩宽，将农机技术发展成培训农民的专
业基地、技能培训基地以及安全生产的培训基地，为提高农村经
济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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