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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夏邑县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辖 24 个乡镇、

727 个行政村，总面积 1481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 万人，是

农业大县、人口大县、省级重点县贫困县。近年来，在脱贫

攻坚中，夏邑县针对贫困户思想保守、缺技术、没干劲、少

产业的现状，注重激活内生动力，按照“扶贫先扶智，治贫

先治愚”的思路，积极开展产业扶贫致富带头人培养，实现

了“扶志、扶智、扶产业”，有效推动了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促进了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夏邑县探索形成的这一产业扶

贫致富带头人培养模式在 2018 年被农业部评为“产业扶贫

十大机制创新典型”。

一、 政府重视，条件保障

夏邑县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作，2018 年将农民教育培训列入县政府要办好的十件 大事

实事之一，更是把产业扶贫致富带头人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来

抓。从县级层面到各乡镇和有关单位均明确分管领导，县委、

县政府领导亲自挂帅，根据工作需要每年都要召开次数不限

的由乡镇主要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带头人培养工

作，县人大、县政协经常组织开展调研和视察活动，形成了

四大班子共同重视支持带头人培养工作的有效机制，做到领

导保障；以县委或县政府的名义制定出台有效政策措施，为



带头人培养工作保驾护航，让农民得实惠，如县政府出台了

实施方案、制定有效政策措施和激励政策，推进了工作开展，

做到制度保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列出专项经费

100多万元用于脱贫致富带头人培养工作，做到经费保障；

依托农广校发挥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主体作用，将县农广

校列为县政府直管部门，加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牌子，

机构规格为正科级财政全供事业单位，配备办学人员 60人，

全县 24个乡镇都配备 1名有固定编制的农广校专职班主任，

形成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开展致富带头人培养这个专项工作，

做到组织保障。由于各项条件保障到位，确保产业扶贫致富

带头人培养工作能够有效开展。

二、调研摸底，遴选对象

为准确掌握农村脱贫带头人的发展现状和态势，科学遴选培

育对象，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夏邑县人民政府依托农民教育

培训专门机构农广校，深入到各乡镇搞好调研，对农村脱贫

致富带头人情况开展摸底调查，针对不同产业，分产业、分

类别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干、农业

龙头企业负责人、返乡涉农创业者以及村“两委”成员、村级

后备干部、农村党员等进行登记建档立卡，建立培训对象数

据库，目前入库脱贫带头人 30427 人，其中生产经营型

20643 人、专业技能型 4095 人、专业服务型 5689 人。为

提高带头人培养工作的精准度，县农广校牵头与乡镇、农技



推广区域站、农机校、农业合作社对接，做好带头人培养对

象的遴选工作，全县统筹规划，分产业、分区域确定培训专

业、区域分布、目标人群，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制

定培养计划，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内容，确定培训具体事宜。

同时，充分利用夏邑新型职业农民微信平台、夏邑县电视台、

智慧夏邑等媒体大力宣传产业扶贫带头人培养工作，广泛发

放宣传单，并进行现场讲解，边宣传、边招生，有针对性地

遴选了一批学习意愿浓、产业带动力强的学员，实现受训有

人、培训有需、训后有效，做到培训对象精准、培训需求精

准、培训供给精准。

三、规范培养，提升能力

夏邑县依托农广校建立了农民教育中心，统筹组织开展

脱贫带头人的精准培训、规范培养工作。一是实行分类培养、

分层次培训。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脱贫带头人采用不

同的培养模式，分产业分类型分层次开展培训，优化设置培

训内容，优选精品教材，确保学有所需、学有所用。重点是

围绕主导产业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雨露计划”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民中专学历教育等不同层次的

教育培训，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方法和

培养内容，其中每年开展系统培训都在 1万人以上。二是创

新培养方法。根据脱贫带头人的特点，针对不同产业发展需

要实行 “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培养模式，在产业周期内分阶



段组织集中培训、实训实习、参观考察和生产实践。不断创

新培育方式，进一步深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做到“课堂

教学与基地实训”相结合，“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教

师主导与学员参与互动”相结合，“分段培训与生产季节”相结

合，“当地教学与异地教学”相结合，“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

相结合，“产业生产和产品营销”相结合等，满足农民多元化

需求，确保学有所需、学有所用。同时注重组织脱贫带头人

到县内外开展参观考察、交流实训，使其开阔眼界、拓宽视

野、更新理念，提升脱贫带头人的综合能力，确保实效。三

是规范培训管理。切实加强培训的全程管理，做到规范培训

对象、规范培训目标、规范培训内容和规范培训过程，加强

培养过程的监督管理，开展培训效果评价，推行培训学员在

线评价和满意度测评，核查培训计划的科学性、核对培训资

料的完整性、核实学员信息的真实性和内容的适用性，做到

精准培养，有效培养，确保培训质量。

四、政策扶持，精准带贫

为最大程度的发挥脱贫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夏邑县

制定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产业扶贫实施方案》和

《新型职业农民支持扶持奖励办法》，在教育培训、土地流

转、产业扶持、金融保险、跟踪服务、奖励激励等方面对脱

贫带头人进行政策扶持，如县政府制度了对新型职业农民等

脱贫致富带头人在技术培训等 9个方面给予免费服务、在成

为产业带头人等 6个方面给予奖励、在享受国家惠农政策等



10个方面给予优先待遇的优惠政策，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优化了发展环境，加强延伸了跟踪服务指导，提升脱贫了带

头人的发展能力，使其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县委还专门实

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四步培养法”即“把农民培养成新型职业

农民，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

把优秀党员干部培养成村支部书记”，延伸了脱贫致富带头人

的成长渠道，激发了带头人带动发展产业的激情。同时，注

重创新扶贫模式，实现精准带贫。蓝天食用菌基地带头人张

艳军，采取入股分红、承包分红、转移就业、轮换种植、借

菌还菇五种精准扶贫帮扶模式，累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935户，1793人实现了脱贫，被评为 2017年“河南省十大年

度扶贫人物”。县十佳新型职业农民王飞，创办了 150余亩的

家庭农场，采取“家庭农场＋贫困户”的帮扶机制，实行“土地

流转＋贫困户务工＋脱贫技能培训”的帮扶模式，开展扶贫帮

扶，现已流转 26户贫困户的土地 104亩，与 10户贫困户签

订劳动用工协议，农忙时吸纳贫困户 50 余人参与生产，年

培训贫困户不少于 12批 600余人，2017年 2月获得“全国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歧河乡胡坡楼村贫困户张坤杰，

现年 53 岁，以前好吃懒做，通过参加农业产业精准扶贫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掌握了大棚西瓜种植技术，通过参观考察

进一步解放思想，承包 10余亩地种植优质 84－24大棚西瓜，

2018年纯收入 10万元，不但成为脱贫致富能手，而且还雇

佣带动了 6名贫困户脱贫。目前，夏邑县已培养脱贫带头人



5609人，带动了贫团户 3.53万户脱贫，户均增收达到 6000

元以上，打造了一支留得住、带不走、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有激情、敢担当、讲奉献的创业致富带头人队伍，激

发了贫困村创业创新发展活力，有效促进带动了全县温棚蔬

菜、食用菌、设施西瓜、花卉苗木、中药材、特色养殖等特

色优势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夏邑县在连年荣获“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称号的同时，还被评为“中国食用菌之乡”、“中

国西瓜之乡”、“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呈现出产业兴旺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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