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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临农发〔2022〕27号

2022 年临淄区高素质农民专项培训工作方案

为切实将高素质农民专项培训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我区农业

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根据《关于印发2022年淄博市高素质农民专

项培训工作方案的通知》（淄农办字〔2022〕22号）要求，结合临

淄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攻坚突破为总抓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按照“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训”

原则，突出抓重点、抓要害、抓落实，优化课程设置，创新培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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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层分类施教。统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能力提升、

种养加能手技能培训、农产品质量监管员能力提升、农机手操控安

全、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头人素质提升等行动，以点带面，加速培

育壮大适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打造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重点任务

聚焦聚力保障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聚焦聚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聚焦聚力促进返乡入乡创业创

新，聚焦聚力支撑乡村建设行动。全区共分类培训高素质农民1210

人，通过系列专项培训，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及农业从业人员的工作

能力及素养，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培训经费从市、区乡村振

兴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中列支，项目总资金139.92万元。

二、工作内容

围绕全区农业农村工作总体任务目标，充分整合利用优质教育

培训资源，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发展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

（一）具体任务

2022年全区高素质农民专项培训工作分类开展，按需求、按产

业、按人员分类开办相应培训班次，统筹推进生产技能、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人才培训。全区共分类培训高素质农民1210人，其中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头人等180人（含合作社辅导员、基层农经管理

人员、村级防返贫宣传员等）；镇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等200

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及种植大户等830人（含粮食、蔬菜、果

树种植3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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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要求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头人、镇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等

专项类别，培训课时不少于40学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及种植大

户等类别，培训课时不少于32学时。依据农业生产季节，合理设置

培训时长，培训时间自2022年 5月开始至11月底结束。

（三）培训形式

根据培育对象与培训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培训计划与培训内容，

综合采用课堂教学、实习实践、线上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提高培

训针对性和质量效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头人、镇村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人员等培训，依托山东农业大学（根据新冠疫情发展形

势适时调整培训基地）异地脱产开展；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及种植

大户等培训，由我区14处农民田间实训学校承担。

（四）培训内容

针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人员，重点围绕合作社章程制度建设、

合作社规范运行、合作社财务管理、合作社品牌建设与营销、电子

商务等开展培训；针对基层农经管理人员，开展农业农村政策、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与仲裁、农村宅基地改革管理、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农业社会化服务、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开展培训；

针对防返贫业务，重点加强对新上任镇、村干部的培训指导，确保

基层工作人员熟悉掌握防返贫相关标准、程序和政策体系等；针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班次，重点培训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

兽药残留使用标准及禁限用农兽药品种培训、主导产业农业技术操

作规程及农业标准、农业转基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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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及种植大户培训班，重点开展良种推

广、防灾减灾、科学施肥用药、低碳绿色生产等技术培训；围绕推

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开展转基因政策、产业化、安全性培训，开展

转基因科普宣传；围绕经济作物生产，因地制宜开展蔬菜、果树等

经济作物生产管理培训；围绕粮食作物机收减损，开展机收减损技

术与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培训;围绕耕地质量提升，开展节水灌溉、

土壤培肥改良、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培训。

将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农业产业发展形势趋势、农业安全

生产、农担融资扶持政策、防返贫业务等纳入培训内容。同时，根

据学员培训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特色产业生产技术、品牌打造、

电商营销、金融信贷、加工物流、直播带货、农村文旅、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物联网+”智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打造、思想政治、

法律法规、村庄建设管理等培训课程。

三、组织实施

（一）广泛调研、制定方案（3-4月）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民培训需求调研，开展师傅带徒弟、土专

家队伍调研，开展农民田间实训学校建设及培训意愿调研，按照上

级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成立培训领导小组（见附件 1），制定

工作方案，分解培训任务（见附件 2）。

（二）培训实施（5月—11月）

1、制订培训计划。各田间实训学校要根据本地产业结构特点，

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需求出发拓展培训内容，切实让农民学

得会、用得上。根据区下达的培训任务数量，制定好培训计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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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具体，开班前 2天上报开班申请（见附件 3）及培训计划。在

疫情期间，各田间实训学校要根据实际采取分散小班制教学实训，

避免人员聚集，做好防护。培训方式在注重线下集中培训基础上，

探索开展线上培训方式，组织专家开展线上讲座或发布农业生产技

术管理要点电子明白纸。

2、遴选培训师资。严格培训师资遴选，整合市内外高校、农业

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农业专家、技术人员，聘请既具有丰富

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农民田间学

校师资。继续实施“辅导员+双专家”培训方式。聘用实践能力强，

业务知识全面、学员信服的农民专家进行授课，充分发挥农民专家

的带动作用。

3、制定培训流程。各田间实训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内容，

开课前，要与授课老师详细沟通，尽可能多地收集、准备好与本堂

课程相关的展示物品、授课材料，提前考察确定田间实践或参观的

示范点等，让参训学员感到学习内容直观、易掌握，每次课程尽量

安排农民田间实操环节，专家现场点评学员实操情况，真正让培训

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员一学就会，学之能用。

4、组织培训考核。区农业农村部门对培训过程全程监督。每个

培训班结束后，各田间实训学校组织参训学员对所学过的知识、技

能等进行统一考试考核，考试方式可灵活多样，将考试考核材料做

好存档。组织学员填写《农民专项培训参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见

附件 4），对师资及教学质量进行满意度测评。

5、建立培训档案。做好培训档案的整理和装订工作。各田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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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校要严格按照农民专项培训机构建档基本资料目录（见附件 5）

