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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队伍
培 养 造 就 新 型 职 业 农

民，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更多农民投身乡村振兴

春耕时节，一场雨后，空气中散发

着泥土的气息，天福刘地农业合作社社

员韩金金正忙着插秧。只见他打开手

机客户端，调试完相关参数，无人插秧

机便按指定路线开展作业，插下的秧苗

一行行分布整齐。

“自从用上了无人插秧机，干活不累，

秧还插得好。”韩金金指着田里的秧苗说，

“合作社社员都用上了这样的无人插秧机，

农业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大大提升。”

“多亏市里这些年加强对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让我们了解到这么智能化

的耕作方式。”刘地感慨，“小时候常听

父辈们讲‘脚上泥多，田里不愁’，光知

道种地要吃苦出力，不懂得科技兴农。”

过去，刘地家里只有几台老式收割

机、拖拉机，农忙时帮人收运粮食。后

来，他创办了合作社，但农机服务的范

围仍然有限，难以打开市场，“我们想购

置新设备提升服务，可看着这些智能化

农机，心里直打退堂鼓。”刘地说。

“ 我 也 没 少 吃 不 懂 现 代 农 业 技 术

的 亏 。”淀 山 湖 镇 金 家 庄 村 村 民 朱 兴

林说。20 多年前，他承包了 30 亩水塘养

大闸蟹。买蟹苗、种水草、喂饲料，一年

没 少 忙 活 ，但 由 于 缺 少 专 业 的 养 殖 技

术，他家养的蟹个头不大，产量也不高。

2016 年夏天，当地出现连续 10 多天

的高温天气，朱兴林家的不少螃蟹爬上

水塘护坡。起初他没太在意，没多久，

螃蟹大量死亡，当年几乎绝产。“后来才

知道，养蟹最怕高温天气，容易造成水

草腐烂，导致水体污染。”朱兴林说。

类似的遭遇，周市镇东方村番茄种植

户潘明春也经历过。前些年，他发现市场

上销售的一些小番茄好看又好吃，颇受消

费者青睐，就买种试种，结果种下的果子

大面积减产。“我是按照大棚种大番茄的

方法种小番茄，后来才知道，两者差别大，

部分种植环节的管理方法很不一样。”

“很多农民有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

和意愿，肯吃苦出力，但是缺技术、少经

验。”昆山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与信

息化科科长周谧说，“这种形势下，需要

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发挥其示范引

领作用，带动更多农民投身乡村振兴。”

2016 年 1 月，昆山市开始实施新型

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探索建立新型

职业农民认定、培育、管理、服务机制。

“对于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专

业技能、主要工作时间从事农业、主要

收入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达到

初中及以上学历要求的，均可自愿申报

并予以认定。”昆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姜锋说，“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

教育资助、创业扶持、金融支持等激励

政策，让有热情、有意愿的农民有发展，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力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持续培育
政 府 出 资 支 持 农 民 免

费上大学，结合农业生产需
求开展专项培训

相比从前，刘地的合作社如今大变样。

“最重要的是经营理念变了。”刘地

说，“过去我们只在农忙时节提供简单

的农机服务，现在我们采用‘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包

括日常田间管理、后期加工销售等‘全

托管’服务，一年四季无空闲，提高了合

作社的经营效益。”

新理念，是刘地在课堂上学来的。

2018 年 10 月，他申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并通过认定，后来又报名参加了江苏农

牧科技职业学院的大专班，系统学习农

技服务、现代农业经营等方面的知识。

“政府出资，学费全免，鼓励我们新型职

业农民上大学、长本事。”刘地说。

农机设备也换了。走进刘地的合

作社，各式各样的新设备整齐摆放，可

服务耕、种、管、收、加等各环节。“这些

设备都是我们这几年陆续购置的。大

学课堂上讲到不少新农机的操作使用

方法，我们课上学、课下练，现在合作社

的社员都会用。”刘地说。

免费上大学，让巴城镇联民村村民

邹建星也长了不少见识。

“水草种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在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一堂养殖课上，

授课老师提问。

邹建星答不上来，“原先水草都是

随意种植，这里头难道还有学问？”

“养蟹先养草，好草育好蟹。”老师解

释道，“水草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能为

螃蟹提供优质的食物来源，还能净化水

质，增加溶氧率。但要科学种植，保持合

适的株距、行距，根据季节、温度等调整种

植种类，让螃蟹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

2016 年 6 月，通过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的邹建星报名参加江苏农牧科技职

