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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农业青年人才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

许景荣  徐广祥  杜瑞霞  杜 超  温瑞强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  015000

摘　要：农业科技人才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为全面了解巴彦

淖尔市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情况，加快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本文以对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为例，深

入分析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今后进一步优化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提

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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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质是

人才驱动，2023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

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

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

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造就

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因此，加快建设一支符合时

代要求的农牧业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

内在要求。[1]

巴彦淖尔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位于祖国正北方、

内蒙古西部、黄河“几”字弯顶端，总面积 6.5 万平方公里。

巴彦淖尔农牧业资源得天独厚，水土光热组合条件好，地处

北纬 40 度黄金种植带上，有耕地 1370.22 万亩和以灌溉为

主的一首制引水大型平原闸坝工程（三盛公国家水利枢纽），

素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美誉，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原奶、葵花籽、脱水菜生产基地，

全国最大的无毛绒分梳基地，全国第二大番茄原料生产和番

茄制品加工基地，全国地级市中四季均衡出栏量最大的肉羊

养殖加工基地，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彦淖尔作为农牧业大市，拥有丰

富的农牧业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巴彦淖尔建设农业强市的战略之举、长远之

策。在这个过程中，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巴彦淖尔市农牧业

科学研究所作为巴彦淖尔市唯一的农业类科研院所，在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强市建设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和重大

责任。为进一步加强巴彦淖尔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现以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为样本，深入分析农业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和改进农业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1.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现状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是巴彦淖尔市农牧局所

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现设有 5 个综合科室和 12 个专业

研究中心，围绕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布局和巴彦淖尔市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需要，研究范围涵盖小麦、玉米、大麦、向日葵、

甜菜、特色果蔬、肉羊、骆驼、奶牛、饲草料、资源环境、

农机装备、农牧业经济等方面。作为巴彦淖尔农高区重点科

技支撑单位，小麦、肉羊、向日葵等研究具有良好的科研基

础和学科优势。现有在职人员 159 名，专业技术人员 129 人。

其中正高职称 13 人，副高职称 32 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的仅有 31 人，远远低于全区其他同规格的科研院所。40 岁

以下有 69 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仅有 10 人；未来两年还有

26 人将要退休，其中副高职称以上有 15 人。青年科技人才

断层较为严重，亟需加强青年人才成长培育工作。

研究所现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农牧民教育优秀讲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1 人，国家

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 4 人，“西部之光”访问

学者 1 人，自治区杰出人才 1 人，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 3 人，

自治区“草原英才”1 人，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 1 人，内

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2 人，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6 人，

河套英才 8 人，市级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10 人，市级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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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 8 人；草原英才团队 2 个，河套英才团队 2 个。以上

荣誉评选时与职称挂钩，获得者均为 40 岁以上，且大多数

荣誉集中在少数领导身上，青年科技人才缺乏评选机会，对

青年科技人才难以起到激励作用。

2.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人才支持政策不够完善

一是薪酬待遇偏低，人才流失压力大。与内蒙古其他

地区相比，本地的平均薪酬水平相对偏低，解决住房、人才

配偶安置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在人才流动中处于不利位

置，即便暂时引进了一些人才也很难扎根。二是工作条件和

生活条件存在客观困难。地方政府对科研单位的基础设施投

入相对不足，与区外、市外同等级、同行业科研机构或大学

相比，有一定差距。三是激励覆盖面不宽，阻碍激励效能。

农业科研单位在激励管理中往往更多顾及到的是极少数处

于塔尖部分的杰出人才，对于在单位运营中起直接操作和支

撑链条作用的基础性人才，往往关注不够，未能进行有效

的激励。这种覆盖面、辐射区较窄的激励机制，影响了激励

效能范围扩散程度，不能有效的激励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创造

性，不能达到激励效果的最大化的目的。[2]

2.2 人才成长环境需进一步改善

评价考核体系不完善。评价导向还不能完全体现工作

业绩与实际贡献。一方面现有评价考核体系都是以已有成果

为导向，对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取得突出成果的青年科技人才

评价不完善，不能体现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内在的潜质；

另一方面，农业科研工作受农作物等生长周期影响很大，重

大农业科技成果的取得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不懈的努

力，而现有评价考核体系的功利导向难以形成宽容失败的氛

围，导致农业科技人才选择研究项目时更多的倾向于安全系

数较高的项目，从而使人才成长周期延长。

2.3 人才培育和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一是职称晋升难度大。实际工作中，随着符合申报条件

