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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菏农科教字〔2022〕14 号

菏泽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县区农业农村局，开发区、高新区社发中心：

为做好 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根据《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关于印发〈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鲁

农科教字〔2022〕3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了《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各县区要根据本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和

农民培训实际需求，科学制定 2022 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和

培训班次计划，请于 7 月 22 日前将上述材料报市局科教科。并

请每月25日前将工作进展及下个月培训计划报送市局科教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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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

为有效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育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印发〈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鲁

农科教字〔2022〕3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

循环工作定位，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

育，以培育质效全面提升为关键，以“选育用”一体化培育为

路径，统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种养加能

手技能培训、农村创新创业者培养、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

带头人培育等行动，加快培养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的高素质农

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

保障，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22 年，计划培

育高素质农民 4565 人，其中省级示范培训 415 人、市县级培训

4150 人，在线评价学员覆盖面、测评满意度 99%以上。

二、重点任务

紧密围绕稳粮保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扎实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有序开展乡村建设和

治理行动，重点面向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种养大

户，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4—

（一）保障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围绕小麦、玉米

和大豆、花生等主要粮食油料作物，开展增产提质、防灾减损、

重大病虫害防治、机械操作技能等全生产周期技术技能培训，

提升粮油生产管理水平，促进丰产丰收；围绕蔬菜、林果等经

济作物开展生产管理技能培训，提升种植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

围绕畜牧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优质高产、疫病防控

技术培训，提高生产供给能力。

（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

特色产业发展带头人生产技术、品牌打造、电商营销、金融信

贷、加工物流等专题培训，提升产业发展示范带动能力，促进

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生产作业

服务组织等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农业产业“三品

四化”（品种、品质、品牌，标准化、规模化、特色化、高端

化）发展能力培训，强化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技能支撑。优先将

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

人口、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中的适宜人员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

范围，参加适宜的实用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提升其就业创业

能力。

（三）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绿色种养、科学施肥用药、农产品质量安全、仓储保鲜、农业

减排固碳、生物育种与生物安全等现代农业专业知识培训，提

高农民绿色生产意识；开展“物联网＋”技术应用培训，推进

数字技术与智慧装备的集成应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木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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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乡土产业

发展壮大，开展乡村规划、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冷链物流、

农产品加工、电商营销等农业农村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培训，发展壮大新一代乡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队伍，提升农业

全产业链质量效益，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围绕农业国际贸易高

质量发展，开展农业国际贸易、国际认证认可、国际品牌打造、

出口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国际电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培训一

批高素质农业外经外贸人才队伍。

（四）服务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紧紧围绕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与乡村治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国家惠农政策、农村产业发展路径、村

庄建设管理、农村事务处置、优良乡风民俗培育、村民科学文

化素质提升等为重点，择优选拔出一批道德品质高尚、社会担

当意识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农村发展骨

干；加强农业生产安全知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普宣传，引导

农民移风易俗、抵制迷信，推动形成安全和谐、勤劳向上、绿

色节俭、孝老爱亲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三、专项行动

围绕重点任务，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

体系，通过集中培训、考察实训、咨询服务、跟踪指导等形式，

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切实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

针对性、有效性，着重组织开展好以下专项行动。

（一）稳粮保供专项培训行动。深入实施“大豆玉米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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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种植技术推广应用”、“机收减损”等专项培训行动，挖

掘品种、技术、防灾减损等稳产增产的先进技术，组织农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紧扣农时，开展粮油

作物生长、畜牧水产绿色养殖、蔬菜果品生产等全过程技术培

训，指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落实种养管理措施，夯实粮油丰产

丰收、农副产品稳定供应技术人才基础。

（二）农业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行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特色

农产品品牌、优势产业集群、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等“绿色生态农业六大工程”，以良种选用、绿色

种养、耕地保护、科学施肥用药、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减排

固碳、智慧农业等现代生态农业技术及“三品四化”产业发展

知识为内容，开展专题培训与指导服务，增强农民绿色生态高

质量发展意识能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三）乡村产业振兴人才培育“雁阵工程”。分层分类开

展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专业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五类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和骨干力量培训，实施“头雁领航”“强雁争先”“雏雁展

翅”乡村人才培育“雁阵工程”。开展返乡大中专毕业生、退

役军人、农民工、农村妇女、乡村青年等重点人群培训，大力

培育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发展农村电商、网络直播、乡村文旅

等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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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素质农民培育创新试点。积极创建“齐鲁农匠工

作室”，争取开展“师傅带徒”试点；遴选优秀教员争取参加

省高素质农民讲师团，开展“团队带班”试点；争取开展高素

质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等级评价试点，推进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

