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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科技工作助力建设农业强国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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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农学会，北京 100125；2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摘  要：人才和科技工作是助力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方面，也是扎实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必然要求。本文

以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农学会为例，系统分析了农业农村人才与科技工作对助力建设农业

强国的重要意义与主要做法，为梳理摸清农业农村人才与科技工作现状提供了参考。聚焦人才工作，详细

阐述了单位在夯实人才工作基础、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做实人才举荐品牌等方面的主要举措与实现路径。

聚焦科技工作，全面介绍了单位在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做实农业科技志愿服务等方面

的具体措施。从研究结果来看，只有抓住人才和科技两个关键，精准施策，才能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

助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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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

在人才。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农学

会（以下简称“中心”学会）是部系统人事人才和科

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单位，是推动农业农村人力资源

开发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聚焦人才科技工

作，充分发挥人才科技工作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服务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地方产业发展

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在新征程上助力建设农业强国。 

1  强化农业农村人才支撑 筑牢农业强国智力之源 

1.1  强化农业农村人才支撑的重要意义 

国家发展靠人才，乡村振兴靠人才[2]。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系统

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

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3]。 

“中心”学会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深

入实施人才强农战略，紧紧围绕部党组中心工作，

坚持守正创新，聚焦主责主业，重点在强基础、搭

平台、创品牌上下狠功夫、做真文章，有力促进了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1.2  重点把握三类人才主体 

1.2.1  强领军，引领农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动力动

能，农业科技领军人才是粮食生产保总量、重要农

副产品保多样、农产品加工保质量等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和重大风险防控领域的主力主将。要以

“神农英才”计划为抓手，依托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专项、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农科院创新工程、

国家科技重点研发计划等，加快发现培养农业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4]，确

保领军人才选得准、用得好，助力高水平科技人才

竞相奔腾。 

1.2.2  强主体，带动生产过程现代化跃升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在与农民建立紧密利

益联结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家庭农场主、农民

合作社带头人是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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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促进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的骨干力量[5]。实

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工程是全国农业

农村系统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有力举措，助推乡村

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计划从 2022 年起每年为全

国每个县培育 10 名左右“头雁”，用 5 年时间培育一

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 

1.2.3  强技能，激发农村创新创造活力 

持续完善面向农业农村技能人才的竞赛体系。

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和农民技能大赛为

平台，促进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

带动提升农业技术技能人才水平[6]，激发广大农业

劳动者热爱技能、投身技能、提高技能的热情。积

极搭建面向农村双创人才的交流平台。返乡入乡创

业人员是源自乡村、反哺乡村的乡村产业发展新动

能，是带动科技、项目、资金等资源要素下沉乡村

的新生力量。要在深入调研其发展现状、核心需求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农村双创人才论坛等交流平台，

促进其进一步开拓视野、交流体会、提升能力、扩

大影响，助力返乡入乡创业人才回得来、留得住、

干得好[7]，持续为乡村发展带来人气、注入活力。 

2  强化农业农村人才支撑的主要举措 

2.1  夯实人才工作基础 

聚焦人事人才服务核心职能，深化农业农村人

才问题研究，努力提出更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意见

建议，打造农业农村人才发展政策措施策源地，在

助力农业强国“四个强”中找准定位、明确方向。加

强专家库建设和管理。面向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征集遴选“科创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领军专家 338 名，收录农业专家信息近 3000 条，

为更好服务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支撑。 

2.2  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实施“神农英才”计划，全国范围内遴选出 49

名领军英才、202 名青年英才予以重点支持，统筹

科技项目和平台条件，强化综合保障和经费支持，

打造一流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继续推进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实施[8]，激发广大农业农村

科技人才的创新创造热情。以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农民技能大赛为平台，推进农业农村技能人才

发展，激发农业农村创新创造活力。 

2.3  做实人才举荐品牌 

做优做实“两院”院士遴选推荐工作，优化神农

中华农业科技奖评选工作质量，创新性开展中国政

府“友谊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 10 余类人才遴选推

荐 151 位候选人。 

2.4  加强人才思想引领 

扎实推进“党建强会”计划，积极承办中组部

“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等活动，加强对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骨干、女科学家和广大基层科

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9]，画好和谐共进“同心圆”，

切实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10]。 

3  聚焦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1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突

飞猛进，推动农业实现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

从高投入、拼资源、拼消耗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攻克了水稻

高产优质分子机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

新工具等一批基础性原创理论和核心技术，培育了

亩产超过 1000 公斤的超级稻、抗虫耐除草剂转基

因大豆玉米等一批突破性新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

高效节水、无人机植保等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1%，作物良种覆盖率超

过 96%，自主选育品种占 95%[11]。农业科技已成为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

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 

3.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工作的具体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农学会成立 100 周年的贺

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农学会发扬传统，与时俱进，

团结带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向农业科技创新

主战场，在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12]。近年来，学会被民政部评估为 5A 级社会组

织，连续四次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持续

用力、争创一流。 

3.2.1  强化科技战略咨询 

编报《农业科学家建议》，紧扣粮食生产、大

豆油料、种子耕地、乡村特色产业等 10 个党和政

府关注的重点领域，面向有关农业高校、科研院所

及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征集建议选题，从中遴选一批

热点、难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打基础、

管长远、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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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围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中国现代

农业发展论坛”打造成高端综合性学术交流品牌。

围绕“树立大食物观，构建粮食安全大格局”，坚持

举办“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促进科技人员创新创

造。 

3.2.3  引领农业科技发展方向 

面向重点领域征集遴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科

技新成果，启动“火花技术”征集论证，广泛征集遴

选中国农业农村科技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

和产业技术问题，编审新版农学名词和释义，有效

促进科技创新。 

3.2.4  做实农业科技志愿服务 

发动高素质农民和专家，建立科技志愿服务队

伍 150 余支，发展志愿者 3000 余人，构建了“大专

家带小专家、小专家带农户”模式[13]，完善农村科

普体系。指导各服务队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400

余场，打通了农村科普“最后一公里”。 

“中心”学会将把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精神作为工作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扎实做好农

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等重点

工作，大力弘扬农业科学家精神，以农业科学家精

神事迹宣讲为载体，深挖故事背后的精神价值，教

育引导各类人才矢志爱国奋斗、锐意开拓创新，努

力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14]，积极服

务乡村人才振兴、助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做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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