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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如何能和职称扯上关
系？这种有别于中国人日常认知
的组合出现，源于农业大环境的
变化。

2013年，江苏省农科院就做
过调查统计，该省种地农民平均
年龄已达 58.6 岁，以老年人为
主。在当年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
上，时任江苏副省长徐鸣专门提
出这个问题，要求引起高度
重视。

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
农村一直处于人口净流失状态，
乡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亿下
降到2021年的5.09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
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转
移，留下的都是“6038部队”(老

人、妇女)。继“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之后，“21世
纪谁来种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话题。

“年轻人不会种地，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去
年6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
讨论会上，吴志明常委介绍在甘肃等地调研的感受，

“这就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部分现状，乡村的变迁是
一个自然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的‘农二
代’‘农三代’大概率不会回去务农，也是一个现实”。

农村人力资源不足，如何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
地，这需用大量高素质人才补位，提升农业的产出
效率。

针对全国层面存在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碎片化、
副业化等共性问题，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
教授高群曾表示，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走向
职业化是一种发展方向。职称颁发是一种为农村选
人、留人、育人、用人的良策。

事实上，农民评职称并非新鲜事。早在2017年7
月，浙江省就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
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
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此后，
山东、浙江、甘肃、宁夏、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开展职
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到今天已是遍地开花，甚至有
不少职业农民评上了“正高级”。

而山东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有着丰富的农业
农村人才资源，有着众多的“土专家”“田秀
才”。这些“土专家”和“田秀才”是当地宝
贵的人力资源，而向农业强国迈进，需要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既要引
导城市人才下乡，也要培养利用好本
土人才。

2020年 12月，山东印发《关
于做好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型职业
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在省内全
面展开。

有专家表示，探索建立农
民职称评审体系，迈出了构建
农业专业人才梯队的关键一
步。截至2022年 11月初，省内
共有7347名农民，获得了初级、
中级、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给农民评职称是农民职业化
的过程。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
体系，依靠的不只是对技术的推广
和研发，更需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

人才储备和培养体系，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加入到这一行业，并且对行业内已
有的老人进行规范化的培训教育。给农
民评职称正是规范化的一大步，面向农业
农村现代化培养现代化人才，既是让传统
农民完成现代农民这一身份转换，也是让
各类人才积极以农业为基础开辟相关渠道，

促进农业全面发展。

农民也有了职称？不久前，湖南省82名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认可，首获中级农艺师、初

级农艺员职称。他们个个都是长期扎根农村、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在吉林、山东、河北等地，相关的农民职称

也在逐步评定，引起热议。当前，党的二十大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部署，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是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给农民评上职称，让农业人才有完整的晋升体系和政策扶持，让“田秀

才”有为更有“位”。

“搞农业技术是一个长时间
积累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吃
得苦，受得累，做这个事就是热
（爱）这个事，想尽一切办法把这
个事干好。”这是山东省东营市
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佟福兴说的一段话。

佟福兴今年50岁，从事食用
菌培育已经32年。“通俗说就是
种蘑菇，投资可大可小，周期短，
风险小。”

佟福兴爱钻研，他的蘑菇越
种越好，但是干了几年后，他发
现，蘑菇菌种是问题，“要从外地
引进，有些还水土不服，产量不
稳定。”

从1994年开始，佟福兴开始
自己培育菌种，慢慢越做越大。

“周边的村民看到我栽培食用菌
挣钱了，也来向我学习技术。”佟福兴开始向周边种蘑
菇的农户提供自己培育菌种物料，培育菌种成了他的
主业。

“从接触食用菌挣钱养家，到搞菌种研发创新，我
也得到过很多表彰。”一路发展下来，佟福兴把食用菌
培育当成了事业，但是，他还总感觉有所缺憾，“缺少
一个技术身份，在承担项目、进行培训推广时有很多
不便利。”

而弥补佟福兴心头“缺憾”的机会就在职业农民
职称评定上。

2018年，佟福兴评上东营首批农民农艺师中级职
称；2019年，升为副高级职称；2021年，他又晋升为正
高级农民农艺师。

“评审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让他们给评
委讲课，实际是给他们一个展示平台。”东营市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谢秀华介绍，她已连
续4年担任评委，她认为，评职称给了新型农民一个展
示技术的平台。

在申请正高级职称时，佟福兴拿出了液体育种技
术，“原本是生物制药的技术，我用在了菌种培育上。
液体育种已经摸索成熟了，具有周期短，纯度高、发菌
快，单数少、产量高的特点。”

