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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水平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湘

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典型案例分析，深入

探讨其数字技能现状与需求，构建精准培育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

技能水平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存在差距；培育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多元协同机制有待加强。基于此，

研究设计了分层分类的培育体系，提出了政策保障建议，为推动农民数字技能提升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

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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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mproving the digital skills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dvan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oduc-
tion and operation-oriente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Xiangxi Prefecture. Through literature re-
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s, field interviews, and typical case analyses, it thoroughly examines their 
current digital skills status and needs, and constructs precise cultivation pathway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digital skill level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oriente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Xiangxi Prefectur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ion system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designs a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cultivation 
system and proposes policy support recommendatio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farmers’ digital skills enhancement. 

 
Keyword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Digital Skills, Precise Training, Xiangxi Prefectur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在“数商兴农”工程推动下，数

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水平已

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大力发展

数字农业既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也是破解当地农业现代化瓶颈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该地区生产经

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水平普遍不高，与数字农业发展要求不匹配，制约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 
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着力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2]。加快培育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其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是顺应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能培育，可以推动农民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的根本

转变，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降本增效、提质增收的目的。 
本课题通过系统分析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现状与需求，探索构建精准培育

路径。研究内容包括：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践，明确分析框架；调查培育现状，揭示群体差异与需求；构建

分层分类培育体系；设计精准培育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有助于揭示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特征和多元化需求，丰富农民教育培训理论体

系。从实践层面看，研究成果可为湘西州乃至全国农村地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提供借鉴。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职业，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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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从业者。与传统农民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善于运用现代科技，

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数字技能是指个人在数字环境中有效利用数字工具和资源，获取、管理、评

估信息，进行交流合作的能力。在农业领域，主要体现为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化的能力。精准培育则是根据培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育方案，动态优化培

育过程，最终实现培育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2.2. 文献综述 

2.2.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数字农业发展的技术应用与培训模式。研究表明，面向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能显

著提高其获取农业信息和开展网络营销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3]。数字平台的应用成为连接城乡

的重要纽带，通过农产品信息发布、订单管理、物流配送等服务，帮助农民扩大市场覆盖，提升销售效

益[4]。智能农业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如传感器、物联网和数据分析技术在农田灌溉、施肥

和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5]。电子商务平台为小农户提供了直接面向消费

者的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6]。针对农村数字鸿沟问题，研究者建议加强基础

数字技能培训和网络安全教育[7]。 
综上，国外的研究确实强调了数字技能培训对农民的重要性，以及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

售和农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过于关注技术应用而忽略农民实际需求，

缺乏针对性的培训设计，数字平台用户粘性不高等问题。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我国

国情，把握好技术推广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关注农村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以避免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 

2.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在“数商兴农”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培育机制方面，学者们从政策支

持、培育渠道、培育内容等维度构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探索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多元化培育模式[8]。在创业能力培育方面，研究聚焦资源配置、市场营销、管理能力等关键要素，提

出了包括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环境建设在内的系统性培育方案[9]。在组织化培育方面，通过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资源集中、技术共享、能力提升的协同效应[10]。 
在数字技术应用研究方面，学者们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实践案例，

探讨了智慧农业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推动了

农业经营模式创新[11]。针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者关注了区域差异、平台建设、农民参与等问题，

提出了完善政策环境、健全物流体系、提升农民参与度等建议[12]。在数字技能培训方面，研究强调要构

建包括基础操作技能、互联网应用、数据分析等内容的培训体系，创新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方式[13] [14]。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理论研究偏多，实证案例较少；二是数字技能培训内容与农

民实际需求对接不够紧密；三是对培训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机制研究不够深入。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本研

究深入探索湘西州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提供了研究空间。同时，已有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3. 研究框架与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构建了系统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包含研究基础、现状分析、路径设计和政策建议四个主

要部分，旨在全面探索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精准培育路径。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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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图 1. 本研究的框架 

3.1.1. 研究路线 
本研究围绕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精准培育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首先梳理相关理

论，构建分析框架；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系统评估湘西州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现状；

然后基于现状分析，识别培育瓶颈和需求特征；最后结合理论指导和实践需要，设计精准培育路径并提

出政策建议。研究各环节紧密衔接，逐步深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3.1.2.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均衡理论和技术扩散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知

