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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人民政府文件

夏政 萃2014菸52号

夏邑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的意见

各乡 喋镇嗒人民政府喹县政府有关部门嗷

为组织实施好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喹落实好 菟科教兴

农萁人才强农萁新型职业农民固农萏总要求喹现就加强我县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喹提出如下意见菥

一萁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

指导喹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宗旨喹以提升主体培育能力为

目标喹按照 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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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 喋农科教发﹝2013﹞7号嗒萁

菅河南省农业厅关于贯彻落实 菹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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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菪的意见菀

喋豫农科教﹝2013﹞21号嗒精神喹主动适应全县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需求喹全面加强以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龙头喹以县萁

乡农广校为主体喹以农业产业链上的现场教学基地 喋田间学校嗒

为基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喹健全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体制机制喹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喹为发展现代农业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证菥

二萁目标任务

喋一嗒办学体系更加健全菥保持农广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性

质不变萁独立设置办学的格局不变菥依托县农广校挂牌建立的县

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职能定位更加清晰喹统筹协调萁综合发挥

全县农民教育培训资源的体制机制萁组织架构萁运行模式进一步

健全完善嗉县农广校的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喹教育培训质量进一

步提高喹农民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萁主渠道萁主力军地位更加牢固嗉

各乡镇的农广办学机构和人员队伍保持稳定喹服务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水平大幅提升嗉布局在农业主导产业链上

的现场教学基地 喋田间学校嗒形成全覆盖喹构建起互连互通萁相

互促进萁共同发展的全方位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网络平台菥

喋二嗒条件建设取得实效菥系统规划农民教育培训固定课堂萁

流动课堂萁空中课堂和田间课堂一体化建设喹加快县农广校新校

区建设步伐喹建成集教育萁培训萁实训萁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教

学中心萁媒体资源接收转化中心嗉强化乡村教学点远程教育手段喹

提高教学媒体资源应用和辐射能力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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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三嗒经费保障形成常态菥根据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喹设立新

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财政专项喹形成政策萁资金和项目方面的常

态化扶持机制喹积极开展标准化县农广校建设喹打造在全省领先萁

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化萁示范性农广校菥

三萁工作重点

喋一嗒继续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建设菥依托县农广校

建立的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喹是保障和服务农民教育培训工

作的职能机构喹承担着全县农民教育培训的统筹规划萁综合协调萁

认定管理和指导服务职能菥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新形

势下喹要进一步完善中心建制喹加强中心职能建设喹强化人员编

制配备喹优化运行机制喹并将农口各单位承担的相关技术培训职

责整合划入中心喹使其成为全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中心萁

指导中心萁宣传中心萁服务中心喹为全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

坚强有力保障菥

喋二嗒全面提升农广校体系教育培训能力菥县农广校是全县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主体喹承担着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

训的重任喹在基础条件萁教学设施萁实训基地萁师资队伍等方面

必须立足形势萁着眼需求喹跟进建设萁发挥作用菥启动实施县农

广校中长期建设规划喹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县农广校的易址搬

迁和建设任务喹进一步改善农广校办学条件菥充分利用现代化萁

信息化手段喹开发建设智慧农民云平台喹开展在线教育培训萁移

动互联服务萁在线技术信息咨询萁在线认定管理和绩效考评喹实

现从传统培训到现代化萁信息化培训的创新菥继续保持各乡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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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校教学机构的稳定性喹各乡镇要加大对辖区内的农广校教学点

的扶持力度喹完善教学场所设施条件喹选配责任心强萁素质高的

人员担任农广校专干喹积极配合县农广校开展学员组织萁教学班

组建萁教育培训等工作喹准确掌握新型职业农民动态喹及时做好

信息收集和联络沟通菥坚持县乡联动萁紧贴实际喹满足新型职业

农民多层次萁多形式萁广覆盖萁经常性萁制度化教育培训需求菥

喋三嗒深入推进农业产业链现场教学基地 喋农民田间学校嗒

建设菥结合我县实际喹依托农业园区萁农业企业萁农民合作社萁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专业村喹在农业产业链上合

理布局和规划建设农民田间学校或教学点等现场教学基地喹努力

实现农民田间学校 菟一园一校萏 菟一企一校萏 菟一社一校萏和

菟一村一校萏喹使农广校全面延伸覆盖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喹为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农学结合萁送教下乡的乡村教学场所喹形成

到乡村办教育萁在产业链上搞培训萁在田间地头学技术的教育培

训新模式喹构建起以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喋1嗒统筹协调喹

以县农广校为主导萁各乡镇农广校 喋N嗒协调配合喹若干个分布

在农业产业链上的现场教学基地 喋农民田间学校嗒 喋X嗒延伸覆

盖的 菟1喱N喱X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范化萁专业化萁数字化萁

实效化基础平台菥

四萁保障措施

喋一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菥成立夏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工作领导小组 喋见附件嗒喹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喹加大工作指导

督导力度喹及时研究解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中的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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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喹大力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菥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

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纳入总体工作部署喹建章立制喹明确责

任喹形成 菟一把手萏负总责萁主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喹确保

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菥

喋二嗒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菥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具有

公益性萁基础性萁社会性喹凡涉及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

培养的工程项目喹要充分发挥农广校的教育培训能力和主体作用喹

予以优先安排萁重点支持菥县财政要根据农广校公益性农民教育

培训内容核定工作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嗉建立农广校中长期建设

规划专项喹确保县农广校顺利完成搬迁和建设任务菥县直有关部

门要积极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喹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倾斜菥各乡镇

要积极筹措资金喹加强乡镇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建设喹确保全县

形成健全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菥

喋三嗒健全整体配合机制菥县直各部门要积极配合萁大力支

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菥涉农部门萁科技部门要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配合农广校搞好教育培训工作喹教育部门要配合农广校搞好

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培养喹财政和发展改革等部门要积极立项支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喹共同推进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

业大发展菥

喋四嗒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菥充分利用广播萁电视萁报纸萁杂

志萁网络等媒介喹广泛宣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其体系建设的重

要意义萁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喹大力宣传农广校在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中的主体地位和特色优势喹努力营造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



菖 喾菖

育的良好社会氛围菥

附件嗷夏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201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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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嗷

夏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嗷梁万涛 喋县委书记萁县政府县长嗒

副组长嗷韩传勇 喋县委常委萁县政府副县长嗒

聂 丽 喋县政府副县长嗒

肖献启 喋县政府县长助理嗒

成 员嗷王世东 喋县总工会主席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嗒

卜海军 喋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嗒

贾心壮 喋县财政局局长嗒

张利军 喋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嗒

孙贵元 喋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嗒

王全涛 喋县农业局局长嗒

贾素玲 喋县畜牧局局长嗒

韩民良 喋县林业局局长嗒

陈少杰 喋县水利局局长嗒

夏敬明 喋县农机局局长嗒

何新明 喋县农广校校长嗒

丁学明 喋县人社局局长嗒

祁景明 喋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嗒

李前程 喋县发改委主任嗒

张作良 喋县国土局局长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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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永法 喋县教体局局长嗒

杜成振 喋县科协主席嗒

程亚涛 喋县工商局局长嗒

陈卓砾 喋县地税局局长嗒

张红岩 喋县商务局局长嗒

秦明华 喋县交通局局长嗒

彭 勇 喋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嗒

李东林 喋县人行行长嗒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喹办公室设在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喋农广校嗒喹何新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喹王留标萁王凤雷同志

任办公室副主任菥

抄送嗷县委各部门喹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喹县政协办公室喹

县人武部喹县法院喹县检察院菥

夏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7月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