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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北京 100125）

摘 要：当前，国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战略已全面确立。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及其全国体系是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的专门机构，具有联合办学及领导机制的横向组织优势，自上而下全国体系的纵向组织优

势，信息化手段应用和融合发展的网络化组织优势。目前，农广校以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一主多元”体系和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为3条工作主线，并针对农

民教育培训的组织问题，探索建立政府部门统筹领导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苹果型”组织服务方

式，推进专门机构、相关资源和市场主体3种力量结盟，共同培育和服务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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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来种地”的核心是要

解决好人的问题，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

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

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写入了2014—2015年《政府工作

报告》和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可

以说，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国家战略已经全面

确立和总体部署。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

务，历经35年农民教育培训丰富实践的中央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及其全国体系，

作为培养农业人才的专门机构，按照中央要求、农

业部部署和各地安排，系统总结基本经验，全面夯

实主体支撑，不断创新机制模式，有序、有效、有力

地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扎实深入开展，加

快培养造就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一、集中三大组织优势成就大学校

中央农广校是农业部直属的、全国性的农民教

育培训专门机构。创办于1980年12月，主要通过

信息化手段和全国性组织体系，大规模开展农民教

育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

农民学校和农村基层干部“黄埔军校”。2002年12

月，中央编办批复同意加挂“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农民科教中心）副牌。2013年

7月，《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要求，加

快构建以农广校为基础依托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培训体系，中央农广校集中了三大组织优势。

横向组织优势是联合办学及其领导机制。创

办初始由10个部委（单位）联合举办，目前联合办

学单位已发展到21个，建立了由各联合办学单位

组成的中央农广校领导小组、兼职副校长和联络

员三层联合办学领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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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组织优势是自上而下的全国体系。基本

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

学点五级办学体系。现有中央校1所、省级校（含

农垦）36所、市级校345所、县级校2 184所、中职教

育乡村教学班19 105个。目前正在加快建立以农

民合作社等为依托、广泛覆盖现代农业产业的农

民田间学校，使自上而下的线性体系在产业上实

现网格化覆盖。

网络化组织优势是信息化手段应用和融合发

展。从建立初期的广播应用、到20世纪80年代后

期电视应用、到21世纪初互联网络和卫星网络应

用、到现在智能化云平台的应用，农广校一直是我

国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代表，目前已形成“农广之

声”农业广播教育、“农广天地”农业电视教育、“农

广在线”农业网络教育、“农广微教育”农业移动学

习和“农广智云”智慧农民云平台五大品牌。

二、把握阶段特征，锁定新任务

适应“三农”发展形势要求，全国农广校办学

工作及职能任务也不断发展变化，具有3个阶段性

特征。

前10年，1985年3月，中央组织部转发《关于

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做好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工作的

意见》，农广校集中面向农村基层开展中专学历教

育，形成了农村基层学历教育阶段性特征。

在中间20年，特别是1997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农业部国家教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的意见》，明确农广校承担面向“三农”

开展人才培养、科学普及、干部培训、扶贫攻坚、精

神文明建设五大任务，农广校不断下沉办学重心，

紧紧围绕加快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的中心任务，大规模开展农民技术技能培

训，形成了新型农民技术技能培训的阶段性特征。

截至2014年底，农广校累计招收中等层次学

历教育学员471万人，合作高等教育联合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74万人，绿色证书培训786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引导性培训 2 154万人、职业技能培

训1 186万人，实用技术培训近3亿人次。2012年

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

明确以农民科教中心为骨干支撑打造专业化、多

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以农广校为基

础依托构建“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

系，至此形成了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为主体

任务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三、抓住三条工作主线，夯实主阵地

（一）着力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

充分发挥农民科教中心决策参谋、技术支撑

和政策执行等公共服务职能，配合农业行政部门

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工作。先后承担新型

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新型

职业农民扶持政策等重大课题研究，研究起草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方案和指导意见、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程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实施方

案等工作文件，举办各级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班，总

结推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十大模式。实施农业国

际交流合作项目，借鉴发达国家专业农民教育培

训经验做法，加强培育工作和新型职业农民典型

系统宣传。研究起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十三五”

发展规划和《职业农民促进法》立法提议，筹备务

农农民职业化进程（职业农民占务农农民比重）监

测工作。

在农业行政部门指导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基础建设。组织编制论证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建立

建管用评教材工作机制。编制发布50种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规范，组织编写26种规划教材。开发运

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申报系统”“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及“新型职业农民

信息库”，建立运行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

按照农业行政部门要求承担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管理事务。农业部《关于统筹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农广校

等专门机构作为承办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核、建

档立册、证书发放、信息库管理及相关组织服务等

认定事务。这是构建职业农民队伍的基础工作和

系统工程，全国农广校将其作为基本职责规范有

序开展。

（二）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一主

多元”体系

我国农民教育培训资源总体丰富与实力不

强、注重统筹与机制缺失并存，构建“一主多元”新

型体系需要加强建设壮主体、创新机制活多元。

———— 8787



首先抓好农广校建设，强化基础依托。下大

力气稳定机构队伍、明确职能任务、改善公益基础

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条件，农广校教育培训服务能

力进一步增强。同时把农广校“空中课堂”“固定

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一体化建设纳入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争取进

一步改善专门机构设施条件。

第二，充分发挥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作用，参与组建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校企联盟及

现代农业、现代畜牧业、现代渔业、都市农业和现代

装备五大职教集团，积极构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

系。同时研究谋划农职院校与农广校系统点面联

动机制，统筹组建培养基地，用好农职院校和农广

校两个资源，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第三，以农广校为平台载体，加快建立农民教

育培训师资库和导师制度。吸引农业科研院所、

农业院校、农技推广机构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农

业企业管理人员、优秀农村实用人才担任兼职教

师，分级建立10万人规模的高素质师资库。同时，

在县级农广校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导师制度，

建立“一对多”稳定关系和考核激励机制，对新型

职业农民全程开展教育培训辅导、产业发展引导

和生产生活指导。

第四，研究制订农民田间学校建设方案，通过

政策推动、扶持拉动、工作带动和机制联动，引导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普及农民田间学校。

同时，抓紧研究乡镇（区域）农技推广机构在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的组织延伸功能，以及在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企业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实

训实践基地的办法措施。

（三）大力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深入推进农广校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及

时推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专业，指导基层校抓好

招生和教学工作。目前，中职教育在校生23万人，

积极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现代青年农场

主培养计划主体培训任务，2014年农广校系统完

成全国总任务量的55.7%。

创新培训方式，开展务农农民和新型经营主

体摸底调查，建立培育对象数据库，在培育对象上

实现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对接和融合；围绕产

业开展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销售“一点两

线”全程培训，在培育目标上实现与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对接和融合；适应农民学习和生产生活特

点，推行“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培训，在培育方

式上实现与农民学员实际要求的对接和融合。

四、推进3种力量结盟，实现全覆盖

农民教育培训的最大问题是组织问题，创新

农民教育培训模式，首先要创新农民教育培训组

织方式，有效破解教育培训“低水平简单重复”和

“搞培训不抓队伍”问题。农广校坚持开放的大体

系观，创新机制模式，打造资源集合平台，推进专

门机构、相关资源和市场主体3种力量结盟，探索

建立政府部门统筹领导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

训“苹果型”组织服务方式。

未来20年内，中国农业将主要由新型职业农

民来承担，中国农业将由此走向现代化。农广校

将以专业队伍的专注精神，担负专门机构的职责

使命，全面加强基本职能、基本队伍和基本条件建

设，不断完善基础工作平台、资源集合平台和教育

培训平台，更快、更好、更大规模地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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