识技能投资对生产力的提升作用，为农民数字技能培育提供理论依据。教育均衡理论关注教育资源配置

的公平性和效率，指导差异化培育策略的设计。技术扩散理论揭示新技术在社会中传播和采纳的规律，

有助于理解农民数字技能提升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三个理论相互补充，共同为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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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3.1.3. 分析框架 
文章从总体发展水平、群体分化特征和制约瓶颈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总体发展水平重点考察农

民数字技能的整体状况和区域差异；群体分化特征关注不同特征农民群体间的技能差异及其成因；制约

瓶颈分析影响数字技能提升的关键因素。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既有整体性又突出重点，既关注现状又

指向对策，为设计精准培育路径提供分析基础。基于此分析框架，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开

展实证分析。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典型案例分析四种研究方法，通过多种方法的综

合运用，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3.2.1. 文献研究法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重点关注数字农业发展、农民教育培训、技能培育等领域的研究成

果，为构建分析框架和设计培育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收集整理政策文件、统计年鉴等资料，了解湘

西州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状。 

3.2.2. 问卷调查法 
课题组设计了《湘西州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现状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数字设备使用、

技能水平和培训需求等维度。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 2024 年 3~8 月在湘西州 8 个县市开展调研。共发

放问卷 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16 份，有效率 90.3%。样本构成如下：男性占 63.5%，女性占 36.5%；45 岁

及以下占 75.6%，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占 68.2%。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2，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2.3. 实地访谈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选取新型职业农民、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机构负责人等开展深度访谈。访谈

内容包括数字技能应用现状、培训经历、发展需求等。共计开展 50 场访谈，其中新型职业农民 30 人，基

层农技人员 12 人，培训机构负责人 8 人。通过访谈深入了解农民数字技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 

3.2.4. 案例分析法 
选取湘西州数字农业应用成效显著的 30 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包括电商销售、智慧农业、数字化管

理等不同类型。通过案例分析，总结提炼数字技能应用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为培育路径设计提供实

践参考。 

4. 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现状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本研究从总体发展水平、群体分化特征和制约瓶颈三个维度分析湘

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现状，调研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4.1. 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与数字农业发展要求

还有较大差距(详见表 2)。 
新型职业农民的数字发展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数字意识薄弱，43.6%的受访者认为传统生产方式

“基本够用”，仅 12.5%能够全面认识数字技术的作用。二是数字工具应用不足，虽然 78.2%拥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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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respondents 
表 1.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调研维度 类别 比例(%) 

性别构成 男性 63.5 
 女性 36.5 

年龄分布 ≤45岁 75.6 
 >45 岁 24.4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68.2 
 初中及以下 31.8 

 
Table 2. Comprehensive status of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among business-oriente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Xiangxi 
Prefecture 
表 2. 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现状综合表 

评估维度 具体指标 比例(%) 

数字意识 认为传统方式“基本够用” 43.6 
 听说过但不太了解数字农业 28.3 
 能全面阐述数字技术作用 12.5 

数字设备拥有 智能手机 78.2 
 计算机 32.6 
 平板电脑 10.3 

设备使用目的 沟通联络 85.3 
 获取新闻资讯 64.2 
 娱乐消遣 58.6 
 指导农业生产 <30.0 

技能掌握情况 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67.3 
 能进行基础电脑操作 23.6 
 不会搜索农业信息 >60.0 
 缺乏数字营销经验 >80.0 
 不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90.0 

 
手机，但主要用于社交和娱乐，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比例不足三成。三是数字技能水平不高，67.3%能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但近六成不会搜索农业信息，超过八成缺乏数字营销经验，九成以上不具备数据分析

能力。 

4.2. 群体分化特征明显 

进一步分析发现，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呈现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见表 3)。 
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呈现四个方面的群体差异：一是年龄差异显著，35 岁以下农民数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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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率和技能掌握度(65.4%、38.7%)远高于 55 岁以上农民(15.8%、8.2%)；二是文化程度影响明显，大专

以上学历农民平均拥有 2.6 项数字设备、掌握 4.2 项技能，而初中以下学历者仅为 0.8 项和 1.5 项；三是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四是产业类型

