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田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工作落实情况

于田县根据《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自治区 2024 年高素

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新农办社函〔2024〕293 号）《关

于做好和田地区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工作

的通知》文件要求，为加快构建县高素质农民队伍，培养更

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结

合于田县实际，为“乡村振兴”培育技术人才，认真制订《于

田县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实施方

案要求完成工作，现将完成情况总结如下：

一、摸底调研，确保培训效果。

为满足广大农户的需求，于田县农业农村局组成调研小

组，深入到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对辖区内 2 个镇、13 个乡进

行为期 5 天的走访摸底调查。2024 年 7 月 21 日分别前往木

尕拉镇、先拜巴扎镇、加依乡，发放学员报名计划表 42 份，

实际报名人数 30 人；7 月 22 日分别前往科克亚乡、阿热勒

乡、阿日希乡，发放学员报名表 39 份，实际报名人数 25 人；

7 月 23 日分别前往兰干乡、斯也克乡、托格日尕孜乡，发放

学员报名表 45 份，实际报名人数 27 人；7 月 24 日分别前往

喀拉克尔乡、奥依托格拉克乡、阿羌乡，发放学员报名表 48

份，实际报名人数 26 人；7 月 25 日分别前往英巴格乡、希

吾勒乡、达里雅布依乡，发放学员报名表 51 份，实际报名

人数 32 人。针对培训意愿、培训课程设置、培训内容、培

训方式等征求意见和建议，为培训计划的制定、课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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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团队组建、确定考察观摩基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确保

培训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课堂教学，拓宽农民发展思路。

于田县确立了“精准培育，菜单培训”的培训思路。按

照“从办班到育人、从培训到培育”的工作原则，围绕农业

政策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小麦高产种植关键技术、玉米

种植技术、设施蔬菜栽培、牛羊养殖技术等内容，聘请具有

理论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通、

用的上，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授课教师、专家

的生动形象的讲解，提高了学员们的政策理论水平，拓宽了

农民的发展思路，培育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乡村人才队伍。

三、现场培训，提高农民生产技术。

为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组织学员到于田县高级技工学校

实训基地及于田县各大型合作社、种养殖基地、各大型合作

社、种养殖基地开展现场教学。通过看、听、讲、论的培训

方式，对经营发展理念、实践操作技能等进行培训，促进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有机统一。合作社负责人、专业技术人

员就合作社经营管理、各类专业技术等问题向学员进行详细

的解答。帮助参训学员解决种养植技术。同时就品种选择、

土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以及耕地保护等技术难题，进行充分

交流与探讨。现场培训、参观考察，提高了学员的技能水平，

也开阔了学员的视野。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四、线上学习，提升农民综合素养。



积极引进激励机制，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手段，提高培

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促进高素质农民培育线上线

下融合、线上线下互补取得显著成效。依托全国农业科技云

平台开展线上教学，适时开展小麦高产种植技术、玉米种植

技术、设施蔬菜栽培技术、牛羊养殖技术培训，把农业政策

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减灾防灾、农业生产安全等纳

入综合素养培训课程。农民线上学习形成自觉，劲头十足，

形成了比学帮超的学习氛围。学习结束即完成了学习评价。

学习完成率 100%，评价率 100%，评价满意度 100%。

五、创新教学方式

综合考虑农民学员文化程度、接受水平等因素，积极创

新教学方式。一是由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向先进的

多媒体等现代教育培训设施和手段转变。利用多媒体课件向

农民学员提供文字、图片、甚至影像等多重视觉、听觉感觉

刺激，全方位激活学员的学习兴趣。二是交互式教学法，采

取师生互动式、讨论交流式，引导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消化

领会，使学员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又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三是实训观摩教学法。通过看、听、讲、论的培

训方式，对经营发展理念、实践操作技能等进行培训，促进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六、培育成效

1. 理论水平提升：通过专家老师的授课，农民们对小

麦玉米高产栽培技术、设施蔬菜栽培技术、土壤管理、农作

物的合理配肥、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及牛羊养殖技术等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许多农民表示，这些理论知识为他们的实际操

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 实践技能增强：培训过程中，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

传授，还安排了丰富的观摩学习环节。农民们有机会将所学

理论与实践进行紧密联系，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农民们

的生产技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3. 综合素质提高：除了专业技能的提升，培训还注重

培养农民的综合素质。通过参与培训，农民们对农业政策、

市场趋势、农业法律法规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有助于他

们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

七、成效转化

1.生产效益提升：许多农民在培训后采用了先进的种植

技术和管理方法，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

升。同时，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资源，提高农产品

的附加值，从而实现了更高的生产效益。

如：于田县英巴格乡巴格恰村的吾加布拉·麦图荪，于

2024年7月注册成立于田县蓝宝石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由于合作社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经验与技术，导致吾加布

拉·麦图荪一直处于迷茫状态，恰遇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启

动，通过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到了诸多种养殖新技术，

并将学到的技术运用到合作社中，目前，合作社种植面积扩

大到 1000 亩，牛养殖增加到 50 头，羊养殖新增到 500 只。

吾加布拉·麦图荪不仅带动了周边 15 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并

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



还有于田县加依乡阿亚克萨亚提拉村的阿布都哈力克·阿

布都卡地，通过参加此次高素质农民培育，进一步提升了自身

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不仅带

动了周边的农户共同致富，还显著提升了当地大棚种植的整体

水平。积极引入并采用先进的灌溉系统和温控技术，确保大棚

内的环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同

时，他还注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通过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

手段，有效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保障了农产品的安全。阿

布都哈力克·阿布都卡地目前大棚种植面积达到 5.5 亩，主要

种植辣椒、西红柿；同时他利用大棚进行蔬菜育苗，为周边农

户提供优质的种苗，这不仅能帮助他们降低种植成本，还能提

高种植的效益。阿布都哈力克·阿布都卡地的大棚种植产业不

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还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大

棚种植，并积极传授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其他农户提高

种植水平，增加收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开

始尝试大棚种植，形成了良好的产业氛围。

2. 农业结构调整：培训还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一

些农民在培训后选择了更加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农

作物进行种植，这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还促进了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3. 农村经济发展：随着农民生产效益的提升和农业结

构的调整，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农民通过参与

培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水平，还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发

展，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八、跟踪服务，巩固培训成果。

为巩固培训成果，通过微信群了解学员真实需求，从技

术、农资、培训、销售、合作、发展等方面开展跟踪指导服

务。积极创建学员面对面交流平台，为其互相交流、切磋技

艺、增强市场抗击力提供支撑。

九、下年度培训计划

1. 扩大培训规模：于田县将继续扩大培训规模，吸引

更多的农民参与培训。同时，还将根据农民的需求和市场需

求，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培训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加强实践环节：于田县将进一步加强实践环节的建

设和管理，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通过实践操

作，农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和技能，提高生产效益

和竞争力。

3. 推动成果转化：于田县将积极推动培训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鼓励农民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同

时，我们还将加强与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合作，为农民提供

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4. 加强宣传推广：于田县将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项

目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社会对农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关注

度。通过宣传推广，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到

农业教育中来，共同推动农业的发展和进步。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于田县

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确保

项目取得更大的成效和转化。同时，也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



能够积极参与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综合

素质，为农业的发展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