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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科技文
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当前，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
断涌现，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也更为多元。培育新型高素质农
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必然
要求，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一、新型高素质农民的时代特征
（一）知识性、技术性
新型高素质农民具有新思维、新追求，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较大。他们应具备现代农业思维能力和经营能力，是产业发展、
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的行家里手，能够有效地将现代农业经营理
论知识转化运用于现代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产
品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

（二）多元性、综合性
新型高素质农民不仅是组织力强的农业经营管理人才，还是

种田能手、农技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等。他们是知识化、专业
化和职业化的有机结合体，实现了专业性与技术性的统一，作为
职业化的农民代表，为现代化农业注入一股新生力量。

（三）新眼光、新追求
新型高素质农民对农业农村新业态、新模式的接受能力较

强，具有鲜明的示范功能、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能够以信息流
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进一步激活农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根据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和实际，准确
培育新时期高素质农民，把普通农民培育成种养能手，把种养能
手和返乡入乡创业者培育成新型经营服务主体，把新型农业经营
服务主体培育成产业兴旺带头人，把农村“两委”干部培育成乡
村振兴带头人，把农业农村劳动者素质优化到与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相匹配的水平。

二、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的策略分析
（一）建立健全的农民职业培训体系
对于区域内农民的素质进行综合调研和研判，实现潜在高素

质农民的甄选，将其作为实际重点培养对象，确保培养对象的全
面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差别化的培养计划；在实际职业培训
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产业为导向，关注课程设置与区域
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确保实际的培养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最好可以从实用性，可操作性等角度来进行权衡，由此使得实际
培训行为朝着更加精确化的方向进展；再者在实际培训课程设置
的时候，要懂得去了解农民的实际诉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积极去先进的地方取经，将适合自己的留下来，将不适合自
己的剔除掉，由此使得培训课程内容朝着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依靠这样的方式，使得职业培训与农业产业关联起来，确保农民
接受到的职业培训内容，可以迅速的使用到产业生产实践中去。

（二）构建健全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
除了职业培训之外，还需要积极完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也

就是说要面对乡村需求设定对应的职业教育机构，将其作为特色
教育事业来发展，确保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人才的成长机制得以构
建。在此过程中，湖北部分地区积极尝试以如下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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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十九大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绘制得十分清晰，这就意味着将来国家会在乡村社会发展中

投入更加多的资源，在此方面的政策环境会朝着更加理想的方向进展，在此历程中农民队伍素质的高低，就成为影响乡村战略实现与否，乡村战略贯彻到位

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要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队伍的培育。从这个角度入手，首先对于高素质农民队伍的内涵进行归结，接着对于新形势

下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的价值进行诠释，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素质农民队伍培育体系的构架和策略，希望可以使得高素质农民队伍的建设工作能够朝着更加有

效地方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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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鼓励职业教育中与农业相关的专业教育可
以向农民开放，以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的方式来进行，确保对应
的农民可以依靠这样的方式进入到自我素质提升的状态；在农民
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等方面也可以找到对应的衔接机
制，确保农民在学历提升上有着更加多的道路可以走，由此使得
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朝着更加健全的方向进展。

（三）建立农民教育培训支撑机制
在对于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的过程中，需要健全的师资队伍，

这对于高素质农民的培养起到支撑性的效能。在此过程中，可以
尝试做好如下的工作：其一，在选择培训教育师资的时候，要从
理论功底的角度，从实践经验的角度来权衡，由此使得对应教师
可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效能，这样才能够确保在后续的教育培训
中可以做好教育；其二，在实际教学体系构建的时候，教材设定
要以简单易懂为准则，不要总是以理论为主导，要强调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融合，确保实际的教材建设能够进入到更加人性化的状
态，在知识承载上，要有宽度，也要有广度，这样才能够步入到
理想的教学格局；其三，积极发展线上教学事业，这样可以将更
多的教学资源融合起来，以确保实际的农民教育培训支撑机制能
够更好的发挥其效能。

三、结束语
农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不断加
大，因此，在未来的培训工作中，必须以满足高素质农民需求为
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重点，根据乡村振兴对不同层次人
才的需求，推动全面建立新职农培育制度，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1]乔敏敏.高素质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19，（1）.

[2]王生叶，刘爱月.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J].人力资源，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