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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对策研究
杨 秀 于 英

山东现代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4
摘 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山东省作为

农业大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吸引集聚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亟待需要解决，本文以山东省吸引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人

才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吸引集聚研究现状，提出了山东省吸引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人才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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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s are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s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Shandong province

also has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attrac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takes the attrac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summing up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ttracting and gatheri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attracting and gatheri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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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

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1]；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是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核心力量。山东省

是农业经济大省，建有寿光蔬菜基地、泗水宇和农业酥梨

基地、曲阜陵城镇果品农业基地、济宁金乡大蒜基地、章

丘大葱基地、济阳富硒西瓜基地等特色农产品基地，拥有

龙大食品、西王集团、鲁花集团、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等龙

头企业，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

产业，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不断加强，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率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支撑。

随着科技进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业科技创

新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要加快农

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培育，集聚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科技支撑。

1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作用

农业是一国之根本。农业发展对于拥有 14 亿人口的

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在筑牢农业的根

基，强农、富农，振兴农业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百业兴废，人才是根本，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人

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加强农业农村科技创新

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才能加快农

业现代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吸引

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是农业科技人才工作的重点领

域，是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2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存在的问题

随着科技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加强，教育科研体

制改革，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农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与推进农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相比，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仍存

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1）农业科技人才数量少，而且比较分散，规模小，

高精尖的人才更少，整体素质偏低，面对重大农业科技难

题，不能快速解决；

（2）农业科技人才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弱，转化

速度慢，与市场链接不好，不能快速增大农业生产力；

（3）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存在不充分不合理，经济欠发

达区域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存在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科研能力薄弱；

（4）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机制还不完善，吸引力不

足，创新科技人才流失严重，很难留得住；

（5）欠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培训机构和培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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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需多方筹建和引进相关高端人才和机构；

（6）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跟不上农业经济发展的需

要，出现了不匹配不适应，不能很好的服务农业产业。

3 吸引集聚农业科技人才对策建议

3.1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由于农业需求是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基本需求，农业

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石，关乎一国命脉，农业科技创新人

才制约着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引导政府、企业、

公益机构等积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资金支持力度，设

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设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专项基

金，用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引进、创业支持、成

果推广、科研等方面，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公益机构参与

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健全引才聚才机制。发挥政府财政政策作用，加大财

政资金投入，给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优厚薪资福利待

遇，解决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家庭生活后顾之后，使其安

心于农，安身于农，投入农业经济发展中。扩大对现代化

产业布局资金支持力度，给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企

业税收、信贷优惠政策等。搭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给与政策扶持。

3.2改革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培训方式

新兴农业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对农业科技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持续不断

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培养方式，通过联合

政企院研所，借助“请进来，走出去”、定向培养，产学

研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加大引才聚才力度，发挥农业科研

院所的服务功能。

一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农业技术创新人员到出国学习，

鼓励农业科技人学习国内外先进科技，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提高农业科技创新队伍整体服务水平。

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技创新人员到高等院校进修学习，

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

三要积极鼓励高校主动对接新农科，调整专业设置，

优化学科结构，运用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发挥校企协同育人

作用，联合科研院所贯通产学研用渠道，采取协同共建共

育共享的育人方式，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的高

质量专业人才。

四要创造良好条件和营造引才聚才的环境，结合农业

发展要求，加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提高聚才效

果。

五是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服务功能，不断稳定壮大农

业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立人力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不断

提高农业科技服务质量，力求科研助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

六是发挥农业企业主观能动性，顺应农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求，主动跟随时代步伐，持续加大科研投入，集聚

科研创新人才队伍。

3.3创新机制助力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重用有技术的农业技术人员。对专业的农业技术

人员要优先任用并且给予优待，让他们去为农业创新服

务。

二是实施优先发展政策。优先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

的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增加资金支持，优先给与农

业园和农业基地支持，助推科技成果推广，增强农业经济

效果。

三是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人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宣

传力度，利用网络媒体、电视、广播、报刊等平台来让更

多的人们了解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创新成果，让人们形成

尊重的风尚，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推动农业技术人

员的发展。

四是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战略和政策。构建引才聚

才机制，加大对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扩大范围和降低门

槛；建立人才落户、职称评聘、薪资等政策，对人才匮乏

的偏远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2]。

3.4吸引集聚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实施乡村战略，人才先行，各地积极作为，主动出击，

联合硬核出动，积极打造农业科技人才建设的洼地。

一是发挥高校育人作用，厚植爱国爱农情怀，引导农

业科技专业人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农业基层

去，到田间地头去。全面提高农业科技专业知识和技能，

积极培育有三农情怀、有文化涵养、有知识技能、有创新

理念、有科研能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二是营造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聚焦乡

村振兴重大战略，围绕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现

代化进程，积极出台农业科技支持政策，持续加大农业科

技投入，完善农业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刻领会三农政

策，吸引集聚农业科技人才建设的洼地，优化成长环境，

营造聚才环境。

三是积极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多元化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结构性调整，构建农业产业与生

态协调发展农业经济[3]；提升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产出

率，发挥科技助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为农业科技

创新人才筑巢引凤。

3.5创新农业科技人才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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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人才的建设模式在人才培养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根据各区域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通过借助科

技创新人才深入农业园区、农业基地进行一线实践，进入

科研机构进行理论和实验实践等多种形式和方式，构建政

企研院所协同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4]，主动加强

项目合作、协作，共同推广科技成果的落地，提高农业科

技成果率，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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