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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一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具

备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市场营销能力和农业管理能力等

综合素质，能够适应农业发展的新要求，是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基础和关键。通过加强培训和教育，优化农村人

才结构，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和创新能力，可以有效推

动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升级。

二 是 培 育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包括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形

式，具有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特点，是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通过推动农村产业集聚、农产

品品牌建设和农产品加工等措施，可以提高农业产业链

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三是加大农业创新型人才的培训力度。建立完善的

农业创新人才培训机制，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农业人

才培训体系，包括田间学校、远程教育、职业院校培训

等，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同时培训内容应与时

俱进，尽可能涵盖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企业管理、农业

市场营销、农业法律法规等，以培养具备全面素质的农

业人才。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政府、社会组织、科研院

校等机构为农业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和政策支持，

鼓励他们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

（五）以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驱动农业新质生

产力发展

建 立 新 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 对 于 推 进 农 业 新 质

生产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是指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

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

务 和 经 营 性 服 务 相 结 合 、 专 项 服 务 和 综 合 服 务 相 协 调

的，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综合配套

服务的体系。 [7]这种体系强调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

社会化和市场化，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新

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

可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

对接、促进合作与协同发展以及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还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进农民增

收，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建立市场导向的服务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

建立基于市场需求的服务模式，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加符

合农民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鼓励企业和服务机构根据市

场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如农业技术咨询、农产品销

售、农业保险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是建立市场化运作平台。通过建立市场化运作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吸引各方参与，形成竞争机制，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也可通过提供开放、透明的市场

信息，促进供需双方的对接和交易。尤其是积极培育农

业新型服务主体，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

三 是 创 新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 实 现 农

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服

务内容，向技术、市场、金融、增值服务等方面进行拓

展，通过线上线下的服务平台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形式。

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

各 个 环 节 的 资 源 ， 形 成 完 整 的 产 业 链 条 。 拓 展 服 务 对

象，不仅服务于传统农民，还可以服务于农村新型经营

主 体 ， 如 农 业 企 业 、 农 民 合 作 社 等 。 积 极 开 发 农 业 旅

游、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

增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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