存在差异，休闲农业、设施种植等新兴产业从业者的数字化水平明显高于传统种养殖业者。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gital skill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of business-oriente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Xiangxi prefecture 
表 3. 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群体差异对比表 

分类维度 对比群体 数字设备拥有率(%) 数字技能水平 应用意愿度(%) 主要应用场景 

年龄层次 35 岁及以下 智能手机(92.3) 
计算机(48.6) 

掌握 3 项以上技能
(38.7) 

积极(82.3) 网络营销 
信息获取 

 36~55 岁 智能手机(76.5) 
计算机(31.2) 

掌握 3 项以上技能
(25.4) 

中等(45.6) 信息获取 
交流沟通 

 55 岁以上 智能手机(45.2) 
计算机(8.6) 

掌握 3 项以上技能
(8.2) 

消极(15.3) 基础通讯 
简单娱乐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平均 2.6 项设备 掌握 4.2 项技能 积极(85.6) 综合应用 
创新实践 

 高中/中专 平均 1.8 项设备 掌握 3.1 项技能 较积极(62.3) 实用操作 
常规应用 

 初中及以下 平均 0.8 项设备 掌握 1.5 项技能 消极(35.2) 基础通讯 
简单应用 

区域差异 城镇地区 85.6 较高 积极(78.9) 综合应用 
创新实践 

 一般农区 65.3 中等 中等(52.3) 基础应用 
常规操作 

 偏远山区 42.1 较低 消极(35.2) 简单应用 
被动使用 

产业类型 新兴农业 88.9 较高 积极(86.5) 数字营销 
智能生产 

 传统农业 45.6 较低 消极(38.9) 基础通讯 
简单应用 

4.3. 制约瓶颈问题凸显 

调研还发现，当前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制约着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的提升(详见表

4)。主要表现在： 
当前湘西州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面临三大瓶颈：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滞后，53.6%的农民反映网

络不稳定，42.8%认为装备价格过高，35.2%表示缺乏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培育体系不健全，68.7%反映培

训较少，62.5%认为培训脱离实际，45.9%表示形式单一；三是应用环境待优化，56.2%认为数字经济发展

滞后，40.3%表示政策支持不足，38.6%反映社会接受度不高。 
总的来看，湘西州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完善硬件基础，

也需要优化软环境支撑。推动数字技能提升，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探索符合地方实际

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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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f constraining factors in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among business-oriente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Xiangxi prefecture 
表 4. 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制约因素分析表 

制约类型 具体问题 反映比例(%) 影响程度 地区差异 解决难度 

基础设施瓶颈 网络质量不稳定 53.6 严重 山区突出 中等 
 数字装备价格高 42.8 较重 普遍存在 较高 
 缺乏公共服务平台 35.2 中等 偏远地区多 中等 

培育体系短板 针对性培训少 68.7 严重 普遍存在 较低 
 培训内容脱离实际 62.5 较重 普遍存在 中等 
 培训形式单一 45.9 中等 城镇较轻 较低 

应用环境制约 数字经济发展滞后 56.2 较重 区域差异大 高 
 缺乏政策支持 40.3 中等 普遍存在 中等 
 社会认可度不高 38.6 中等 农区突出 较高 

个体因素限制 学习意愿不强 52.3 较重 老年群体突出 较高 
 时间投入不足 48.5 中等 普遍存在 中等 
 技术理解困难 43.2 较重 文化程度相关 高 

5. 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精准培育路径设计 

根据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数字化发展现状与需求，构建'五级三类'培育目标体系。这一

体系以递进式五级标准为纵向架构，以分类培育为横向维度，综合考虑农民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经

营规模等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培育目标。 

5.1. 培育体系设计 

5.1.1. 分层分类的培育目标体系 
根据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数字化发展现状与需求，构建“三类五级”培育目标体系。

这一体系基于农民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经营规模等特征，将培育对象分为领军型、骨干型和应用型

三类人才，并制定差异化的培育目标(详见表 5)。 
 

Table 5. Classification target system for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表 5. 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分类目标体系 

类别 培育比例 年龄要求 学历要求 目标要求 

领军型 15% ≤45岁 高中以上 
-数字创新应用能力 ≥ 80 分 
-带动农户 ≥ 5 户 
-年销售额 ≥ 25 万元 

骨干型 45% 46-55 岁 初中以上 
-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 70 分 
-掌握数字工具 ≥ 3 种 
-年销售额 ≥ 10 万元 

