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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人才培养，重在教育。广汉市在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中，注重发挥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专

门机构作用，探索创新培育模式，率先在全省创新性推行“农

民导师制”模式，并同步进行培育内容、形式和师资组合“三

改创新”，加快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效果

喜人。今年小春生产，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小麦专业学员，自

种地测产结果，参赛 25 名学员，亩产均在 950 斤以上，15

人亩产 1100斤以上，2人亩产 1200斤以上，最高亩产 1260

斤，直逼该市历史最高单产，再次用事实交出了一份满意答

卷。

一、注重培育模式创新，率先推行“农民导师制”

“农民导师制”借鉴高校硕士博士培养模式，建立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师资库，遴选熟悉“三农”、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的专家，注重吸收经过知识更新培训的农技人员、往

届优秀学员进入师资库。针对全市 7个重点产业，每个专业

确定 2-3名双创成功典型学员作为农民导师，共遴选 17名农

民导师，每个专业以 1名农业专家为辅助，组成土洋结合专

家组，以典型学员生产基地作为实训基地，发挥田间课堂优

势，为新学员提供全产业链实践教学。培训规模上实行“大改



小”，由原来的 50人以上大班教学，改为 30人精品小班教学，

便于辅导教学，提升培训效果。

二、注重培育内容创新，突出培训针对性

培训内容上“广改精”，即改变过去培训内容偏重横向的

广谱性，变为纵向深度拓展，实行细化专业教学。根据学员

从事产业，细化到作物或畜禽种类，贯穿生产全周期和全产

业链，因材施教，按需施教，突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着力

提升学员生产技能、经营管理能力和营销水平，培养专业化

职业农民。

三、注重培育形式创新，突出学员参与度和竞争力

培训形式上“旧改新”，即改变过去课堂教学为主、实践

教学为辅的形式，根据专业特点在农民导师的指导下创新培

训形式，相继成功举办高级职业经理人班辩论赛、小麦班小

麦测产评比大赛等。同时，注重组织学员外出参观、考察，

引导学员发挥“海绵精神”，吸取各地先进实用技术和管理理

念；广开论坛，由农广校搭台，引导新型职业农民互通有无，

共建共享资源，成立“广汉市新型职业农民联盟”，由行业领

军人物牵头，制定并规范行业标准，与农业部门一道加强监

督管理，共同打造和维护该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雒禾禾”

的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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