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乡 村 发 展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19年第3期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和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不再只是收

入和资源上的贫困，更是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

为什么农村发展一直存在“扶贫、脱贫、再返贫”循

环怪圈的原因，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显而易见的，贫困

地区农民人力资源的质量已成为摆脱这些地区贫困的

关键因素。要解决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问题，必须在

全面精准扶贫工作中确立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根

本性作用。教育扶贫可分为学历型教育扶贫和非学历

型教育扶贫，其中非学历型教育扶贫就是指为贫困人

口提供技能培训，从而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一种

教育扶贫形式。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

遍较低，经济收入低。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他们承担着家庭主要经济收入的责任，对他们进行精

准的专业技能培训成为快速、有效的帮助贫困户脱贫

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行精准

的技能培训，将贫困地区的广大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

资源。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让他们通过培

训掌握一技之长，发展生产，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它

还可以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彻底摆脱农村贫困的状

况。但是，在精准培训的实际实施中仍存在许多问

题。如何做到“培训输出一人、脱贫致富一家、示范

带动一片”实现脱贫的目标成为重中之重。

2　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培训经费管理不善

精准扶贫的要点在于“精准”，中央提出扶贫

攻坚工作的“六个精准”之一就是“资金使用”要做

到精准。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国家下拨的扶贫专项

基金很多时候会因为走形式化的培训而导致浪费，扶

贫培训项目的错位，没有真正帮助到需要的项目，导

致经费投入偏差、产出低效或无效。地方政府没有实

地调研，培训经费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也都不知去向

了，导致了地方上腐败的出现。

2.2　培训模式单一

农村贫困地区培训效果不佳，以致难以实现脱

贫，这与培训的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传统的培训

局限于课堂上教授，农村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难

于理解，不懂真正意思。培训只是简单的陈述，缺乏

教学实践，没有真正到实地参与生产的教学实践。在

调查过程中大家都希望采用的是手把手深入到第一线

去体验、实践。培训教材过于书面化，教材理解难度

较大，缺乏实践知识，大多是理论，比较死板。培训

模式不健全，没有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培训模式，一味

依靠传统的模式，不与时俱进，没有和具体的项目需

要相结合设计培训模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培训

内容，内容过多难以消化。

2.3　培训措施不完善

2.3.1　方案的缺乏

一个培训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明确任务、制

定合理可行的方案，成立相应的调查小组进行摸底确

定接受培训的人员，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在此基础上

整合资源，增强协同效应，开展大规模，多渠道，多

形式的农业科技培训。形成“系统、项目、基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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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强大协同作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培训

工作顺利进行，真正做到技术扶贫脱贫。

2.3.2　宣传不到位

在调研中问到关于是否了解政府做出的有关技

能培训的相关政策的时候，大家都无从回答，都不知

道。就拿从2004年国家就开始实施的“雨露计划”来

说，贫困地区的人口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即使有一两

个都是通过网络等途径听过，但在基层的实施中并没

有听过。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贫困地

区实施“雨露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雨露计

划”扶贫对象主要是“扶贫工作建档立卡的16至45岁

青壮年农民”“贫困户中的复员退伍士兵”以及“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村的村干部和能帮助带动贫困户脱贫

的致富骨干”。但这些政策基层宣传不到位，导致培

训参与度不高，需要找人来参加，真正想接受培训的

人却无从知晓。

2.3.3　缺乏实际调研

培训内容偏离实际，缺乏实际调研。由于政府

提供的培训资源与农民需求不符合，造成培训资源消

耗了，但是却没有收到理想的培训效果，使培训资源

浪费了。在走访中，政府提供的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

发生错位这种情况真实存在。政府提供的培训都只是

涉及蔬菜、瓜果、大棚等的种植技术，而陕北地区实

施的退耕还林，很多贫困家庭并没有更多的耕地，所

以这种培训无疑只是表面工作，与实际需求就出现了

偏差。再者大棚的种植也是村里有钱的几家在实施，

能带动的劳动力很少；这些家庭大多只是使用自己家

庭里面的劳动力，对于村里其他劳动力的就业没有起

到更大的作用。错位的技能培训不仅导致了扶贫资源

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人口对技能培训扶贫脱贫

失去信心。

2.3.4　过程形式化

在对基层镇政府的相关了解中工作人员表示对

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他们实施过相应的培训，但培训

都是不定时的，培训的内容是关于大棚种植、果树、

拱棚的培训。据工作人员的说辞，事实上确实委托相

关专家技术人员来进行了相关培训，但接受培训的人

员就是随便找了几个来接受一下培训，培训时间表面

上是一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星期，实际上培训都只是开

始和结束当天听听课，其余时间不再进行培训。

另外，受训人没有足够时间，他们在接受培训

的同时兼顾家里的农活，难以全身心投入，缺课导致

接受培训的规范化受到影响。有的甚至来接受培训的

人员都是花钱雇来的，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培训也

就是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2.4　受训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同

