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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以怒江州永兴村为例

傅玉良*� 杨晓华

中共怒江州委党校� 云南� 怒江� 673100

摘� 要：进入新时代，抢占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

的培养，提出几点思考。本文以永兴村为例，调研了当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培养定位不精准、培养规划不明晰、培养

方式单一等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精准培养、制定并完善人才培养的制度、培养方式多样化等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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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指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

业或某一工作上作出较大贡献的人>��。人才是最活跃的要素，富有创造性、主动性。因此，如何发挥人才在乡村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永兴村村情、民情概况

�����永兴村村情

永兴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西边，距河西乡政府所在地��公里左右。白族、傈僳族聚居地，属于典型

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海拔���������米，国土面积�����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亩，人均耕地����亩，林地�������

亩，人均林地�����亩，全村��°以上陡坡耕地约占全村耕地面积��％以上，年平均气温��℃，霜期���天，年降雨

量���毫米，农民经济收入主要以鸡鸭等家禽养殖，牛羊等牲畜养殖，到上海、珠海等沿海城市务工，种植玉米、中

药材等作物为主。土质多为红色砂石土，土质较贫瘠。全村共有���户����人，�个村民小组，分别是下坪子、李子

坪、核桃箐、中锋、打中坡、猴子箐、托巴小组。居住比较分散，不集中，主要是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山高坡陡谷

深”，难以形成集群。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增加。尤其是修建房屋、公路等，“二次搬运”的成本比原材料的成本

还要高。

�����永兴村民情

永兴村属于云南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当地比较特殊的特点之一是同姓氏的比较多，如和、张等姓氏占绝大

多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族群来划分，如汉族、怒族、普米族、傈僳社等小组。当地人民群众热情好客，尤其对

外地的人员比较欢迎。永兴村是一个民族多元的村落，比较有代表性。不因民族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各个民族之间一

视同仁，相互尊敬。永兴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历史的原因，如不重视教育，曾经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导致听不

懂普通话的人数依然不少。只会说本地语言，如傈僳语等，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导致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出去外地务

工，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生活。

2��永兴村农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永兴村经过常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村集体经济实现较高的增长，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有一部

分人甚至走上了致富的路子。通过走访调研，发现永兴村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培养定位不精准、培养规划不明晰、培

养方式单一等一些短板。

�����培养定位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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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大学生回村后，没有针对大学生自身的专业、自身的发展需求等进行“量身定做”，这也是很多地方普遍

存在的情况，是共性问题，不是永兴村一个地方的个性问题。

目前永兴村多方争取资源开展技能培训，通过素质能力提升暨转移就业培训班，有��人其参加畜禽疾病防控培训

并取得合格证，���人参加核桃栽培培训；��名群众参加木香种植技术培训；�名参加在怒江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举办

的保安培训；�名参加在怒江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举办的厨师培训。通过技能技术培训，贫困群众掌握了技能技术，

增强了脱贫本领，夯实了稳定脱贫的基础。

另外，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乡村当地的发展如何结合起来，是摆在当前比较棘手的问题。因此，既要考虑乡村本

地的特点，也要考虑大学生自身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等。当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培养定位不精准。

即：培养谁、如何培养、培养到什么程度等不清晰。

�����培养规划不明晰

永兴村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不适应种植土豆、玉米等农作物。更适宜发展如秦艽、桔梗、木香等中药材产业。

结合永兴村村情，已规划实施完成了秦艽���亩，桔梗���亩，木香���亩，规划种植龙胆草���亩。另外，又规划实施

了���亩的附子种植项目。但缺乏相关技术人员。比如：秦艽叶变黄烂根等。这样大面积的种植药材，需要有相关技

术、人才的支持。但存在培养规划不明晰，加上水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使产量锐减。

�����培养方式单一

目前永兴村主要依靠传统的经验进行培养年青人才，培养方式较单一，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走出

去”也不能“引进来”。简单的疑难杂症可以处理，复杂的或者没遇到的病理就无从下手。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发展多