业学院的大专班。他按照课堂上教的

方法栽种水草，养的螃蟹产量高、品质

好，“课堂上讲的，都是我们最需要、最

贴合生产实际的。”

近年来，昆山市与多所农业大学、

职业院校合作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由政府出资支持农民免费上大学，帮助

他们提升综合素质和农业技能。“目前，

昆山市新型职业农民中，拥有大专以上

学 历 的 占 比 已 提 升 至 51.3% 。”姜 锋 介

绍，“与全日制教学不同，我们专设新型

职业农民教学班，课程设置紧贴农业生

产实践需要，教学安排实行半农半读、

农学交替，侧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既有

课堂教学，也有实践观摩、演练。”

2019 年 2 月前往南京市高淳区一家

螃蟹养殖基地的实践观摩，让邹建星印

象深刻。当地养殖户对水塘开展高标

准改造，利用新材料修建新式护坡，防

止螃蟹逃逸，在水下安装温度检测仪及

可视化摄像头。登录手机客户端，即可

获取水塘水温、水质、溶氧率等多项参

数，了解螃蟹生长状况。

邹建星边参观，边听基地养殖户传

授经验：“水温调节、饵料投放等不能只

凭经验。养殖要更加精细化，养出的蟹

的重量、品质才有保证。”

参观后，邹建星和基地建立长期联

系，请对方上门指导。后来，他有样学

样，在淀山湖镇流转了 300 亩水塘发展

智慧养殖，产出的蟹个大质优。“现在，

我们家养的蟹亩产量比前些年提升了

约两成。”邹建星说。

此外，昆山市还定期开展不同类型

的专项班，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需

求组织培训。

“你们能组织一些无人驾驶农机方

面的培训吗？这两年我们合作社添了不

少新设备，但利用率还不高。”去年 6 月，

刘地向昆山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工作

人员反映培训诉求。指导站经过调研，

发现不少农机合作社都有类似需求，他

们立即着手联系，两个月后便面向有需

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了培训。

培训地点之一设在当地一家农机

生产企业。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现场

演示无人插秧机操作，并讲解其中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加装原理、应用程序设

置及操作技巧等。培训结束后，刘地购

买服务，请企业帮着改装了自家合作社

的几台插秧机，“设置好程序后，机器按

规划路线自动行驶，误差可以控制在 1
厘米以内，作业效率和质量大幅提高。”

“近些年，我们定期了解新型职业

农民生产需求，平均每年开展约 20 个班

次 的 专 项 培 训 ，帮 助 他 们 持 续 更 新 知

识、提升技能。”昆山市职业农民培育指

导站站长孙权说。

服务管理
开展差异化跟踪指导，

建 立 健 全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等
级评定及动态管理机制

踩上去松松软软的草坪，不时有兔

子鸭子跑来跑去，三五游客倚靠着秋千、

小转椅，享受着田园春光。不远处，200多

亩试验田里，前不久种下的小番茄、小辣

椒、茄子等多种蔬菜已冒出嫩芽。

这里是昆山市优来谷成科创中心，

一家主要从事果蔬种植批发的农业企

业 ，也 是 当 地 一 家 高 素 质 农 民 田 间 学

校。2018 年 7 月，潘明春申请认定为新

型职业农民，并成为这所学校的常客。

在这里，他结识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所长赵统敏。赵统敏手把手

传授潘明春小番茄种植技术，“授粉方

式要从原先大番茄种植的人工授粉变

为熊蜂授粉，大棚的温度、湿度要保持

稳定，注意控制肥料使用量……”

按照专家教的方法，如今潘明春种

出的小番茄口感甜、水分足。“有中果型

的、小果型的，颜色有翠绿色的、橙黄色

的……都是专家推荐的品种，很受市场

欢迎。”潘明春拿出照片向记者介绍。

“ 我 们 省 农 科 院 新 培 育 的 果 蔬 品

种，都会拿到这里试种。”赵统敏在一旁

补充道，“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田间

学校获取技术，引进良种。我们可以获

取有关种植情况的试验数据，产学研融

合，都能获益。”

