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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19年4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职业农民培育三年提质增效行

动。聚焦四项重点任务：

1.深入实施培育工程，逐步实现所有农业县（市、区）全覆盖。

2.推动制度建设，留住、吸引、储备更多高素质劳动者投身农业。

3.强化培育体系，统筹农广校、农业院校等资源，健全完善 “专门机

构+多方资源+市场主体”培育体系。

4.搭建发展平台，为职业农民成长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服务。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就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

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一农业

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

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掌握什么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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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技能课程

具备哪些能力

04 培训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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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素养 、涉农政策法规、农业生态
环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化经
营、农业创业指导、“互联网+农业”、现
代农业经营与管理

新型职业农民需掌握的公共基础课程 6 

农业绿色增产增效公关模式、良种良法配
套、农业农艺农信融合、农业标准化生产
等、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店铺建设、网
络店铺营销

新型职业农民需掌握的技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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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能力
这是区别于传统农民的重要本领。职业农民不仅种得好，更要卖的好。擅
于经营的职业农民将会有助于农村的发展，更有助于农民增收。
2、学习能力
活到老、学到老。不管是谁都要有这样的想法。职业农民除了学习生产技
术、更要学习互联网知识、政策等等新知识
3、互联网知识
职业农民一定要掌握互联网知识，并善于利用互联网工具服务生产和销售，
从而能利用互联网知识帮助农民创收和增收。同时，还借助互联网新运用
发展家乡的农产品品牌和环境优势，吸引投资与旅游。
4、新技术运用能力
发展现代化农业重点是借助新技术提升农业生产和管理。职业农民要擅于
利用新技术、新运用，把这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品牌
力。

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哪些能力 8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重点

1.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
首先，相关部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以重视，全面分析和考察目前在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后开展具有个性化以及针对性的
培训活动;同时在组织培训之前应该加大宣传，通过政策吸引、适当奖励的方
式，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与到培训环节中。其次，还应该加大资金投入。
2.优化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在内容设置方面应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更多地开展实践教学。培
训的形式灵活多样，可以灵活选择全日制或者半日制等；还可以通过使用互
联两技术开展远程教育，借助微信公众号、0Q群、微课、直播等方式，突破
固定课堂在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让农民能够借助空闲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
3.强化监督和管理，支持返乡创业
社会各界的相互配合，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大学生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其
开辟更大的优惠政策。职业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应该提高就业准入制度。

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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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高度重视

培育要有针对性

创新培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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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2年以来，中央连续多个一号文件，都对职业

农民培育做出了重要部署。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

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育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全面建立职

业农民制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中央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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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面向农民群众及市场需求，以订单式来研发面向用户需求的业务培

训，推迟灵活性强、针对性强的培训。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

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鼓励农民开展多形式的培训。在内容上要

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教育和道德教育。

提高针对性 12 

需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整合

农业农村、人社、扶贫、组织、共青团、妇联、工会等部门的涉农培训资源，建

立培育联盟，创新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 “1+N+X" 模式，以相关高等职业学校为

主体，成立职业农民培育机构，在政府的领导和省市县农业、教育主管部门指导

下，负责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模式研究、教材编写、学分认定、服务指导和组

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农民高等职业教育以及部分专业的农民中等职业

教育工作;以各县区中等职业学校承担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创新培育模式



全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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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

重点内容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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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问
题的根本途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位。

一方面，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 ;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引来人才，用更加优惠的政

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才。

农民职业制度化，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使命要求

一是职业农民通过生产经营，可获得较大经济效益，为更大规模、更高品质发展

现代农业蓄积能量，极大地改变农村面貌 ;
二是根据带动效应，先进的农场还能让大批适龄农民经培训后达到职业农民水平，

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三是职业农民使用现代化农机具，节约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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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整合

农业农村、人社、扶贫、组织、共青团、妇联、工会等部门的涉农培训资源，建

立培育联盟，创新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 “1+N+X" 模式，以相关高等职业学校为

主体，成立职业农民培育机构，在政府的领导和省市县农业、教育主管部门指导

下，负责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模式研究、教材编写、学分认定、服务指导和组

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农民高等职业教育以及部分专业的农民中等职业

教育工作;以各县区中等职业学校承担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创新培育模式 分享案例

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