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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
一体化发展可行性

——基于淮安市A区的调查
金 玲, 刘晓梅, 孙晓红, 姜春燕

（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干部学校，江苏 洪泽 223100）

［摘 要］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都扎根于“三农”工作，均以提升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
为目标，但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培训主体，且组织形式和特点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探索两类教育资源一体化发
展的可行性，对提升农民教育培训水平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对淮安市A区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现状
和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开展农村社会教育资源整合意向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两类培训资源具有明显
的互补性和互动性，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组织机构、培育对象、培训课程、培训师资、培训资源，逐步推进农村
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工作的相互融合，构建一体化发展平台。

［关键词］高素质农民；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涉农培训；资源整合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教育培训是基本

途径，推进农民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是加快

乡村人才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社区教育

与涉农培训都扎根于“三农”工作，两者工作

对象均为农民，与农民距离最近、接触最多、

示范性最强，均以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

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差

异，体现在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培训主体，其中

社区教育主要由教育部门牵头开展，而涉农

培训则主要由农业部门牵头，并有妇联、人

社、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参与。涉农培训一般

具有阶段性、专业性、精英性的特点，关注于

短期内提升部分农民生产经营技能；农村社

区教育则具有持续性、灵活性、普及性的特

点，关注于提升全体农民终身学习能力，两者

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互动性。探索两类

教育资源一体化发展，促进乡村相关教育资

源融合发展，对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教

育培训水平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1］。为缓解

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缺乏问题提供思路，以淮

安市A区为例，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

查法和访谈调查法等系统分析农村社区教

育、涉农培训工作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发展瓶

颈，查找双方合作的思路和路径，在此基础

上，提出A区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教育资源

整合的设想。

11 淮安市AA区农村社区教育和涉农培
训现状及问题

11.. 11 AA区农村社区教育现状及问题

淮 安 市 A 区 总 面 积 1 394 km2，人 口

38. 8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24. 62万人。“十三

五”期间，A区社区教育工作成绩斐然，成功创

建“江苏省社区教育示范区”，全区所有镇（街

道）社区教育中心全部创建成为“江苏省标准

化社区教育中心”。截至 2021年 12月，全区

各乡镇、街道共有社区居民学校 122个，终身

学习网络覆盖率达 93%，从业人员中年培训

满 40学时的占比达 62%，地方财政每年投入

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约 60余万元。各社区教育

中心每年举办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创业

技能培训等 4 000余场，其中“育农课堂”“禾

采生态稻米旅游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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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社区教育的品牌项目，受到广大社区居

民的欢迎和喜爱。

同时，制约全区农村社区教育持续发展

的问题也不断显现。一是基础设施不足。大

部分社区教育中心校舍老旧，设施设备缺少

更新。部分社区教育中心是由撤并的中小学

校舍或政府闲置的老旧房屋改造而来，政府

很难提供专项基础建设和设施设备更新经

费。二是经费投入不足。全区人均社区教育

经费与普通教育相比差距明显，完成教育培

训任务仍有较大经费缺口。三是教师队伍建

设不足。全区专职社区教育教师 46人，平均

年龄近 55岁，仅有 50%左右具有本科学历，

大部分是乡镇中学临近退休转岗人员，对社

区教育工作不熟悉。四是社区教育吸引力不

足。居民接受教育培训意愿不强，培训项目

缺少实用性、创新性和吸引力，受训人员的组

织主要靠行政命令驱动，甚至只是为了完成

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

11.. 22 AA区涉农培训现状及问题

A区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在农民教育培

育试点中探索创新了高起点、高效益、高技

能、高层次、高标准的“五高”培育模式，培育

出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技能、较大生产规模和

较强创业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A区

被农业部列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

县。2016年以来，全区共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高素质农民和涉农培训 117期，参加培训总人