近年来，昆山市加强与农业企业、

科研院所合作，已建立 10 多家这样的高

素质农民田间学校。“我们把课堂搬到

田 间 地 头 ，做 给 农 民 看 ，带 着 农 民 干 。

围绕粮食种植、精品果蔬种植、水产养

殖等不同农业生产类型，每家田间学校

突出特色，为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开展差异化跟踪指导。”姜锋说。

跟踪指导，既有技术培训，也有政策

激励。这几年，刘地合作社的设备更换

了一遍，这既是他们善于经营的结果，也

得益于市里的扶持政策，“按规定，新型职

业农民领办、新办合作社、家庭农场，符合

农机购置补贴条件的，在享受国家补贴

政策的基础上还能优先享受市级补贴。”

刘地说，“这帮我们缓解了资金压力。”

去年 5 月，刘地还向银行申请到 200
万元低息贷款。“政府设立了‘昆农贷’

资金池，为新型职业农民贷款提供风险

担保，让我们融资更加便利。”刘地说，

“此外，政府还为新型职业农民发放社

会保险补贴，让我们增强了职业认同，

更加安心创业。”

职 业 认 同 ，还 源 于 顺 畅 的 发 展 通

道。2021 年 12 月，因为合作社效益好，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刘地被评为高

级新型职业农民。

近年来，昆山市探索建立新型职业

农 民 初 级 、中 级 、高 级 分 级 认 定 制 度 。

初级根据条件自主申报，认定后颁发证

书。中级、高级资格认定需要在取得初

级资格的前提下，符合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 3 年以上、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示范带

动作用明显、无农产品质量安全不良记

录等基本条件，经推荐、初评、审核后，

由市里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议，按相应

评分指标进行认定。获得中、高级资格

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优先推荐为乡

土专家或承担市内相关项目。

既厚爱，也严管。“去年，昆山市 84
名新型职业农民被取消资格。”孙权介

绍，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每年组织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复审，对所有新

型职业农民的复审申报材料进行现场

审阅和必要的核实取证，对存在违法行

为及不良信用记录的、发生农产品质量

安 全 事 件 的 、不 再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工 作

的，取消新型职业农民资格。

“通过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等级

评定及动态管理机制，推动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建设迈向高质量。”孙权说。

示范带动
组建新型职业农民乡土

专家服务团、新型职业农民协
会 ，形 成“ 政 策 育 人 、人 才 兴
业、产业富农”机制

“我们有一些南粳 46 秧苗，免费提

供，有需要的前来自提。”去年 6 月，水稻

夏播刚结束，刘地的合作社还剩余部分

秧苗，他把信息发给周边经常合作的种

植大户、村民。

不一会儿，拉苗的车辆便停满了合作

社前方的空地。刘地边分发，边向种植户

介绍水稻品种、栽种事项，“这是省农科院

选育的优质晚稻品种，特别适合我们这儿

种植。种植时要多施有机肥，少施氮肥，

特别是生长后期，要尽量不施氮肥……”

不只分享种植经验，刘地还与周边 6
家合作社开展“机具共享”“人员共享”“服

务共享”合作，“我们几家合作社的农用

机械可以共享使用，农机手等人员统一

调配。这样做，既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利

用，又能推动抱团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今年春节刚过，朱兴林就在自家蟹

塘里忙活起来，他承包的 30 亩水塘紧挨

着邹建星的养殖基地。“这两年，我家养

的蟹产量持续提升，老邹帮了大忙。”

邹建星的指点，朱兴林记忆犹新：

“伊乐藻、矮生苦草、轮叶黑藻等不同水

草要配比种植”“高温天气要多换水，保

证水体干净”……去年夏天，当地出现连

续 10 多天的高温天气，朱兴林等周边养

殖户按照邹建星给出的方法做好预案，

未发生大规模减产，实现了稳产增收。

“认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个重要

的目的在于引导他们发挥好示范作用，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创业增收。”姜锋介

绍，近年来，昆山市组建新型职业农民乡

土专家服务团，成立市新型职业农民协

会，充分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示范作用，带

动培育一批高素质农民发展创业，形成

“政策育人、人才兴业、产业富农”机制。

“在粮食种植、果蔬种植、水产养殖

等多个领域，我们都有定点结对的合作

社、农户，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科学管理、

培育品牌、拓展市场。”作为新型职业农

民乡土专家服务团成员的邹建星说。

过去，朱兴林养殖的螃蟹品质不高，

卖价低，利润薄。如今，他按照邹建星传

授的方法，一方面改进养殖技术，提升螃

蟹品质，一方面精选个大肉肥的优质蟹，

进行礼盒包装，提升产品附加值。“去年

我们每亩水塘的养殖净利润达到 2700
元，比先前提高了约 500元。”朱兴林说。

2018 年 11 月，昆山市创立“昆味到”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立“昆味到”线

