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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rural cadr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of rural work. 
This work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Through summary and combing,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rural	cadres,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rural cadr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rural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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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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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是推动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举措，该项工作应当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足
够重视。论文通过总结和梳理，明确了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剖析了当前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中面临的不足，重
点针对提升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的策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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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干部是农村各项工作的实施主体，其自身素质会

直接影响到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成效，教育与培训工作的科

学实施，是提升农村干部素质的重要举措。尤其在乡村振兴

的背景下，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的提升，对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

看，一些农村地区的干部教育与培训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

足之处，因此在了解不足的同时进行科学改进则显得十分

必要。

2 当前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了解问题，是进行工作改进的重要前提，当前农村干

部教育与培训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教育培训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从现状来看，一些地区针对农村干部的培训重视程度

不够，导致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表现出一定随意性和盲目

性，缺乏有针对性的调研和分析，导致整体培训效果的偏低。

由于重视程度不高，一些基层政府部门针对农村干部的教育

培训并未进行科学系统规划，未设立明确的培训目标，未设

立科学的培训原则，导致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能高质量

推进。

2.2 教育培训形式化
目前一些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运作并不规范，导致农

村基层工作人员负担过重，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安排

不合理性，存在教育培训形式化。例如，由于农村基层干部

负担过重，村干部参与培训次数相对较少，导致农村干部政

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进而影响到农村开展各

项工作的实际效果。又如，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干部在上级文

件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以文件落实文件，农村干部

在学习活动中比较关注的是学习流程是否走完，对学习收获

的关注度并不高，一些村干部还会通过抄他人笔记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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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学习。上述情况的出现，会导致农村干部无法在干部教

育培训中产生实质性收获，进而导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失去

原本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2.3 教育培训方式有待更新
组织开展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传统的培训工作中

主要采用农村基层内部培训、党校培训等模式，在具体的培

训过程中主要采用讲授方法，培训方式的固化和僵化，导致

整个培训氛围相对枯燥。受此影响，村干部参与培训的积极

性会持续下降，一些村干部甚至会想方设法逃避此类培训活

动，比如一些农村干部会安排下属替自己去参加培训，在培

训中将重点信息整理成笔记即可。上述情况的出现，则意味

着农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长此以往，并不

利于农村干部培训工作的推进，因此对农村干部教育培训方

式进行必要的更新则显得十分必要。

2.4 教育培训缺乏个性化
从现状来看，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农村干部教育培训的

内容表现出统一化特点，村干部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虽然有

所收获，但是一些农村干部的个性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政府部门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要点、实施方式、村干部应当如何参与其中进行系统培

训，而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多个方面的要求，且不同的村干部所

参与的工作内容会有所不同，由于缺乏个性化培训，一些村

干部在自身工作的具体实施中仍然会表现出手足无措，无法

高效参与到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之中。

2.5 培训考核有待加强
从现状来看，一些政府相关部门会习惯性地推进农村

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但是忽略了培训考核测评工作的重

要性。培训考核测评工作的缺失不仅不利于对培训效果的检

验，也无法形成对培训工作的反馈，更无法及时发现农村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而且，培训考核的缺失，还

会使部分农村干部在培训中浑水摸鱼，导致培训工作失去了

意义和价值。

3 提升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的策略

3.1 加大重视程度
为了真正发挥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积极影响，相

关政府部门要针对该项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围绕农村工作

的开展方向，对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必要的规划，在所

制定的教育培训方案中要尽可能对每一环节的培训工作予

以细化，以此减少村干部教育培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村

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所制定的培训方案要紧密结合农村的实

际情况，在形成初步培训方案后，政府相关部门要组织广大

村干部对方案进行分析研讨，村干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

极给出反馈意见，相关部门结合广大村干部所反馈的信息对

方案作出改进，最终形成比较合理的培训方案。在加大重视

的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应当设立相应的培训原则，具体而言，

一是在农村干部教育培训中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各个

环节教育培训工作的安排，要紧密结合农村工作开展的实际

需求，在阶段培训目标的设立中不可好高骛远，在培训内容

的选择中要符合村干部的实际需求。二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

则，教育培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升村干部的自身素质，然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再循序渐

进中开展。

3.2 提升教育培训的实用性
在农村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培训工作

的形式化，使村干部在参与教育培训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实质

性收获。具体而言，农村基层单位要适当增加村干部每年培

训的班次，为农村干部进行自我提升提供机会。农村基层单

位在组织村干部的各项学习活动中，要对学习形式进行适当

的调整，比如，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讲话文件的

学习中，单位领导要求村干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

来对照自己的工作，并在对照中分析自己当前工作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然后根据总书记讲话精神来制定工作改进策方