应用型 40% ≥55岁 不限 
-基础技能掌握度 ≥ 60 分 
-年销售额 ≥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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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模块化的培育内容体系 
基于分层分类的培育目标，本研究构建了三级递进的模块化培育内容体系，实现培育内容的系统化

和精准化(详见表 6)。各模块根据培育对象的特点和需求，设置不同难度和深度的课程内容。在课时安排

上，充分考虑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情况。 
 

Table 6. Modular training content system setup table 
表 6. 模块化培育内容体系设置表 

模块类别 培育内容 课时安排 适用对象 

基础技能模块 

数字设备操作 15 课时 

全体 
网络应用能力 12 课时 

移动支付技能 10 课时 

基础办公软件 12 课时 

专业技能模块 

电子商务应用 20 课时 

骨干型和领军型 
智慧农业技术 18 课时 

数字化管理 15 课时 

数据采集分析 18 课时 

创新提升模块 

数字创新思维 15 课时 

领军型 
智能决策能力 12 课时 

产业链整合 12 课时 

示范引领能力 10 课时 

5.1.3. 递进式的培育标准体系 
为确保培育效果的可测评性和规范性，建立了从入门级到创新级的五级递进式培育标准体系(详见表

7)。该体系既考虑了不同层次农民的起点差异，又为其持续提升提供了明确路径。 
 

Table 7. Progressive training standard system for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表 7. 新型职业农民递进式培育标准体系 

等级 培育对象 能力要求 考核标准 

入门级(L1) 数字技能基础 
薄弱者 

智能手机基本操作，使用移动支付工具， 
基本网络交流能力 

基本数字操作，日常交易完成度，

网络交流熟练度 

基础级(L2) 具备数字基础者 熟练搜索农业信息，使用社交媒体交流， 
掌握基本营销技能 

信息检索准确性，社交媒体使用 
频率，营销活动开展情况 

应用级(L3) 骨干型农民 熟练使用电商平台，掌握智能农业设备操作， 
运用数字化管理工具 

电商平台销售业绩，智能设备操作

水平，管理工具应用效果 

进阶级(L4) 具有较强发展 
潜力者 

开展直播带货等新型营销，掌握数据 
分析工具，具备农业项目策划能力 

直播带货成交额，数据分析应用 
成效，项目策划可行性 

创新级(L5) 领军型人才 数字农业商业模式创新，完整的数字化 
运营能力，较强的示范带动效应 

创新成果实用性，运营体系 
完整性，带动效果显著性 

5.2. 培育方式创新 

5.2.1. 线上线下混合培育模式 
基于湘西州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培育模式，充分发挥两种培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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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提高培育效果(详见表 8)。该模式按照 4:6 的比例分配线上线下课时，确保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

的适度平衡。 
 

Table 8. Implementation configuration table for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raining model 
表 8. 线上线下混合培育模式实施配置表 

培育方式 具体内容 配置标准 实施安排 

线上培育 
(占总课时 40%) 

微课程开发 20 门 分批开发 

州级学习平台 1 个 分步实施 

县级辅导站点 8 个 分批建设 

在线答疑系统 7 × 24 小时 常态运行 

线下培育 
(占总课时 60%) 

集中培训 每季度 ≥ 3 天 定期开展 

现场教学 占总课时 35% 持续推进 

实训操作 占总课时 20% 持续开展 

参观交流 占总课时 5% 定期组织 

5.2.2. 理论实践一体化培育方式 
为提高培育的实效性，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培育方式，通过项目制培育、案例教学和实操训练三

种方式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的统一。 
项目制培育是理论实践结合的重要载体。研究设计了 10 个覆盖不同产业类型和技术领域的实战项

目，配备 20 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项目导师，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体系。通过项目的实施过程，使农民

在实践中掌握数字技能，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竞赛与展示活动，激发农民的学习积极

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案例教学是提升培育效果的有效方法。研究团队收集了 30 个来自湘西州本地的典型案例，涵盖电商