上销售平台，旨在整合全市农业资源，

培育全品类、全产业链农产品大品牌，

改变过去农产品包装简单、缺乏品牌运

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参与‘昆味到’

品牌的合作推广。”兼任协会副会长的邹

建星介绍，协会精选本地绿色优质农产

品，严格准入标准，并从生产、加工、储运、

销售等各环节进行规范管理，培育出淀山

湖黄桃、昆山麻鸭等百余种特色农产品，

“截至目前，累计授权 116 家昆山本地优

秀农业企业及个体农户使用‘昆味到’公

用品牌，线上平台上架商品 200余种。”

“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帮着我们改

进种植方法，减施农药、化肥，提升梨的

品 质 ，还 帮 我 们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这 两

年，张浦镇七桥村村民胥宝爱将自家生

产基地种植的一部分梨放到“昆味到”

平台上销售，“过去好梨卖不上价，现在

作为‘昆味到’品牌旗下农产品，一斤能

卖 12 元左右，比过去提升了一倍，销量

也涨了，去年线上卖了 5500 多斤，产品

供不应求。”

“我们养的螃蟹能不能纳入‘昆味到’

品牌？”“我们种的稻米化肥农药用得少，

能不能也纳入进去？”……为继续扩大“昆

味到”品牌合作，这几天，邹建星来到几家

种养基地考察，农户们急切地问他。

“大伙儿放心，只要品质过硬，我们

欢 迎 每 一 家 农 户 的 农 产 品 上 线‘ 昆 味

到’。”邹建星爽快地答道。

记者跟随邹建星走访几家种养基地

时，不时可见农用无人机盘旋升空，农用

机械在田间“嗡嗡”作业，春耕的忙碌景

象随处可见，丰收的序章开启了……

图图①①：：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七桥村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七桥村

村民胥宝爱给梨树剪枝村民胥宝爱给梨树剪枝。。 黄春宇黄春宇摄摄

图图②②：：昆山市农户利用高地隙植保昆山市农户利用高地隙植保

机开展水稻绿色防控机开展水稻绿色防控。。

昆山市农业农村局昆山市农业农村局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昆山市巴城镇联民村村民邹昆山市巴城镇联民村村民邹

建星在捕捞螃蟹建星在捕捞螃蟹。。 张春荣张春荣摄摄

图图④④：：昆山市花桥镇天福刘地农业昆山市花桥镇天福刘地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刘地在检修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刘地在检修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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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⑤⑤：：专家专家（（右四右四））在昆山市一家高在昆山市一家高

素质农民田间学校授课素质农民田间学校授课。。 孙孙 权权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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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探索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培育、管理、服务机制，累计已有1991人通过认定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记
本报记者 尹晓宇 白光迪

刘地是个老农民，也是个新农民。说
老，不是指年龄大，他才 36 岁，但初中毕业
后即随父务农，堪称种田的老把式；说新，
是说他不仅会种地，而且“慧种地”，被认定
为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新在哪？记者采访他
时，这位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天福社区居
民正巧接到一个电话。

“刘经理，这两天可不可以插秧？”
“这两天气温偏低，秧苗容易受冻，再

等几天，到时我给大家发播种计划。”与合
作社社员通完电话，刘地现场给记者展示

新购置的农用无人机：升空后飞得既快又
稳，所行之处，农药均匀地喷洒在既定位
置，飞行线路、喷洒剂量等在手机客户端同
步显示。

作为花桥镇天福刘地农业合作社负
责人，刘地为周边近百户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农机服务，“我们靠专业吃饭，通过‘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等服务模式，去年完成
作业服务面积超 10 万亩，经营收入约 400
万元。”

像刘地这样，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
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

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被称
为“新型职业农民”。

2017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
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

2012 年 8 月，原农业部出台《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国 100
个县（市、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
点，昆山市位列其中。近年来，昆山逐步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培育机制，探索出
一条集教育培训、跟踪服务、产业发展、金
融信贷、社会保障于一体的高素质农民培
育特色之路。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认
定新型职业农民 1991 名。2022 年 4 月，中
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
技教育培训中心推介发布高素质农民培
育 优 秀 案 例 ，昆 山 市 的 经 验 做 法 榜 上
有名。

新型职业农民如何培育？如何跟踪管
理、服务？怎样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近
日，记者赴昆山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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