“有些职业农民讲课，比我们还好。”谢秀华说，新
型职业农民的技术能力让评委们大开眼界。

“有一个搞小麦病虫害新型职业农民，他叫李永，
他讲新型的农药、新型的药械、病虫的发生规律。”谢
秀华举了一个例子，她笑着说，“李永比我这个干植保
的讲得还要好。比如在东营地区，什么时间出现什么
害虫，该用什么农药，真正在田间地头积累出的防治
经验，我自己都感到自愧不如。”

“咱当地种的基本农作物，从种到收，哪一个阶段
长什么病，用什么药防治，都在脑子里装着。”广饶永
丰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永表示，他专研病虫害
防治已经20多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据了解，东营市职业农民参加职称评定不收取任
何费用，而且还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的个人，
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在
此基础上，还对取得职称的农民，在技术服务、项目合
作、银行贷款、产品推介、财政扶持、评先树优等六个
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享有优选权。

“对于有知识的、有技术的新型农民来说，有了
职称，既是对他自身技术能力的认可，也是一种心
理上的鼓励和肯定。”谢秀华认为，评上职称是新型
农民自身价值的体现，他们都有一种荣誉感，“他到
田间地头给其他农民去讲课，帮助那些技术上比他
弱、认知条件还不如他的人，更好地把农业技术推
广开来。”

对此，佟福兴也深有感触。他成立的研究所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
动种植户1000多户。“无论是申请承担各级实验项
目，还是搞培训讲课，咱都更加有底气了。”佟福兴
这样说。

农民职称评定也给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
经营带来利好。宁夏嘉禾花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流转
农民土地从事食用玫瑰的种植和深加工，公司负责人
姚爱兵评上副高职称后，他自己就可以与外单位的教
授、研究员“对等”开展合作。姚爱兵说，以前跟外单位
合作还要去高校或科研院所找个专家“挂名”撑个门
面，现在出去谈业务、做交流，自己就是拥有副高职称
的高级农艺师，说出去是很拿得出手、很自豪的，也让
对方更愿意与你合作。

除了增加经济效益、提升农业生产技术之外，
受访农民表示，职称评定是对农民农业情怀的肯
定，让农民能更加安心、更有信心地农作、经营。

“能评上个职称，说明社会对农民在田间地头的钻
研和贡献是认可的，我们心满意足。”获评“副高”
职称的石嘴山市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蒋洪波说。

与普通专业技术人员评
职称不同，多地农民职称评
定文件均提到，要打破“学
历、论文、资历”限制，重点考
察其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经
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
用，以实绩论“英雄”。

今年10月10日，石家庄
市人社局出台《石家庄市新
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
案》，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申报
范围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
业机械、农技推广、农村电
商、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等专
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
新型职业农民。

石家庄此次评定就对参
评人员的专业、论文、科研等

不作要求，而把种植多少亩粮食、养殖多少头奶牛、水
产养殖多少亩等列为评审的依据。

无独有偶，近日，河北省深州市45名农民喜领技术
职称证书，这是当地开展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改革的
一次有益探索，打破了乡土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

“能评上职称，这是对我们农民的肯定，我们发展
现代农业的信心更足啦！”深州市穆村乡南口村村民张
玉武高兴地说。从事农业20多年来，他种过葡萄、蜜
桃，发展过大棚水果，学过技术搞过经营，现在发展起
家庭农场，流转土地100亩，种植水果达17个品种，年
收入超过20万元。

今年以来，深州市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资格评定工
作，注重从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进
行评价，职称资格分为农业生产、园艺、畜牧业三类。

在宁夏石嘴山市的高素质农民职称评审会上，答
辩问的都是相关技术细节。“答辩时，评审专家问我秸
秆生物反应堆的操作过程和作用是什么，最关键的环
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太熟悉了，我们专业合作社一直
在用这个技术，所以我对答如流。”获评“副高”职称的
石嘴山市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洪波对
自己在评审会上的表现十分满意。蒋洪波种了大半辈
子地，他承包的1054亩耕地种满了小麦、玉米、西红
柿、辣椒等作物，说起每种农作物田间管理细节，他头
头是道。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教授李凌强调，农民
职称评审制度还必须有配套的保障措施、严格评审条
件，保障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公开、公正
和透明，保证评审的可持续性。

李凌建议，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使获得职称的农
民在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方面均能获得特别扶持，
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和量身定做的各项服务，从而得
到明确的实惠。这样，既可调动职业农民参与认证的积
极性，又能创新农业补贴方式，获得职称的农民能够改
善生产经营条件、提升带头能力，发挥领头雁作用。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地方环境
不一样，气候所适合生长的农作物也不一样，各地因地
制宜出台相关评审方式，采取适合“气候”的评定方法
才是给农民评职称的好办法。考察重点也不应该聚焦
在科研成果上，而是要通盘考虑，以农作物等为主，旨
在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善管理”的
新农民，从而让这些扎根乡土的行家里手，成为引领乡
村致富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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