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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村领域倾斜，培养引进一批领军人才和团队。继续做好院士专家工作站

和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设站工作。

18. 培养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健全农业农村科研立项、成

果评价、成果转化机制，落实好科技人员兼职兼薪、分享股权期权、领

办创办企业、成果权益分配等激励政策。

19. 培养农业农村科技推广人才。完善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

广融合发展机制，允许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

特聘计划。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信息员队伍。

20. 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进一步拓宽科技特派员的选派

渠道和专业领域。支持科技特派员以技术、资金等方式入股，创办领办

农民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

    

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21.建立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建立完善城市教师、医生、

科技、文化等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

规定到乡村和涉农企业创业创新期间取得的业绩成果，可作为职称申报

评审的参考依据。

22.健全鼓励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激励制度。
对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首次申报评审职

称可提前 1 年。对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取得中级职称后连续在乡镇

基层工作满 10 年的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等紧缺专业技术人员，符合

相应条件可考核认定为基层有效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3. 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和乡村人才分级分类评

价体系。开展统筹使用乡镇编制资源试点，探索赋予乡镇更加灵活的

用人自主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示范带动为导向的人才评

价体系。

24. 健全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将

耕读教育相关课程作为涉农专业学生必修课。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

教育，加强“三农”干部培训，全方位培养乡村振兴所需各类人才。

25. 强化乡村人才振兴保障服务。支持涉农企业加大乡村人力

资本开发投入。鼓励各类乡村人才依法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统筹安排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乡村人才创业生

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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