所列内容，建立齐全完整的培训档案，并整理装订存档，培训材料

要扫描并留存电子档案。同时强化教材规划建设，选好用好培训教

材。

6、材料及信息报送。各田间实训学校要指定专人负责培训材料

的登记、统计、上报及培训班结束后的电话抽查回访等工作。要根

据培训类别建立规范统一、填写完整、内容真实、准确无误的《农

民专项培训台账》（见附件 7），学员在培训签到簿（见附件 8）上签

字。培训台账与签到簿严格按要求认真填写、签字和盖章，严禁代

签、事后补签等现象发生。在每期培训结束后，及时进行电话回访，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培训结束 3日内上报检查合格班次培训材

料（报送材料：培训台账电子版及学员签字版扫描件、签到簿扫描

件、培训现场照片电子版等），同时及时编报培训工作简讯、先进典

型等培训宣传信息。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该项工作列入了淄博市委、市政府民生项目的考核。区农业农

村局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建立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

管负责人任副组长，相关科室同志担任成员的工作协调机制。各镇

办、各农民田间实训学校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细致谋划，强

化工作措施，确保有专人负责；本地种植大户等培训要统筹镇办农

民培训需求，优先培训有较大产业规模、参训意愿强烈的农户；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等类别异地脱产培训，



— 7—

相关镇办要派专人参加，并管理好本镇办参训人员。

（二）全程监管，及时验收

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全程监管，定期督导培训进度，随机抽查培

训执行情况。培训开班后，及时听取学员建议，公布联系电话，发

动学员对培训情况进行监督；培训班次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要按

照培训项目实施要求逐班次进行验收，并填写《农民专项培训验收

报告单》（见附件 6）。各田间实训学校培训工作要在11月 10日前

全部结束，并上报培训工作总结。

（三）规范经费使用

承担培训的机构要严格执行《淄博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对培训补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严禁截留、挪用、套用等违规使用资金行为。培训资金主要用于购

买培训教材、培训师资聘用（包括讲课费、往返交通费、误餐费等）、

学员交通、误餐补助、住宿、培训耗材（学员使用的笔记本、笔、

包等，教学使用的笔、纸及其它必要教学工具等）、场地租赁、防疫

物资、设施配置、档案建立、招生宣传、跟踪服务、工作经费（不

超过项目总资金的5%）等。要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规范各类票据、

凭证使用，杜绝不合理票据、凭证入账等问题。

联系电话：7182048 邮箱：lzqngx@zb.shandong.cn

mailto:zbnmpx@sd.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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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 年临淄区高素质农民专项培训领导小组

组 长： 任永江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 王青川 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 荣 媛 区农业农村局人才科科长

常 赛 区乡村振兴局督查考核科科长

薛 丽 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心经济服务科科长

徐 通 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数字农业科科长

陈 冲 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科教培训科科长

韩秀玲 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科教培训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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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 年度临淄区高素质农民专项培训任务分解表

项目县

名称

培训

机构

信息

培训专

业类别
培训单位名称

任务

数量

（人）

备

注

临淄区

名称：临

淄 区 农

业 技 术

服 务 中

心

地址：临

淄 区 雪

宫路352

号

联 系 电

话 ：

7182048

邮 箱 ：

lzqngx@

zb.shan

dong.cn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皇马甜椒专业合作社 120

蔬菜种植 山东思远蔬菜专业合作社 10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万红种植专业合作社 10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东科蔬菜专业合作社 7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乐采种植专业合作社 6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同茂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4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荣坡蔬菜专业合作社 40

蔬菜种植 淄博临淄青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40

粮食种植 淄博临淄朱台农机专业合作社 40

粮食种植 淄博临淄五谷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40

粮食种植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粮食种植 淄博临淄成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50

果树种植 山东施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

果树种植 淄博临淄边河林果专业合作社 40

合作社带

头人等
山东农业大学 180

农产品质

监员
山东农业大学 200

合计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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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农民专项培训开班申请

填报日期： 月 日

申请

单位

培训

次数
第 次

培训

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基地、

学校）

培训

专业
人数 学时

专家
农民

专家
辅导员 班主任

培训内容

（含引导性培训）

申请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管理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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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农民专项培训参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

评价

项目
优 良 差

授
课
内
容
及
老
师

组织后勤服务情况

学习收获？

有何意见、建议？

签名：

培训班名称：

注：此表由参训学员本人填写，在相应选项内打√。测评对象包括:
专家和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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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农民专项培训基地（学校）建档基本资料

目 录

1.培训计划和工作总结

2.培训机构认定相关文件

3.培训相关制度

4.培训技术规程

5.培训流程

6.各培训班建档材料

（1）培训需求调查

（2）培训计划（含课时内容安排）

（3）开班申请批复

（4）结班申请

（5）《农民专项培训验收报告单》

（6）培训教材

（7）培训台账

（8）学员签到簿

（9）培训现场照片

（10）考试考核材料

（11）电话抽查记录

（12）《农民专项培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

（13）资金支出明细及凭证

注：以班次为单位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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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农民专项培训验收报告单

培训机构

验收班次 专业 期 班

办班地点

验收重点

内容

1.培训时间 2.培训人数

3.培训台帐 4.资金使用

5.身份证复印件 6.教学计划

7.培训教材 8.培训现场照片

9.学员满意度测评情况

验收结论 合 格 □ 不合格 □

验收不合

格的主要

问题及整

改意见

验收组组长（签字）

验收组组员（签字）

年 月 日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1.是在□内打√，否在□内打×；2.一式三份，当地农业、财政、

培训机构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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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农民专项培训台账

培训基地（学校）：（盖章） 建账时间：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文
化
程
度

从事
产业

产业
规模

培训专业 联系电话 学员签字

班主任签字： 培训基地（学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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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农民专项培训签到簿

培训班次：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年内第几次

参加培训
签 名 备 注

培训地点： 班主任（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