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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起，榆阳区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围绕“三农”人才培养、农业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等进行合作，创新开展“理论教
学＋返岗实践＋成果答辩”三段式培
训，有效破解学用脱节问题，探索出
校地合作培训新做法。

办好理论教学“大讲堂”。20名
高校专家教授、10名党政领导、5名
实践经验丰富的先进典型围绕政策
理论、发展能力、岗位实操等定制化
课程进行讲授，确保培训学在核心
点、关键处。采取教授讲学、现场教
学、案例示学、实践研学等体验式教
学，改变以往单一教育培训课堂讲
授做法，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田间，切
实解决学员兴趣不浓、热情不高，不

愿学、不真学、不深学等问题。组建
包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和
本土专业人士在内的指导服务团
队，建立“双导师制”，专家与学员建
立结对指导关系，面对面答疑解惑，
手把手传授“真经”，对“头雁”实行
孵化型培育。

用好返岗调研“大练场”。集中
教学结束后，学员全部返回岗位，再
进行15天左右的返岗调研和实践教
学。“头雁”到不少于5家省级以上示
范家庭农场等企业进行交流互访，结
合各级产业政策和自身产业发展实
际，形成互访调研报告，研究制定产
业发展带动计划，形成“头雁”引领示
范“计划书”。按照“直接带动、服务
拉动、辐射联动”的思路，通过参与经

营合作入股、生产托管、技术指导、产
销对接等方式，建立与周边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

抓好成果答辩“大考场”。返岗
实践结束后，再利用5天时间，集中召
开汇报交流和培训成果应用答辩会，由
指导服务团队专家、党委和政府领导、
乡村振兴工作专班牵头部门负责人组
成答辩评审委员会，学员现场汇报答
辩，评审委员现场亮分点评，评审结果
作为个人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提拔使
用和“头雁”政策支持、资金奖补、扶持
培育的重要依据。2023年2月19日，
首期47名“头雁”采用“理论教学＋返
岗实践＋成果答辩”三段式培训，经过
为期1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和孵化型培
育顺利结业。

“头雁”振翅
率先启航的陕西榆林榆阳区探索出哪些经验

■ 中共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书记 李忠宏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中央有
关人才工作部署和《“十四五”农业农村
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要求，扎实有效
开展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2022年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联合印
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陕西省
榆林市榆阳区紧抓《方案》发布契机，将

“头雁”项目纳入全区人才队伍建设重点
工作，与省内外涉农高校开展战略合作，
创新开展“三段培训”、建立“三项机制”、
发展“三个经济”的“头雁”培育新模式，
有效推动政策、人才、科技、信息、资金等
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计划5年时
间培育 300 名“头雁”，以期形成“头雁
启航、群雁齐飞”的局面。

榆阳区是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首批推广的先进典型之一，其大力推动“集体
经济+伙场经济+数字经济”发展，构建紧密利
益联结机制，找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
展新路径。

不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扎实开展农村集体经济

“消薄培强”工程，412个村（组）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户种植基地”等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小农户以参与经营、合作入股、生产托管、技
术指导、产销对接等方式走向大市场。首批47名

“头雁”之一的青云镇郑家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理事长郑志雄，盘活村庄废弃闲置房屋，将全村
300孔废弃窑洞打造为“栖心川上”密洞民宿，带
动500多名村民就地就业。

创新发展伙场（庭院）经济。榆阳区财政统筹
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空闲“方
寸地”因地制宜发展伙场(庭院)经济，每个乡镇每
年打造3-4个伙场(庭院)经济示范村和100户示
范户，形成“百村示范、带动全区”效应。补浪河乡
点石村“头雁”杨镇通，投资1000多万元成立程翔
家庭农场，大力发展白绒山羊育种、养殖产业，为
周边养殖户提供优质种羊、技术指导等，带动300
多户养殖户在家门口发“羊”财。

探索发展数字经济。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搭建榆阳区数
字农业智慧信息平台，构建产前、产中、产后全
链条信息服务体系，用信息化手段带领“头雁”
和小农户走向市场。“头雁”申雅君通过政企合
作，创新组建陕西榆商农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打造榆阳惠农公社数字平台，创建“亲情十九
里”农产品品牌，建立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对榆
阳区19个乡镇和2个涉农街道的农副产品进行
筛选、培育，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整合资源对
外统一推广和销售。

榆阳区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为抓手，为加快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了
一些有益探索，总结起来最为核心的几点经验在于
四个方面。

人才为先。加强对乡村人才的综合培育，整
合各类培训资源，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健全育后
扶持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产业为重。产业是“头雁”带领广大农户发
展的重要支撑，立足特色资源，做活“土特产”文
章，聚焦重点产业、集聚资源要素，因地制宜、突
出特色，不断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做精做优“一村
一品”，推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持续增强乡
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产改为基。通过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明断集
体产权，厘清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关系，调优生产关
系让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成为可能，让“头
雁”有条件带领农户建立更多的生产基地、家庭农
场。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盘活资源、配置要素
的作用，多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共富为本。实施“头雁”项目的根本目的是增
强“头雁”综合实力，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
作用，通过采取“直接拉动、服务带动、辐射联动、
市场驱动”等方式，引导“头雁”联农带农、兴农富
农，构建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新型
经营主体及“小农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榆阳区建立“专家平台＋政策保
障＋资金扶持”育后服务机制，促进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形成群雁齐
飞的发展新态势。

搭建专家平台。成立5个驻企
“头雁”专家工作站，柔性引进一批专
家人才为“头雁”提供决策咨询、市场
研判等服务，破解“头雁发展瓶颈难
题。“头雁”发展联盟组建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等四大产

业集群，强化联盟
内部资源共享，推
进“头雁”之间互
联互促，进一步增
强“头雁”辐射带
动能力。

建立政策保
障机制。制定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

育“头雁”项目《实施方案》，出台“头雁”
激励奖励、资金保障、产业扶持、金融服
务、创业扶持等一揽子综合扶持政策。
制定出台“4+2+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建设扶持政策，将“头雁”产业项目优先
纳入扶持。开展“头雁”高素质农民职
称评审，5年内计划评审初级职称50
名，支持“头雁”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
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优先推荐“头雁”作为“两代表一委
员”候选人和村级后备力量人选。

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聚焦
“头雁”融资难问题，发挥财政金融政
策优势，榆阳区“三农”领域年投入资
金15亿元以上，支持“头雁”申报民营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更新技术设
备、创建品牌、技术推广等。开展“头
雁”综合考评，对带动能力评定为一
类、二类、三类的“头雁”，区财政每年
分别给予1.2万元、0.7万元、0.5万元
奖补，同时享受最高500万元、300万
元、100万元的创业担保免息贷款。
区财政向农商行注资1000万元设立
风险补偿基金，撬动银行信贷1亿元，
畅通“头雁”贷款融资渠道，鼓励“头
雁”申请小额信贷、惠农e贷用于生产
经营发展。

“三段培训”破解学用脱节

“三项机制”助力群雁齐飞

▲▲专家工作站签约仪式。

“三个经济”
谋求共富发展

▲▲头雁学员参加现场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