元化的社会，学习的渠道众多，学习的内容越来越精细、专业。而且，自媒体的运用，使得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能

动性越来越被激发出来。如果还是依靠传统的传教模式，难以融入当代社会的发展，迟早会遭到这个时代的淘汰。

�����培训体系不健全，青年能力提升效果有限

人才是人力资源的主体，也是培训体系的重点服务对象。传统的员工培训很少进行系统规划，培训目标不明确，

培训需求分析不到位，培训计划与战略规划的结合度也不高，培训项目缺乏针对性，培训形式单一、内容不丰富，培

训效益不高，青年员工培训后的能力提升也并不明显。

3��人才培养的对策

针对以上存在的培养定位不精准、培养规划不明晰、培养方式单一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精准培养

根据永兴村本地的人才特点和当地发展需要，有针对性的、有目的性的培养，要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建议，制定

适合本地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中药材方面的人才，中蜂的养殖方面的人才、核桃、花椒的种殖人才等。要培养人

才带头人，促进当地特色产业的规模化。有相关的扶持资金支持，人、才、物的综合利用。寻找新的突破口，如野生

菌的人工化、产量化。结合乡村振兴有关政策，积极争取资金、项目方面的落地。积极向上级部门申报有关项目，与

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及时反映永兴村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

�����制定并完善人才培养的制度

�������待遇方面的制度

提供良好待遇，引进人才并能留得下来，制定完善人才培养的制度。合理的人才培养制度不仅可以带动人才为当

地积极奉献，而且对人才的福利待遇提供保障，使人才的价值得以体现。可以激励人才全身心的投入与产出，使他们

全心全意为当地的发展奉献自己。

�������传帮带方面的制度

既要有经验丰富的老者，也要有善于学习的新人。规范此项制度，有利于人才的长期培养以及制度得到贯彻落

实。既要把知识、经验传授给新人，更要有所创新。

培训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人才培养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具备的知识更全面、专业的划分更精细。这

就需要不断更新制度，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会出现制定的制度与实际不符。

�����培养方式多样化



教学研究教育理论与应用·2021� 第3卷�第5期

3

加强学习，如到中、东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等。用好东、西协作扶贫资源，助力产业发展。依托珠海东西协

作帮扶优势，争取帮扶实施中华蜂养殖项目，带动当地群众农户进行养殖。同时，邀请技术人员长期驻村为村民培训

养蜂技术，不断扩大蜂群养殖规模。探索“公司�村委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针对秦艽、附子、木香等中药

材产业，实现公司、村委会、合作社、农户的优势互补、合作开发、互利共赢，极大促进农户积极性。重抓技能技术

培训，授人以“渔”。多方争取资源开展技能培训，通过素质能力提升暨转移就业培训班，通过技能技术培训，贫困

群众掌握了技能技术，增强了脱贫本领，夯实了稳定脱贫的基础。����年年底中药材共获得：秦艽��万元、桔梗��万

元、木香�万元、附子���万元的收益。

�����建立健全企业双通道人才培养机制

建立健全乡村和企业双通道人才培养机制，即在原有行政通道发掘经营管理人才的基础上，畅通专业技术人才发

展通道，是永兴村充分挖掘青年人才的基础性制度工作。双通道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畅通了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

展空间，为青年技术人才提供了可预期的明确的发展方向，可以对青年技术人才产生公平、公正、公开的可实现的正

向激励。

4��结语

只有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人才培养出来，方可以增强特色农业的发展动力。研究表明，有正相关关系存在于农业

人员能力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就现阶段而言，永兴村的高素质农业人才较为缺乏，农民群众普遍不具备较高的

能力水平，对特色农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需进一步加大农业人才的培养力度。结合永

兴村村情民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夯实脱贫基础，稳固乡村振兴起点。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永兴村的

快速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鼓励有想法的年轻人大胆创业，结合互联网见效快、成本低、传播远等的优势，如直播带

货，让永兴村的好东西能够让别人知道并熟悉“好产品”，“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人才，有了技术，加上好的政

策，就能够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带动产业链的整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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