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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岭：

培育更多“新农人”
扎根乡村大有可为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缺乏统一组织
孙中岭说，新型职业农民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
者，而是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农
村“精英”，是一种有思想、有理
念、有抱负，“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晓政策、有组织、守法
纪”的职业化农民，拥有现代科
学技术和管理能力，能够应用
现代理念经营规模农业、应用
市场化手段发展农村产业。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农民
增收的根本之计、是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
是农村民主管理的重要前提和
保障。

孙中岭坦言，目前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现状并不乐观。当
前，在农民职业教育实施过程
中，主要由农业、教育、人社、财

政、科技等部门按照上级部门
培训的要求，分部门、分层次制
订计划，分别组织实施职业教
育培训，缺乏统一、高效的领导
和组织协调。

由于政出多门，培训费用
分属不同的部门，经费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尚未形成相应保障
机制，培训的财政拨款经常会
被挤占、用作他用。出现这种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分散的政
策实施没有形成合力，农民职
业培训往往是在上一级行政
命令要求下组织实施，执行主
体被动执行、热情不高、培训效
率低下、经费保障不力、缺乏有
效考核机制、上下联动协调不
畅等诸多因素就成为制约农民
职业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
障碍。

要拟定“以需定培”培训计划

教学观摩、备课研讨、基地
建设、培训讲座、学术论坛……
李利英表示，当下，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正在全面
铺开，虽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
活动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不错成
绩，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在教育
管理、队伍建设、内容设计、均衡
发展，以及机制建设、体系完善等
方面，仍存在诸多难题尚未破解。

李利英认为，当前，大中小

学思政课各学段之间以及同一
学段不同阶段之间的思政课管
理模式，存在教学管理统筹协
调紧密度不够的问题。她建议
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扩大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指导
委员会在领导、指导、咨询、示
范、教材编写、培训、研讨等方
面的职责和权限，给予教指委
更大限度的政策支持。

依托思政课一体化教指委，发挥“头雁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李利英：

打好“组合拳”
推进思政课一体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
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如何助推顶层
设计落地开花？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工程学院校长李利英围绕
全面构建新时代思政育人新
格局建言献策。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质
量不高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的教学学习沟通合作机会极
少，直接影响思政教育内容
的衔接。”李利英提出，建立
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理论研究

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和集体
备课中心；健全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一体化研修制度；
设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课题，打造高水平研究团
队；联合打造一批适用于各学
段的思政“金课”。

推进师资队伍一体化建设，打牢“筑基工程”

“各学段课程内容和标准
修订都略有差异，对于高年级
同学来说，文理科学生的政治
理论基础差异较大，这些都不
能忽视。”李利英认为，各学段
思政课教材编写的逻辑体系、
案例选取，以及课时与内容容
量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她
建议，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优化
教材编写队伍结构，找准不同
学段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衔
接点，实现“梯次递进”。同时，

直面学生的现实问题和思想困
惑，厚植教材文化底蕴，提升可
读性，让不同学段的学生都能
听得懂、听得进。

此外，针对不同地区思政
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李利
英建议，在成立省级层面统筹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
同体之外，积极构建省域联动
支撑模式，开展东部带中部、中
部带西部，以及东部带西部的
省域间共同体建设。

实施链条式内容联动，坚持“梯次递进”
孙中岭建议，应尽可能避

免“大水漫灌”式的培训，避免
政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实际
需求相脱节，具体的培训内容
不是由相关部门“拍脑袋”决
定，而是经过政府各部门和接
受培训对象进行充分的沟通，
经过细致的农村调查研究，充
分了解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后
决定的。在“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双向良性互动前提下，
拟定“以需定培”的培训计划和
内容，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以培
定需”，被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培
训任务。

孙中岭建议，要加大农民
职业教育培训投入。财政部门
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
培训的投资力度，在农业示范
园区建设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
训基地，让农民学习与实践相
结合。

建立农业园区+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模式。动员
涉农机构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与支持，通过搭建网络课堂、固
定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等
“四大课堂”，满足新型职业农
民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乡村要振兴、关键靠人
才。我认为，在农村建设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机构、培养振兴
乡村发展的‘三农’工作队伍
迫在眉睫。只有培育更多扎
根乡村、振兴乡村的‘新农人’，
农业才能真正成为大有可为
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中牟
县官渡镇孙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孙中岭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卢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