次约 1. 4万人次，共开设电子商务理论与实

务、农产品市场营销、转基因与食品安全、稻

麦品质调优等 50余门课程，涉农培训工作无

论从培育人数、课程设置及培育师资配备等

方面都位居江苏省前列。

A区涉农培训工作依然存在一些共性的

短板问题。一是培训资源未能有效整合。涉

农培训工作涉及 20多个职能部门，各种政策

尚未集成优化和有效整合，造成有限的培训

资金分散，培训系统性不强，课程设置重复、

人员重复培训问题难以解决，尚未达到培训

效果的最大化。二是与农民实际需求结合不

紧密。未精准区分各类农民培训工作差别，

课程设置和培训课件更新不足，培育后的农

民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提升不

够明显，获得感不够强［2］。三是未充分考虑农

民持续性培育需求。农民培训不仅要提升从

业农民生产经营技能，同时还应不断提升劳

动者基本素质，不断培养农民自主学习意识，

获得自主学习生产、经营和管理新技能，目前

A区农民培训工作还缺乏相关思考和相应的

平台。

22 AA区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一体
化发展的调研

为精准分析A区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

训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面向该区农村社区

居民和涉农培育学员开展“农村社会教育资

源整合意向问卷调查”，其中，农村普通社区

居民主要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社区的普通农

民；涉农培育学员主要包括参加A区高素质

农民培育的学员和学历教育培训的学员，其

主要来源为培训主办机构从农村社区居民中

遴选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民。被调查对象合

计 482人，其中普通社区居民 263人，涉农培

育学员 219人。问卷调查共设计 31个问题，

其中基础信息 8题，针对普通社区居民需求调

查题 12题，针对涉农培育学员需求调查题 11
题。同时，结合日常培育工作开展现场访谈，

共访谈学员30名，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22.. 11 受访对象基础信息

482名受访对象中，男性占比 60. 17%，

女性占比 39. 83%，以 41～55岁年龄段人数

最多（占比 46. 68%），受访对象学历主要集中

在初中学历（占比 38. 38%）和高中、中职学历

（占 比 32. 57%），大 部 分 为 农 民（占 比

44. 4%），月均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 2 000～
3 500元（占比 35. 59%）和 2 000元以下（占

比 27. 8%）。涉农培训学员年龄段主要集中

于 19～55岁，平均受教育水平、年收入水平均

高于普通社区居民，原因可能是目前涉农培

训学员在遴选时，对学员年龄、学历以及所从

事的工作有较多的限制导致。

22.. 22 普通社区居民学习需求及供给情况

2. 2. 1 学习需求 263名普通社区居民调查

对象中（表 1），有 120人目前从事与农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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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活动（占比 45. 63%），其现有的

农业生产技术主要来源于传统经验（占比

44. 49%）和农业培训（占比 42. 97%）。绝大

多数普通社区居民愿意在农闲时候免费参加

政府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占比

83. 65%），希望学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占比

69. 58%），采用现场教学、参观考察方式获得

需要的知识。
表11 普通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

调查问题

是否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现有的农业技术来源

最感兴趣的是讲座培训

最希望的授课方式

是否愿意参加短期免费农业生产培训

希望农业生产经营培训提供的知识

题项

是

否

传统经验

农业培训

农推展

电视、报纸

不关注

农业生产经营技术

时事政治

家政技能

健康保健

休闲娱乐

思想道德

其他

电视

电脑与网络

书报杂志

教师专题讲座

中短期系统授课

现场教学、参观考察

愿意

随大流

学不到东西，不参加

未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

种植养殖技术

政策法律

农业经营管理技能

农业资格证书培训

农业学历教育

其他

调查对象占比/%
45. 63
54. 37
44. 49
42. 97
20. 91
31. 56
28. 52
1
4
7
2
5
6
3
4
2
6
3
5
1

83. 65
7. 22
0. 76
8. 37
69. 58
41. 06
43. 35
30. 80
25. 48
19. 39

注：对于最感兴趣的是讲座培训和最希望的授课方式，1～7表示选择各题项调查对象的占比排名。

2. 2. 2 学习供给 263名普通社区居民调查

对象中（表 2），其所在社区曾开展过农业生产

经营技术（占比 64. 64%）、健康保健（占比

43. 73%）、时事政治（如党的大政方针、重要

会议传达等，占比 42. 97%）等讲座培训，能够

初步满足社区居民培训需求。社区培训师资

来源广泛，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市县乡

镇政府人员、乡村土专家、农业企业家和社区

老党员等，均占有一定比例，社区居民对培训

专家均持较高的满意度（满意度均高于 70%
以上）。目前社区提供的教学场地和教学设

施 能 够 基 本 满 足 社 区 居 民 需 求（占 比

71. 48%），社区能够提供网络或视频教学资

源且基本满足社区居民要求（占比7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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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社区学习资源的供给情况

调查问题

社区开展过哪些类型讲座培训

社区培训是否能够满足学习需求

社区培训师资来源

对培训师资满意度（满意占比）

社区教学设施、场地是否充足

社区网络或视频教学资源是否满足需求

题项

农业生产经营技术

时事政治

家政技能

健康保健

休闲娱乐

思想道德

其他

可以满足

一般

无法满足

高校、科研院所

市县乡镇政府人员

乡村土专家

农业企业家

社区老党员

一技之长人员

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

市县乡镇政府人员

乡村土专家

农业企业家

社区老党员

一技之长人员

其他

非常充足

正好合适

需要增加

不清楚

基本满足

无法满足

未提供

调查对象占比/%
64. 64
42. 97
31. 18
43. 73
26. 62
41. 44
29. 66
60. 08
34. 60
5. 32
34. 60
45. 63
36. 88
24. 33
27. 00
34. 98
24. 33
70. 72
72. 62
74. 90
70. 34
73. 00
76. 43
72. 24
45. 24
26. 24
11. 41
17. 11
70. 72
19. 77
9. 51