创新实施和高质量发展。

（五）农业生产安全知识与优良文化、传统技艺科普培训

行动。开展农机操作、农药使用、农村沼气、渔业生产、生物

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业知识普及培训，提高农业安全生

产水平；加强良种识别选购、耕地保护、生物育种、消费者权

益保护、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等知识科普培训，提升农民科学

生产发展、绿色低碳生活及合法利益维护能力。加大植保无人

机、智能农机装备、农业专业工程机械使用操作及维修技能培

训，促进先进高效农用机械装备的普及应用。开展金融担保、

农业保险、惠农贷等金融知识的宣讲，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积极与文化旅游、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协作，开展文化

传承人、高素质女农民、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培训与农民科学素

质提升行动，根据实际需求开设专题培训班。

四、工作要求

各县区要加强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把高素

质农民培育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和保障，整合利用优

质教育培训资源，建好用好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围绕 2022 年

度全市农业农村主要任务和专项行动，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

培育，确保培育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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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心组织安排。加强与财政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积极争取支持，不断优化强化高素质农民培育扶持政策，做好

培训需求摸底调研，统筹推进生产技能、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等各类乡村人才培育。认真制定年度工作实施方案，按需求、

按产业、按人员分类明确培训班次、培训人数、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细化任务举措、落实责任要求，市级培训实施工作由

市统一组织管理。加强与文化旅游、退役军人事务、共青团、

妇联、科协、残联等部门单位的工作沟通，开展好相应专题培

训。强化对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有序引导专业性社会培训机

构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加大培训督导力度，强化过程监

督和绩效考核。

（二）分层分类培育。摸清农民实际需求，综合运用课堂

教学、实习实践、线上培训、案例观摩、跨区域交流等多种方

式，开展“订单式”“菜单式”“差异化”培育。市级重点抓

好区域共性技能培训和全产业链综合型人才培育，县级重点抓

好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和产业带头人培育。要按照高素质农民培

育规范的学时要求，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培训专题内容合理设

置培训时长，分类分专题开展培训。要牢固树立“选育用”一

体化培育理念，推动高素质农民遴选、培育、使用各环节与三

农政策有机衔接。

（三）完善培育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县两级农广校高素

质农民培育主力军作用，统筹用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农民培育渠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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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建设农民田间学校，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资源，创建

优质培训基地。选好培训师资，用好农民讲师，建好共享师资

库。优先选用省部级规划、推荐教材，各县区可结合实际开展

生产经营与专业技能教材的开发与使用。

（四）做好创新工作试点。承担“师傅带徒”、“等级评

价”创新试点任务的县区，要按照省厅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

开展创新试点工作。各县区要依托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云上

智农 App）、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山东省农民教育培训系统以

及老刀学霸 App 等在线学习平台，进行高素质农民线上线下综

合培育试点，线上开展公共理论课程教学和考核，线下开展案

例与实训教学，满足农民学习对时间灵活性和长效性的需求，

提升培训精准化、专题化水平和农民学员自主学习能力。

（五）强化培训监管。认真落实《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

强化培育各环节组织管理。依托全国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

统和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开展机构、师资和效果等

综合管理在线评价，将资金分配和绩效分解等信息及时规范录

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加快执行进度，加强培育工

作进展与培训资金支出监管，实现参训农民基本信息 100%入库。

定期督导培育进度，从 8 月份开始对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实行月

调度，并于 12 月份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年度绩效评价。

（六）加强宣传推介。要持续关注农民训后产业发展，开

展政策宣讲、项目推介、技术指导等跟踪延伸服务。注重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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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加大对高

素质农民培育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积极参加省厅

组织的各类农民技能大赛、培育成果展示及高素质农民培育典

型案例征集活动，引导高素质农民由“干得好”转向“带得好”，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任务分配表

2.2022 年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班次计划表

3.工作进展情况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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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任务分配表

县区
培训

总人数

省级培训

（人）

市县级培训

（人）

培训资金

（万元）

合计 4565 415 4150 1297

牡丹区（含高新

区和开发区除陈

集镇外其他街道

办事处）

564 35 529 160

定陶区（含开发

区陈集镇）
447 30 417 127

曹 县 675 50 625 192

成武县 385 50 335 110

单 县 560 50 510 159

巨野县 356 50 306 100

郓城县 633 50 583 180

鄄城县 433 50 383 123

东明县 512 50 462 146

备注：财政直管县资金和培训任务数由省厅分配，牡丹区、定陶区参考

乡村劳动力资源数（菏泽统计年鉴 2021 数据），结合工作实际，

由市局分配。培训总人数已在省厅分配任务基础上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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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班次计划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县区 培训班次 承办机构 培训专题 培训人数 培训时间 备注

1

2

3

…

合计

1

2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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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作进展情况月报
（ 月份）

一、工作开展情况

二、资金使用情况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

四、下步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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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7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