案，对于所制定改进方案的合理性还要与其他人员进行讨

论。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的进行，使农村干部在上述学习活

动中能够产生实质性收获。

3.3 更新村干部培训方式
针对新形势下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政府相

关部门要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对相应的教育培训方法进行

必要的革新，以此促进农村干部教育培训效果的提升，对此，

可以对当前比较流行的信息化教育培训方式进行充分利用。

相对于传统固化的教育培训方式，信息化教育培训方法的恰

当运用，能够极大的提升培训效率，减少村干部参训过程中

学习的枯燥感，使其产生更为明显的学习收获。具体而言，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可以为农村干部开展线上培

训，该教育培训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同时对多个地区的村

干部开展培训，使教育培训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该培训方法

的优势还表现为可以在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开展线上互

动，使广大农村干部得到实时指点。通常情况下，对农村干

部的培训的教师往往是具有资历的优秀党员干部，在对广大

农村干部培训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村干部可以结合当地农

村的实际情况与培训师进行线上沟通，培训师则围绕农村工

作的开展可以针对性向不同的村干部给出建议，通过这一方

面的指导，使得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内容得到有效扩充，使广

大村干部在参训中产生更大的学习收获。

3.4 注重个性化教育培训
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对农村干部的积极影响，政府相

关部门要注重个性化培训工作的开展，具体而言，在对村干

部统筹培训的基础上，还应该针对不同村干部的实际需求对

其开展差异化培训，使村干部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从而

更加高效参与到自己的岗位工作中。比如，围绕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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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施，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不同村干部所参与的工作为

其开展个性化培训。当村干部重点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时，相

关部门在村干部培训中，要向其系统讲解乡风文明建设的内

容，重点向其传授该项工作推进中所涉及的技能。如，针对

农村地区因虚荣攀比而组织的各种宴请以及天价彩礼现象，

村干部要能够上门制止，从而缓解此类不良风气的蔓延。在

村干部的的努力下，还可以建立示范户，从而为其它农户树

立榜样，使这一良好的风气在本村农村蔓延，以此更好的推

动乡风文明建设。如，对于农村中不合理的丧葬风气，村干

部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使农村子女明确认识到，真

正对父母的孝敬是使其在生前尽可能过上优质的生活，而非

逝世后的大操大办，在村干部的不断努力下，使得农村不良

风气有所减少，以此更好的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

当村干部的主要职责是参与产业兴旺工作时，相关部

门在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则要向其传授如何推动农村产

业发展的技能。作为村干部，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要重点

学习如何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发展经济产业，比如，学习如

何与相关企业或投资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然后利用农村相对

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来建立康养胜地，以此吸引广大城市居

民到此消费。村干部还要学习如何在康养胜地建设中增加城

市居民在当地的消费额度，以此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又如，

在该项个性化培训中，村干部要学习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发

展乡村特色旅游业，村干部要学习如何与旅游开发商进行协

调并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学习如何借助现代化营销模

式对当地的旅游产品与服务进行推广，从而乡村资源转化为

更大的经济效益。通过上述个性化培训工作的开展，使村干

部的工作技能得到全面增长，使其在产业兴旺工作的推进中

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性。

另外，培训人员还需要同村干部进行深入沟通，在沟

通中了解村干部的个性化需求，然后针对性为其提供相应的

教育培训。比如，围绕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需要村干部掌

握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培训人员在与村干部的沟通中发现

部分人员并不具备该项能力，对此，培训人员则可以针对该

项工作技能的运用对村干部进行系统训练，促使村干部的工

作技能得以完善，进而更加高效参与到乡村治理工作之中。

3.5 加强培训考核
为了提升农村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则需要将培训

与考核作为一个整体，通过适当的考核，及时发现培训工作

中的不足之处，并根据考核结果的反馈，对培训重点进行适

当的调整，还可以通过考核使广大村干部产生警醒，使进一

步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中。具体而言，在阶段

性培训工作结束后，相关部门要组织参训村干部进行考核，

考核应当包含书面测验和实践测验两个方面，特别在实践测

验中，可以围绕农村特定工作的开展进行现场模拟，要求参

训村干部参与其中，根据其在模拟情景中的表现对其作出学

习评估。在考核结束后，相关部门需根据村干部的考核分数

分析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然后针对性作出调整。比

如，在考核中发现很多村干部在乡村治理技能的使用中并不

达标，对此，在下一阶段的培训工作中应当以训练村干部乡

村治理技能为重点。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的完善，在培训与

考核间形成良好互动，以此促进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良性

开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干部教育与培训工作的科学实施有着

非常深远的影响，对此，政府相关部门要针对该项工作进行

准确定位，客观剖析该项工作推进中面临的不足，然后从不

同的层面入手予以改进，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提升农

村干部教育与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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