目前，在我国有很多原因会造成贫困，比如，

地理条件的限制、资金的缺乏、技术的缺乏以及劳动

力（人才）的缺乏等等。并且这些贫困有着代际传递

的现象，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教育的缺

乏。目前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只重点关注了适龄

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而对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教

育培训还有所欠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通常承担着巨大的经济负担，一个家庭四五口人，但

劳动力通常只有一人，而且劳动力的质量还不高，很

难支撑起整个家庭的所有开销，更不要说让孩子接受

更好的教育，只有进行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才能改变

现状。但是，接受培训的青壮年接受过的教育水平不

同，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造成一定的困难，难以理解

培训内容、造成培训效果不佳。由此可见，要想解放

农村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实现脱贫还存在很多问题。

此外，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贫困地区的

妇女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闲置的状态，在家就

是带孩子，除此之外并没有实质上的为家庭经济状况

的改变做出一定的贡献。相反，她们在家除了带孩子

以外的时间却会因为无聊而聚在一起进行小型的打麻

将赌博，这也是非常令人堪忧的事情。如何解放农村

妇女劳动力，增加家庭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

3　解决措施

精准培训是通过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需求的精

准识别来实现对其“滴灌式”的精准培训，以达到扶

贫脱贫。“扶志”和“扶智”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基础

性和根本性作用。“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一

技在手，终身受益”，教育的“精准培训”，让贫困

农民拥有一技之长，才能够真正做到脱贫致富、彻底

拔掉穷根。

3.1　精准管理培训资金

建立“培训券”制度。将原来直接投入政府或

培训机构的培训费用按照不同项目的人均单位成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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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后，制定“培训券”，并将其直接发给贫困家庭

或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然后由他们选择适合自

己的培训项目、投放培训券。这样不仅能增强教育扶

贫对象的教育培训参与权，还能引导学校或培训机构

展开竞争，提高培训质量以及教育扶贫资金的使用效

率。在外务工的人员也可凭券在外参加培训，不必再

返乡培训造成资源浪费。

3.2　及时更新培训模式

要想通过精准培训提高农村扶贫脱贫效果，实

现精准扶贫脱贫。首先需要建立帮扶人口档案，精准

确定培训对象，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扶贫转为

“滴灌式”扶贫。其次，通过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培训

意愿、分类建档，在此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更新培训

模式，并最大限度释放培训的应有助力；为农民朋

友建立教育“培训包”，采取 “群众点菜，专家主

厨”的方式，组织技术队到一线，使农民朋友一看就

明白，一旦他们学习就能学会并干出效益来。

3.3　制定有效培训措施

在明白了中央传达的依靠精准培训扶贫脱贫路

径的基础上，制定合理高效的培训措施。首先，成立

专门的精准培训的领导小组深入到一线进行调查，确

定哪些农民实际需要些什么培训，确定好接受培训的

对象和最急需的培训内容，并宣传国家关于精准培训

的相关政策。其次，依靠实际调研做出具体培训方

案，多方论证方案的可能性并投入实践中去，不断进

行改进。最后，所有的培训都必须坚持进行，不许走

形式主义，加强教学管理，培训结果要经得起实践的

检验，要出真效、出实效。

3.4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大多是“素质型贫困户”，

这部分人思想懒散，有能力脱贫却不愿意脱贫，有着

“等、靠、要”的落后思想，所以解决了贫困户的精

准识别之后就是贫困户思想意识的提升问题。之所以

会有农民宁愿拿现金也不愿意通过参加培训来实现脱

贫致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懒惰，“治贫”必先“治

愚”。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文化事业，通过精准的教

育培训来提高青壮年劳动力以及他们子女的思想文化

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激发内生动力，使群众不仅物

质上脱贫更从精神上脱贫致富，从根本上、长远上实

现脱贫，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4　结语

农村贫困地区的精准培训虽然存在着诸多问

题，但结合实际通过给农民设立符合农民要求的技能

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也能够实现脱贫致富，

助推精准扶贫。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不仅在经济上不

再依赖政府的救济，而且能够在思想上摆脱“等、

靠、要”等思想，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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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poi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is taken as a good way to train the main labor force，the young adults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very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labour force in these areas 

tends to have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l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precision 

train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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