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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乡土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刘  琼 

（宿迁市江苏农民培训学院） 

摘要：乡土人才培养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乡村要发展，人才必先行。宿迁市是农业大市，如何从庞大的农村人口中培养真
正建设乡村的人才，近几年都在探索，从加强人才培训、横向联合培养、培评结合促进人才应用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但通过分析现
状发现该市的乡土人才培养方面任然存在总量不足、供需信息不对称、乡土人才认同感较低等方面的不足，从而提出进一步搭建乡
土人才培养平台、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等对策来建设乡土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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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宿迁市为响应党委政府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号召，立足本市

乡村发展实际，将乡土人才联村强农作为“五联五强”中的重要一
环，要求充分发挥乡土人才“三带”作用，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拟将在“十四五”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培养乡土人才 6 万人，
其中高素质农民 5 万人以上、获得职业技能等级 5000 人以上；新
增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30 人以上，新建市级以
上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示范工作室 10 个以上。 

一、基本内涵 
乡土人才一般被人们认为是农村实用人才，扎根于农村实践中

的“土专家”“田秀才”“新农人”，具有是不断成熟动态发展的技
术之长，而且其技能还具有复合多样性。 

乡土人才是指扎根在基层、活跃在民间，在传统工艺、古建技
艺、现代农技等领域掌握特殊技艺技能的能工巧匠、生产能手、经
营能人等在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的人才。他们是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源泉，也是带动农民
发家致富的好帮手，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关键。乡村要
振兴，人才要先行，特别是乡土人才，因其乡土特性，可靠而又有
动力，培养乡土人才已经成为加强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 

二、宿迁市培育乡土人才队伍的主要方式方法 
那些长期奋斗在农业农村基层一线的“新农人”“田秀才”“土

专家”等乡土人才，是“三农”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人才基础、带动百姓创业致富的“领头雁”。 

宿迁一直非常重视乡土人才的培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乡土人才队伍：一是分专业开展培育培训。例如开展乡土人才高级
研班，通过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研修，增强技术、拓宽视野。二是
横向联合培育，市各有关部门根据所在部门行业的不同，联合开展
板材加工、园艺园林、果蔬种植、畜禽养殖等不同专业产业人才培
养评价，提升乡土人才认同感，推动乡土人才产业发展起来，实现
乡村振兴、创业致富。三是培评结合，重视结果应用。培训结束后，
经乡土人才评价，可获相应的职称或技能等级证书，并享受乡土人
才相关政策待遇。既将获取乡土人才职称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
素质农民纳入乡土人才信息库管理，并制定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助力
乡村振兴若干措施，在人才项目、银行贷款、就业创业补贴等方面
享受扶持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乡土人才，将其纳入担保贷款支持
对象，实行培评结合，推动了高素质农民培训与乡土人才评价的有
机衔接，培养的许多专业性农村实用人才。 

三、存在问题 
1.总量不足 
据统计，宿迁市 2019 年乡村实有从业人员 219.80 万人，占乡

村人口 427.28 万人的 51.44%，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81.03 万人，
占乡村实有从业人员的 36.86%。而该市“十四五”期间在全市范围
内培养乡土人才的中目标是 6 万人，仅仅占乡村人口的 1.4%左右，
反映出该市乡土人才总量上还是很少的，需要扩大和提升。 

2.乡土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 
乡土人才在“三农”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人才散落

在乡土社会中，没有一个真实主体对其进行归集，他们的需求、渴
望得到的帮助、所需提升专业水平的渠道没有一个合理的表达途

径。同时，社会却需要相对应的乡土人才在各自专业发挥特长，许
多地方也出台的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乡土人才的发展，但是这些有针
对性的需求和补助政策却很难通过简化的程序匹配到合适的对象。 

四、建设乡土人才队伍的对策建议 
（一）壮大乡土人才队伍 
1.搭建乡土人才培养平台。将高素质农民、农村电商、专业种

养大户等乡土人才职业技能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特别是高
职院校应该加入到乡土人才的培养中来，提供人才培养平台。高职
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特别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主动对
接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社会责任，是新时代乡土人才振兴的使命，
也为其自身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抓住机遇，提高办学水平。因此，
从当前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着眼高职院校的办学实际，积极
参与乡土人才建设，培育更多优秀乡土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2]。 

2.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为促进各类、各层次乡土人才对职业
角色和乡村振兴战略成员角色投入认知、情感和体力, 为乡村振兴
做出战略贡献, 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乡土人才资源的作用.  将
各类乡土人才整合为省、市、县、乡等不同层次的人才资源, 按照
就地、就近、方便的原则, 分门别类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3]。为解决
人才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应该建立统一的乡土人才信息
库，实时更新，做好乡土人才成长需求的统计分析，开展有针对性
政策扶持。 

（二）拓宽乡土人才发展空间 
出台配套政策，如《宿迁市乡土人才初、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实

施办法》《关于我市乡土人才培养评价助力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
《宿迁市乡土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施办法》等，开展符合条件
乡土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职称考核认定，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宣
传推介，举办乡土人才职业技能竞赛、“非遗大集”、成果展，给予
乡村产业升级发展能量，打造“科技+乡土”品牌，加强乡土人才
的科技武装。 

（三）加大乡土人才扶持力度 
将乡土人才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加大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科学制定小微企业最高可贷款和个人最高可贷款额度。扩大人才工
程覆盖范围，在条件设置、申报指标等方面给予倾斜。建立针对性
奖励补贴，例如该市决定，培养高端乡土人才，对入选国家级、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分别给予一次性跟补奖励；对入选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获批省级、市级乡土人才大师
工作室的分别给予奖励；对获批省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作室的给予
跟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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