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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于财政力量不足，高素质农民培育项

目的参训人数有限，与农民旺盛的培

训需求间还存在差距。

如何缓解“供不应求”的状态？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表示，下一步，

将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倾斜支

持，并以财政扶持为杠杆，通过精细化

和针对性项目入股、技术入股、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撬动社会多元化投入，

更好地解决供需矛盾。

“解决投入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

需进一步扩宽服务提供渠道。”云南省

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袁平荣认

为，可通过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

农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

设，促进和提升农民的各项素质。同时，

还可采取扶持合作社中那些懂经营、

有技术的社员创新创业，发挥其技能

优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培训供

需不平衡问题。

扩内容，满足多元动态需求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目前，全省针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培育

主要围绕全面提升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

技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素质素养三

个方面，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业农村部制

定实施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十个专项行

动”，即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新

品种玉米试点、“菜篮子”生产技术、

豇豆质量安全控制、专业农机手、重点

区域乡村产业带头人、青年先锋、巾帼

建功、农民素质素养提升、科技助农在

线讲。

然而，随着特色农业不断发展，特

别是“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等主要

发展模式不断深化，各地区农民对培训

培育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和变化较快等特

点。比如，禄丰市农民赵小琴在 2021

年通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考评，

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证书类

别是“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能

型高素质农民。但 2022年开始，她便

不再从事相关生产，而是组织了购销团

队，当起职业农产品经纪人，这本证书

对她的帮助并不大。

可见，目前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内

容有待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扩展。据云

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省级层面将进一步围绕生产技

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素质素养提升

等方面，指导和帮助各地高素质农民培

训培育管理部门和承接机构建立动态机

制，实时掌握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现实

需求，积极完善培育制度、扩展项目，

为农民提供更多符合生产实际的培育

服务。

云南省农科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

研究所所长张杰认为，下一步，各级相

关部门在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和队伍建

设中，应将培训培育思路由“政府能提

供什么服务”不断向“农民需要什么服

务”转换，有针对性且动态地设置培训

课程、拓宽受训渠道、调整服务项目。

培育培训承接机构应以市场为引导，主

动跳出“规定动作”，因地制宜创新“自

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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