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地制宜，探索创
新农村乡土人才培
育和使用模式，遴
选“土专家”，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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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教授”乡土人才
队伍，打造一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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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走的产业
扶贫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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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AttentionAttention

□ 本报记者 李兴文

□ 江锦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摆到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坚

决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

扶贫的指示精神，在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实践中，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农村乡

土人才培育和使用模式，遴选“土专

家”，组建了一支覆盖全县的“田教授”

乡土人才队伍，通过依托身边产业、激

活身边能人、运用身边语言、传授身边

技术、带富身边群众，探索出了一条产

业精准脱贫的好路子、好经验、好做法，

打造了一支活跃于群众身边的“永远

不走的产业扶贫队伍”。这一创新做

法先后入选全国首届和第三届基层人

才工作创新优秀案例，入编北京大学

人才资源管理教材教学典型案例。日

前，记者专访了中共江西省吉安市泰

和县委书记胡小勇。

乡土人才克服“水土不服”

记者：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强化人才队伍振兴是提升农业竞争

力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工

作，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泰和县如何打造

一支“田教授”乡土人才技师团队？

胡小勇：针对以往农村种养技术

传授方面存在的专业人员紧缺、师资

力量薄弱，培训方式单一、学用效果

脱节，远程教学缺乏互动和外聘授课

“水土不服”问题，泰和县转变观念、

转换视角，挖掘本土人才资源，将散

落在全县乡间的农村乡土人才“珍

珠”集聚起来，串“珠”成“链”，打造了

一支贴近群众、贴近产业、贴近实地

的农村产业“技师服务团队”。

一是定准入条件。按照“组织放

得心、群众信得过、产业兴得起、技能

过得硬、传授听得懂”五个标准，层层

把关，从全县种养能手、致富能人、能

工巧匠等农村乡土人才中遴选“田教

授”。二是定程序步骤。规范“群众

举荐、村级申报、乡镇择优、县级审

核、培训提升、试讲测评”六个环节，

把农村乡土人才中适合成为“田教

授”的优质人才选拔出来。三是定组

织架构。成立县、乡、村三级服务队，

明确各级服务队成员人数（其中县级

服务团50人左右、乡镇级服务总队

15人左右、村级服务队3人左右），确

保人员结构科学合理。对入选“田教

授”的农村乡土人才授予荣誉证书，

并建立“田教授”动态管理信息资源

库，便于分类管理和使用。目前，全

县“田教授”成员共1399人，其中县

级“田教授”44人、乡镇级“田教授”

306人、村级“田教授”1049人，覆盖

全县200多种各类农业产业，主要涉

及乌鸡、肉牛、稻虾、蔬菜、井冈蜜柚

等主导产业。

记者：“田教授”乡土人才技师团

队建立以后，泰和县如何培育“田教

授”乡土人才成长成材，培养一批情

系农业、心向农村、熟谙农业知识、热

心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带路人？

胡小勇：泰和县从管理服务、关

心培育入手，厚植成长“沃土”，让“田

教授”既感压力，更有动力，施展才能

带富一方。

一是坚持优胜劣汰并抓。对“田

教授”进行积分量化，动态管理，对其

中“基地示范突出、授课评分突出、服

务践诺突出、产业带动突出”的，县财

政每年预算140多万元专项经费用于

奖励；同时，明确县财政、农业等部门

在“田教授”项目立项、产业扶持、科技

普及、培训经费等方面予以倾斜和

重点支持。对其中积分不达标、表现

不合格的，注销资格，清理出团，形成

了尊重人才、崇尚成才的生动局面。

3年来，先后淘汰不合格成员300余

人、新增100余人。二是坚持管理服

务并行。组建“田教授”县级服务协会

和22个乡镇分会，并成立协会党支

部加强引导，实现“田教授”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

打造国家级星创天地、江西省首家三

农创客空间——“田教授”创客聚落

部，从资金、政策、技术上扶持“田教

授”发展壮大产业。“田教授”创客聚落

部开展各类培训60多场次，扶持52

个创业项目落地见效。与县内农商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九江银行、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等银行合作推行“田教授”

轻松贷，为“田教授”发展产业发放免

抵押、低息贷款2600余万元。同时，

搭建“田教授e家”电商平台，通过线

上网络店、线下实体店为“田教授”销

售农产品金额达千万元，有效解决销

路难题。三是坚持培养关怀并重。借

助县职业中专的教师资源，创办“田教

授”技能培训学校，设立“田教授”课

堂，选拔一批在种植和养殖等方面

有一定规模带动能力的“田教授”

进行集中培训，聘请省内外知名高

校专家、教授前来为“田教授”授

课，通过输送最新种养技术、经济理

念、管理技术将他们打造成一支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适

应社会发展的农村乡土人才骨干队

伍。同时，采取点单方式，为“田教

授”送学下乡，进一步提升“田教授”

自身种养水平。强化“田教授”重点

人才关怀，每年选送一批优秀“田教

授”赴浙江大学学习深造，在接收全

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名额和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计划申报时，同等情况