销售、智慧农业、数字管理等多个领域。这些案例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定期开展

案例分析研讨和经验分享会，帮助农民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同时，将优秀案

例编写成教材，形成可持续使用的培育资源。 
实操训练是巩固培育效果的关键环节。在全州范围内建设 10 个实训基地，配置智能农机、传感器、

监控设备等智能农业设备，提供电商直播间、网店运营平台等数字营销设施。通过开展技能大赛，为农

民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起到检验培育成效的作用。实训基地的建设坚持“一县一特色”原则，

根据各地主导产业的特点，打造具有针对性的培训环境。 

5.2.3. 示范带动式培育机制 
示范带动是扩大培育成效的重要机制。研究设计了完整的示范体系，计划在全州范围内培育 100 户

示范户、建设 8 个示范基地、打造 15 个示范村，形成点面结合的梯队培育体系。示范户主要从已经取得

良好数字应用成效的农民中选拔，示范基地依托现有的农业产业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示范村则

选择在信息化基础较好、产业基础扎实的行政村创建。 
能人带动是实现示范效应的有效途径。通过选聘 30 名具有实践经验的农民讲师，组建 10 个专业化

的培育团队，开展“一带多”帮扶活动。农民讲师来自生产一线，既懂技术又懂农事，能够用农民听得懂

的语言传授数字技能。为保证农民讲师的培育质量，建立了包括课时补贴、技能提升、荣誉表彰等在内

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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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培育评估与反馈 

5.3.1. 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确保培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该体系从知识掌握度、技能应用度、

经营效益度和示范带动度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采用百分制计分方法(详见表 9)。 
 

Table 9. Trai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able 
表 9. 培育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表 

评估维度 权重 具体指标 分值 评估方式 

知识掌握度 30 分 理论考试成绩 10 分 统一考试 
  技能操作考核 12 分 实操考核 
  案例分析能力 8 分 案例测评 

技能应用度 40 分 数字工具使用频率 15 分 在线监测 
  应用场景多样性 15 分 实地走访 
  问题解决能力 10 分 效果评估 

经营效益度 20 分 销售收入增长率 8 分 数据统计 
  成本节约程度 6 分 对比分析 
  效率提升幅度 6 分 效果评估 

示范带动度 10 分 带动农户数量 4 分 实地调查 
  技术推广范围 3 分 范围统计 
  社会影响力 3 分 综合评价 

5.3.2. 动态调整机制 
为确保培育工作的持续改进和优化，建立了系统的动态调整机制。该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反馈优化

和持续改进三个环节，形成闭环管理体系(详见表 10)。 
 

Table 10. Implementation table for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raining work 
表 10. 培育工作动态调整机制实施表 

调整环节 实施周期 重点内容 考核方式 

月度监测 每月 培育计划执行情况 
存在问题梳理 

进度报告 
问题清单 

季度评估 每季度 
阶段性培育成效 
满意度调查 
改进建议收集 

评估报告 
问卷调查 
座谈会 

年度考核 每年 
目标完成情况 
典型案例总结 
机制优化建议 

综合报告 
案例汇编 
研讨会 

5.3.3. 跟踪服务体系 
跟踪服务体系是保障培育效果持续性的关键。该体系覆盖培育全过程，实现培育前、中、后的全程

跟踪和服务支持。 
培育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通过开展深入的需求调研，准确掌握培育对象的基础条件、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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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意愿；根据调研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培育计划，确定培育内容、方式和进度安排；建立培育档案，

详细记录培育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培育目标，为后续跟踪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培育过程中的跟踪指导必不可少。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密切跟踪学习进度，及时发现和解

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培育日志等形式，详细记录培育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关键事件；建立定期交

流机制，由专业指导老师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确保培育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培育后的跟踪服务同样重要。重点跟踪数字技能在实际生产经营中的应用效果，包括技术应用情况、

经营效益提升、带动作用发挥等方面；建立技术支持热线，为培育对象提供持续的技术指导和问题解决

服务；定期组织经验交流活动，总结推广优秀经验和做法，促进培育成果的转化应用。 
通过建立完整的培育评估与反馈体系，形成了培育工作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一机制既能及时发现和