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数量不断增加，竞争愈发激烈，受年龄、

资历、指标等因素的限制，相当一部分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很

难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对外

竞争力。二是现有培育培训机制不能起到人才凝聚作用。接

受培训次数越多，培训时间越长的青年科技人才离职意愿越

弱。现有培训机制中“论资排辈”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和重视不够，遏制了人才知识水平和专业

能力的提升 [3]。三是事业发展“露脸”机会少。基层科技人

才参与决策少，在工作中缺少足够的自主权，导致科技人才

成长缺乏足够重视，在较高层次重要活动、重要工作、重大

项目中“露脸”的机会少。在各类推优评奖中 ,“内部平衡”“论

资排辈”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

技人才难有“出头之日”。[4]

2.4 人才引进的数量质量还有待加强

以引进人才为例，巴彦淖尔市地处西北部，属于欠发

达地区的研究所，很难吸引到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近两年只

引进了 7 人，还有的人才外出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

是深造后流失较多。主要原因一是客观上受所处地域条件、

人文环境等不利因素影响 , 在同等政策条件下，更吸引优秀

青年科技人才；又或者相对发达地区给出的人才落户政策比

巴彦淖尔市更具有吸引力。二是符合研究所学科和产业发展

需要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相对偏少 , 引进难度较大。

3. 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3.1 进一步完善对农业科技人才的支持政策

一是提高薪酬待遇水平。科研单位应在国家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多渠道、多途径地提高科技人才的薪酬待遇，丰

富工资结构，满足科研人才的生活需求，充分体现科技创新

价值，提升政策吸引力。二是改善科技人才工作生活条件。

及时更新、改善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

度，在符合有关制度的前提下，根据科研工作需要提供个性

化经费支持。为科研人员提供政策保障性住房或周转房，缓

解住房压力，协助解决优秀科研人员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问

题，让农业科技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三是拓宽

激励覆盖面，发挥激励效能。对于在科研工作中起直接操作

和支撑链条作用的基础性人才进行有效的激励，注重团队建

设，使人才在良好的环境中不断贡献聪明才智。

3.2 进一步改善人才成长环境

一是探索建立符合不同成长阶段青年科技人才特点的

考评体系，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推行潜力

素质评价与业绩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为“潜人才”提供

更多被承认的机会；避免评价指标行政化、短期化、功利化

倾向 , 鼓励青年科技人才探索创新，宽容失败。二是建立科

技人才学习交流平台。在管理中适当减少科研院所的行政色

彩，邀请优秀科技人才做学术报告，交流新思想、新方法，

研讨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同时鼓励支持本科研所的人才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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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其他院所、高校积极交流学习，增强科技人才参与学

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营造轻松、活跃、创新的学术气氛。[5]

3.3 进一步健全人才培育和激励机制

一是拓宽职称晋升渠道 , 根据科研成果、人才队伍结构、

学科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情况，试点开辟职称评审“绿色通

道”，允许特别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突破年龄、资历等限制

破格申报更高级别职称，对紧缺急需、贡献突出、发展潜力

较大的优秀科技人才，推行职称直聘制度，从而为优秀人才

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5]。建立合理的绩效工资考评分配制度

并严格执行，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实绩和贡献，体现激励效

果和科研价值。二是推进科技人才教育培训制度化。研究制

定科技人才教育培训规划，针对不同科技人才特点适当开展

专项培训，将青年科技人才教育培训制度化、常态化。三是

拓宽事业发展空间。在干部选拔等方面向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倾斜；在主持重大项目、参加重要活动、推优评奖等方面，

大胆举荐使用青年科技人才，多给他们“露脸”机会，促使

他们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快速成长。[6]

3.4 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的数量质量

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

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真心爱才、悉心育才、

倾心引才、精心用才，以人才工作的主动，更好掌握农业科

技创新的主动、发展的主动。同时要培育壮大本土人才队伍，

优化河套学院、职业院校学科专业设置，提升“土专家”“田

秀才”等实用型人才队伍科技素质，让人才“活水”滋养田

间地头，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4. 结语

青年农业科技人才作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推动 “三农” 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健康成

长是农业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6]。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将巴彦淖尔建设成农业强市离不开人才，必须不断壮大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从政策支持、成长环境、激励保障机制

和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下功夫，让人才队伍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成就感，真正扎根河套大地，用知识和技术服务农

民，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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