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8日，新宁县黄龙镇沉水村7组，返乡大学生肖坤发(左)和妻子刘欢在自家果园挑选个头最大的脐橙，准备参
加新宁县第三届脐橙节“脐橙王”评选。近年来，脐橙种植成该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郑国华 周光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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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击

“十九大报告看民生”系列评论14

“农村，大有可为的地方。”
大学毕业后的肖胜蓝， 并没有
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挤向公务员
队伍， 也没有去大城市赚钱见
世面， 而是回到家乡投资流转
了100亩土地，留在宁乡县花明
楼镇当起了菜农。通过8年的摸
索， 他每年仅辣椒的销售额就
达到100万元以上。不但自己的
事业有了起色， 还让不少村民
提高了收入。

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我国拥有近6亿农村常住
人口， 城乡区域发展存在较大
差异，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
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一直是短
板。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 并将它列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
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很显然是志
在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让农
民充分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从2002年12月26日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的
重中之重， 到此次十九大继续
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
重要地位， 我国对农村的各方
面建设丝毫没有松懈。 农村建
设，“人”是关键，要想让中国农
村发生大的变化， 除了硬件建
设的投入， 更重要的还是对新
型农民的培养。当前，农业科技
投入不足， 农业农村科技服务
力量薄弱， 而农产品技术含量

低正是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制约因素， 要改变这
一点， 必须加大农业科技资金
的投入， 尤其是加大对农民群
体的科技化培养。

湖南省这几年立足扶农，
为农民群体提供了项目众多的
培训，目前全省具有培训资格的
机构已达500多家。2016年，长沙
市共完成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9980人，培育现代农业领军人
才430人，近三年来，已培育各类
新型职业农民近3万人，大学生、
农民工、转业军人返乡创业蔚然
成风。一些近年来转型的农民朋
友就通过培训和自主学习，获得
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了市场的青
睐，为个人致富和引领带动乡亲
致富提供了宝贵经验。

就在今年， 中央财政投入
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
万人以上， 可以预见，“新型职
业农民”这个关键词，必将成为
今后的热词。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正逐渐加快， 社会分工和资
源分配的区域性也越来越精细
化，“农民” 的涵义已经不再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 而是有了
更多的科技和专业诉求，同时，
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差异化”也
使得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多样
化、新颖化、精准化。长沙市就
根据不同经营主体、 不同产业
特点，制定出不同的培育方案。

现代化过程， 归根到底是
人的现代化， 只有个体充分掌
握了相应的现代化技能， 才能
形成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而在
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 新型职
业农民必然是未来的蓝海群
体。 ■本报评论员 张英

11月18日早上8点，在宁
乡县花明楼镇中心的蔬菜商
店，肖胜蓝正忙碌着。初见肖
胜蓝，与一般蔬菜商贩无异，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就是他
的事业主战场。

“农村， 大有可为的地
方。” 大学毕业后的肖胜蓝，
并没有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挤
向公务员队伍， 也没有去大
城市赚钱见世面， 而是回到
家乡投资流转了100亩土地，
留在宁乡县花明楼镇当起了
菜农。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

晒， 但肖胜蓝对自己的“菜
农”工作挺自豪。

肖胜蓝的蔬菜基地以棚
内种植为主， 九成以上种的
是辣椒。他告诉记者，根据季
节和品种的不同， 自己的辣
椒价格从5元到25元一斤不
等，通过8年的摸索，他已经
掌握了辣椒反季种植的关键
技术， 年产量在10万公斤左
右， 每年仅辣椒的销售额就
达到100万以上。不但自己的
事业有了起色， 还让不少村
民提高了收入。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掀起返乡创业潮 全省领证新型职业农民达4万人

让农民成为一种让人向往的职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培养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感受1

长沙市今年冬春季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作将全面启动， 将新培育各类
新型职业农民10655人。除部、省专项
培育资金513万元外， 市财政局还配
套安排专项资金300万元用于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和现代农业人才培训。

据了解，长沙市实施“分级别、分
层次、分产业、分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方式，突出培育重点，构建农业人
才金字塔结构体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和主要骨干作为生产经营型培育重点
对象。根据不同经营主体、不同产业的
特点，分别制定相应的培育总体方案，
瞄准高标准的课程设计、师资安排、实
训考察、跟踪服务，形成规范标准，在全
市普及推广，确保培育质量。

“农民，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8月份， 正是水果丰收
季， 浏阳大围山上， 瓜果飘
香。85后新型职业农民黎永
勤捧着刚在树上摘下来的黄
桃，乐开了怀。

7年前，黎永勤辞去机场
保安的工作，回到家乡大围山
脚下， 继承父业做起了农民，
并在父业的基础上流转了近
20亩林地，种上了黄金梨。与
传统农民不同，黎永勤以工匠
之心精耕细作，对各个环节进
行精准控制、精细管理。

黎永勤凭着一股爱学
习、不服输的精神，仅仅几
年时间，他的水果基地种植
规模就突破了500亩， 品种
也从单一的黄金梨扩展到

黄桃、李子、猕猴桃等多种
特色水果， 每年创收200万
元以上。

2015年他还申请注册了
自主品牌， 基地自产自销的
水果统一贴上标签， 附上二
维码，水果产自哪里、属于什
么品种，扫一扫便一目了然，
实现了从餐桌到地头的全程
可追溯。

“职业农民不能只面朝
黄土背朝天。” 闲暇时光，黎
永勤背起书包走进了长沙市
农委主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班。如今，他正谋划着搭上
乡村旅游快车， 通过与乡村
旅游“联姻”，向体验农业“华
丽转身”。

感受2 “农村，大有可为的地方”

长沙三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万人
长沙市作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市推进示范市，近

三年来，长沙市共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军人才1500人，培
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近3万人。2016年， 长沙市共完成各类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9980人， 培育现代农业领军人才430人，1350
名新农人喜获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全省领证的新型职业农民4.17万人

目前，湖南省具有培训资格的机构达到500多家，到2016
年， 全省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县市区已达118
个，确定培育对象54万人，组织各类培训4.04万人次，认定发证
30352人。湖南通过实施两个“百千万”工程，5年来，累计认定
家庭农场3.12万户，领证的新型职业农民4.17万人，发展农民
合作社7.3万个， 入社成员305.7万户， 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22.1%，带动农户363.7万户。

新型职业农民
必将成未来新蓝海

数读

举措

构建农业人才
金字塔结构体系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让农民成
为一种让人向往的职业， 造就亿万懂
农业、爱农村的职业农民，这将是振兴
乡村的生力军。”长沙市农委科技教育
处处长夏礼明表示， 不但要让新型职
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 成为农村创新创业的新能人；还
要让他们“有道德、守纪律、有情怀、有
担当”，成为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 认真落实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不同类型的制度设计，
注重创业思路的拓展， 注重知识结构
的改变，注重技能素质的提升，提高培
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让农民“听得懂、
学得会、带得走、用得上、致得富”，把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为长沙现代农业
的一张特色名片。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憧憬

让农民成为
令人向往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