解决培育过程中的问题，又能持续优化和完善培育方案，确保培育工作取得实效。同时，通过建立长效

的跟踪服务机制，为培育对象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培育效果，推动湘西州生产经营

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的整体提升。 

6. 政策建议与对策 

6.1. 健全组织保障，加强统筹协调 

组织保障是推动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培育的关键。一是建立系统化的组织管理架构。

基于区域协同治理理论，构建跨部门协作的管理体系，整合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财政、

通信等多方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培育工作格局。二是建立部门协同机制。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

工，形成任务清单，积极主动做好培育工作。建立数字技能培育工作台账，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探索建

立部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制度，加强横向协作、纵向联动。三是压实属地责任。将数字技能培育工

作纳入县市农村工作和乡村人才振兴总体规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建立工作督查通报制度，将培育

工作成效与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挂钩，形成履责尽责的良性激励。 

6.2. 加大政策供给，强化制度保障 

政策支持体系是数字技能培育工作持续推进的制度保障。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和制度供给视角，本研

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制度框架。将农民数字技能培育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构建系统性的培育

制度框架，从政策层面明确培育目标、内容和实施路径。通过制度设计优化培育资源配置，提升政策实

施效果。二是创新培育机制。建立以就业和创业为导向的培育评价机制，将数字技能作为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评价的重要维度。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形成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三是优化支持政策。整合

现有涉农培育政策资源，建立多元化的培育投入机制。探索构建培育主体激励机制，完善培育基地建设

支持政策，建立培育成果转化推广机制。通过政策协同提升培育工作整体效能。 

6.3. 整合多元资源，创新培育模式 

培育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和模式方法的创新突破。一是盘活用好各类资源。

统筹利用现有的农村教育培训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整合打造一批数字农业实训基地。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数字化培训车间，开放共享培训资源。二是强化政府购买服务。综合运用政府购

买、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支持第三方机构广泛参与。鼓励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教学质量高、社会评

价好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承担培育任务。三是创新培育组织模式。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合作社 + 
基地”“村集体 + 企业”等特色鲜明的培育组织模式。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通过“龙头企

业 + 农户”“专业合作社 + 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共同提升数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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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 

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为农民学习运用数字技能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将农民数字

技能培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整合农村公共服务资源，依托乡镇政府、村委会等建立“数字乡村服

务站”，为农民提供数字设备体验、数字技能学习等服务。二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农村

4G、5G 网络和光纤宽带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质量。推动提速降费，减轻农民使用数字化

设备的成本负担。三是营造数字化发展氛围。举办“数字乡村建设”“新型职业农民数字化应用”主题宣

传活动，弘扬创新文化，营造有利于数字技能培育、数字化应用的社会舆论氛围。常态化开展数字农业

应用创新大赛，激发农民学习数字技术的热情。 

6.5. 加大科技扶持，夯实人才支撑 

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跃升的关键动力。一是实施数字技术提升工程。依托

“星火计划”“科技特派员”等项目，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合作，联合开发

数字化生产工具，解决农业生产经营难题。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向农业

生产领域推广应用。二是强化农村数字人才培养。树立“四个优先”导向，将农村和基层作为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重点领域。大力实施农村基层干部数字素养提升培训工程，提高其运用数字化手段服务“三农”

工作的能力。建立数字乡村人才储备制度，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探索建立村级数字化服务

专干、信息员等队伍，为农民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数字化服务。 

7. 结论 

本文基于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深入分析了其数字技能发展现状、制约瓶颈及培

育需求，进而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精准培育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湘西州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技能发展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应用能力普遍较好，

但专业技术应用和创新拓展能力亟待提升。同时，不同农民群体数字化程度差异明显，需要因材施教、

精准帮扶。 
第二，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滞后、数字人才培育体系不健全、数字化应用环境有待优化等，成为制约

农民数字技能提升的突出瓶颈。破解难题，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农民等多元主体携手共进。 
第三，建立需求导向型培育模式、构建多维一体化培育内容、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培育路径，是提升培育

针对性、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要围绕农民需求精准设计、持续优化，为培育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第四，精准培育农民数字技能是破解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人才瓶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迫切需要。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示范带动，以点带面，不断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调研范围、培育路径设计及评估机制等方面尚存不足。未来，要坚持问题导

向，立足区域实际，探索形成具有湘西特色的数字技能培育路径，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湘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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