下优先考虑“田教授”成员。

记者：“田教授”乡土人才在精准

脱贫攻坚战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对

农民群众进行产业技术培训？

胡小勇：化“土”为“香”，激活

“田教授”乡土人才用其所能。人才

发展，以用为本。泰和县通过创新

服务载体，充分发挥“田教授”乡土

人才的自身优势，让群众学习农业

产业技术“看得到、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土专家”成为“香饽饽”。

一是传授身边技术精准化培

训。群众想发展什么产业，“田教

授”服务团的“土专家”就教什么。

泰和县采取群众按需点单、乡镇汇

总下单、团队按需配单、培训课后测

评的“三单一评”服务模式，定期送

“学”下乡，把群众最迫切想要的、最

需要掌握的技术传授下去，精准对

接群众产业发展需求。二是依托身

边产业便民化培训。针对农村群众

空闲时间难以统一、集中培训厚此

薄彼等问题，泰和县依托“田教授”

产业基地，建立472个“田教授”创新

创业实训基地，并改变以往室内说

教式培训方式，将课堂搬进农户圈

舍、田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传、

帮、带”。同时，建立村级“田教授”

服务队工作室，开通电话热线、QQ、

微信等方式，全天候、不间断为群众

产业发展问诊把脉、答疑解惑。三

是运用身边语言通俗化培训。面对

培训对象全是农民老表的客观事

实，“田教授”讲土话开土方，从科技

术语大众化、重要经验俗语化、管理

措施明了化三方面着手，将产业技

术培训由“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

灌”，让群众通俗易懂、易于掌握。

对部分客家老表听不懂普通话的困

扰，泰和县专门对部分“田教授”服

务团成员进行客家话培训，让“土专

家”与客家老表沟通实现“零障碍”，

真正实现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真正

“听得懂、学得到”。

“土博士”扶贫献真经

记者：“田教授”乡土人才在精准

脱贫攻坚战中引领农民群众脱贫致

富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胡小勇：如果群众身边缺少看

得见、学得来的成功榜样，贫困群

众就难以从“等靠要”观念和“不敢

出手”的担忧中走出来发展产业。

针对这些顾虑，泰和县充分发挥

“田教授”榜样的力量，引导和帮助

困难群众发展农业产业助推脱贫

致富。

一是发挥好示范作用。每年通过

开展农村实用人才评比活动，集中对

“田教授”中的先进典型予以表彰和奖

励。同时，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微信

等新闻媒体宣传他们的致富先进事

迹，持续强化“田教授”在带动农民致

富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依托“田教

授”自身的影响和政府的大力宣传，越

来越多外出务工人员选择留在家乡跟

随“田教授”发展农业产业。截至目

前，全县共有11,630多户群众在“田

教授”的带动下投入乌鸡、孔雀、灵芝、

稻虾等产业发展大军，成功实现在家

门口脱贫致富。二是发挥好引领作

用。在“田教授”队伍中积极开展“践

诺积分、择优培养”活动，将点单较

多、积分多、政治可靠的“田教授”及

时发展为党员，优先选拔、充实到村

“两委”干部队伍中加强锻炼，促其由

个人带头致富向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转变，既充分发挥农村乡土人才带头

致富的优势，又提高了村“两委”班子

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近年来，全县

从“田教授”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90

名、党员 270名、村级后备干部 440

名，有276名“田教授”在今年村级换

届中进入“两委”班子，成了“领头

雁”。三是发挥好带动作用。创业不

忘党的政策好,致富不忘带动乡邻

富。在政府的号召下，泰和县“田教

授”不忘发展初心，主动与贫困群众

“1+1”精准结对帮扶，为困难群众找

准产业致富之路，真正实现从“授人

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针对有劳

动能力且脱贫意识强烈的贫困户，泰

和县积极鼓励“田教授”创办的农业

企业(合作社)实行“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提供从种子种苗到生产

技术和市场价收购的“一条龙”服

务，带动全县 4200 多户贫困户在

田教授“1+1”精准帮扶下学技能、

兴产业实现脱贫致富；针对缺乏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泰和县积极创新

扶贫模式，采取入股分红、基地务

工、领养代养、托管经营、公司（合

作社）带动等形式，帮助贫困户实

现财产性增收和分红性增收，为贫

困户脱贫提供保障。目前 2700 多

名贫困群众通过“田教授”产业基

地务工或资金入股的方式人均增

收 3000 余元，297 个行政村通过资

产、资金入股“田教授”产业合作社

或“田教授 e 家”电商平台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800多万元。

（本文配图由江西省吉安市泰和

县委办、泰和县委组织部提供）

“田教授”精准扶贫 探索产业脱贫好路子
——访中共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委书记胡小勇

“田教授”创客聚落部和“田教授e家”电商平台

“田教授”技能培训学校揭牌仪式

高校专家给“田教授”培训

井冈红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苏溪镇

“田教授”朱小平（右一）

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助力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鑫润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螺溪镇“田教授”王晓阳（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