2. 3 涉农培训学员学习需求及供给情况
2. 3. 1 学习需求 219名涉农培训学员主要
包括两个部分，其中 60人是参加区农广校高
素质农民培育学员，159人为参加区农广校涉
农学历教育学员（表 3）。参加涉农培训的主
要目的是提高技能（占比 84. 47%）和取得学
历证书（占比 62. 10%）。在目前涉农培训课
程安排上，希望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技
术（排名第一）、时事政治（排名第二）和思想
道德（排名第三）等课程内容。但调查中发
现，这些授课内容在大部分培训学员所在社
区均有开展（占比 78. 54%）。大部分涉农培
训学员愿意有机会再次参加农业职业培训
（占比99. 54%）。

2. 3. 2 学习供给 219名涉农培训学员对涉

农培训课程的设置保持较高的满意度（非常

满意或满意占比 97. 71%），涉农培训的师资

来源较少，主要为市县乡镇农技人员（占比

62. 56%）和高校、科研院所（占比 34. 70%），

极少邀请其他来源培训教师，学员对主要师

资均保持 93%以上满意度（表 4）。大部分培

训学员认为培训教学设施、场地能够满足需

求（占比 95. 43%），培训机构所提供的网络或

视频教学资源也能够满足培训要求（占比

9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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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涉农培训学员的学习需求

调查问题

参加涉农培训目的

建议增加的课程

所在社区是否开展过上述课程培训

是否愿意再次参加农业职业培训

题项

取得学历证书
获得政府支持或补贴
提高技能
增加收入
农业生产经营技术
时事政治
家政技能
健康保健
休闲娱乐
思想道德
其他
开展过
没有开展
不清楚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调查对象占比/%
62. 10
30. 59
84. 47
53. 88
1
2
5
4
6
3
7

78. 54
10. 50
10. 96
99. 54
0. 46
0. 00

注：对于建议增加的课程，1～7表示选择各题项调查对象的占比排名。

表44 涉农培训资源的供给情况

调查问题

对涉农培训课程满意度

培训师资来源

对培训师资满意度（满意占比）

农业教学设施、场地是否充足

培训机构提供的网络或视频教学资源是否满足需求

题项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高校、科研院所
市县乡镇农技人员
乡村土专家
农业企业家
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
市县乡镇政府人员
乡村土专家
农业企业家
其他
非常充足
正好合适
需要增加
不清楚
基本满足
无法满足
未提供

调查对象占比/%
69. 95
27. 76
1. 83
0. 46
34. 70
62. 56
0. 91
0. 46
1. 37
93. 15
93. 61
88. 58
90. 87
85. 39
75. 34
20. 09
4. 57
0. 00
95. 89
2. 74
1. 37

33 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一体化发

展的可行性

33.. 11 普通社区居民可以成为涉农培训的重

要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普通社区居民中有

较大比例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他们

对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培训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绝大多数居民愿意在农闲时候免费参加

政府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通过对

这部分人群精细划分，未来可以成为各类涉

农培训的目标人选，也可以成为涉农培训的

重要参与者。

33.. 22 社区教育可为涉农培训学员提供终身

学习机会

社区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时事政治、

思想道德、体育健康、保健养生等内容也是涉

农培训的课程内容之一，且涉农培训学员对

此也有较高的需求，可通过建立共享学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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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方式，使这些课程成为两者的公共课程，

避免学员重复学习。同时，社区教育的长期

性、持续性可为涉农培训学员提供终身学习

的机会。

33.. 33 涉农培训可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

的培训内容

涉农培训为学员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场

所和网络课程资源，学员对培训资源满意度、

师资满意度、重复培训意愿均远高于社区居

民，在两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涉农培训可为

普通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的培训内容、更

加丰富的网络培训课程以及现场教学或参观

考察学习机会，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

33.. 44 社区培训师资可极大丰富涉农培训师

资库

与涉农培训相比，社区教育师资来源广

泛，乡村土专家、农业企业家和社区老党员等

均可成为涉农培训的重要师资来源，两者的

融合发展可以起到“1+1＞2”的培训效果。

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组织机构、培育对
象、培训课程、培训师资、培训资源，逐步推进
农村社区教育与涉农培训工作的相互融合，
并吸收多元力量参与农村社会培训工作，构
建起统一的农村社会培训大平台［3］，逐步将农
民培训从阶段性教育转变为持续性教育，从
简单的技能培训转变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
的现代农民方向发展，从服务于部分农民转
变为服务于全体农民，不断培养农民自主学
习意识，建立更加普及化、更具自由度的农民
终身教育体系，不仅为涉农培训提供更加广
阔的平台，克服涉农培训持续供给能力不足
问题，也为农村社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发展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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