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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注重人才培训，推广实用技术 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是农科教结合工作的重要环节
。
在农科教结合工作中，各级政府应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以培养熟练农民
和中初级技术管理人才为重点，构建以实用技术培训和“绿色证书”培训为基础、职业高中和各类中
专为骨干、大专层次为补充、地（市）县乡村相互衔接、农工商服务兼备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实用人才
培训体系，促进农村实用技术快速推广和农民素质普遍提高。
全国多数省（区、市）在县一级建立了职教中心。
安徽省成立省、市（地）、县、乡（镇）四级农科教职教中心，分行政村组建了农科教讲师组。
各级讲师都汇集了城乡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村科技能人、农业大户近3万人，他们既是农村
学校兼职专业技术教师，又是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和农业科技承包的骨干力量。
20世纪末以来，该省组织各级讲师团“上山下乡”、“进村人户”，通过专题报告、巡回指导、广播
电视讲座、下田辅导、科技赶集等，开展“农科教培训月”活动，因地制宜推广各类农业适用技术，
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广西桂林地区在推进“绿色证书工程”中，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开发需要，设置了20个技术培训岗位，
利用当地农科教部门的站、场、校、中心等阵地，开办“绿色证书”培训学校或专业班，加快培养骨
干农民。
 （三）围绕经济项目，实施统筹结合 依托地方经济主导产业项目和资源优势项目，政府统筹各部门
力量，实行项目、资金、技术集约配套，系列开发，形成了巨大群体效应，这是各地在农科教结合中
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
安徽省芜湖市、蚌埠市等由农科教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建立“科教兴农”项目会商制度，
把“丰收”、“星火”、“燎原”计划和农业开发项目、扶贫开发项目等配套实施，对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的农科教结合重点项目实行集中联合投资，提高了综合开发效益。
山东省围绕农业高新技术，选择一批规模大、效益好、辐射面广、科技含量高的优势项目，建立310个
农业高新技术开发示范区，组织全省各级农科教部门进行科技开发，和国内10多家科研单位、大专院
校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
在农科教结合中，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也发挥自身人才、技术优势，参与地方经济项目开发，成为
科教兴农、科教扶贫的攻坚力量。
安徽农业大学在参与大别山区扶贫开发中，围绕当地八大支柱产业和46个骨干项目开发，通过与地方
联办农业大专班、共同实施科技承包、联合进行科技攻关和产业开发等形式，走出了一条校地结合、
产学研结合、农科教结合的路子。
大别山区已形成的八大支柱产业中，有六大产业是由安徽农业大学牵头实施。
这些成果和经验在沿江五省一市推广应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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