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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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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

以 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出发
,

提出 了到 20 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要求
。

如何更好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关键在于全面 实现农

村小康
,

而农民致富奔小康则是实现广大农村小康的重中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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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
,

重庆市铜梁区现有户籍农 民 31
.

6 万人
,

其 牌效应和经济效益
。

中在家农民 6
.

5 万人
,

外出务工 25
.

1万人
。

为进一步贯 2 重点培养
,

打造致富领头雁

彻落实党中央精神
,

全面建成全区小康社会
,

结合铜梁 在积极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的同时
,

农委还有针对

区自身特点
,

从农业农村实际出发
,

通过培训
、

培养
、

培 性地选择一批有理想
、

有 目标且热爱农业
、

懂得农业的

育等措施积极帮扶农民科技致富奔小康
。

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重点培养
,

形成区域发展的领头雁
,

l 科技培训
,

增强致富本领 通过示范引领
、

辐射带动
,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

1
.

1 多层次参加科技培训 3 培育主业
,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1
.

1
.

1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

随着农村劳动力 农委结合经果
、

蔬菜
、

水产的农业主导产业
,

积极推

持续转移
,

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
,

导致
“

人走村空
” ,

造 进农旅结合
,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

休闲观光农业
,

调优农

成出现
“

老人农业
” “

妇女农业
”

和
“

小学农业
”

现象
,

致使 业结构
。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对符合条件的专业大

农业比较效益低下
。

为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效益
,

切实 户
、

家庭农场
、

农业龙头企业
、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

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
,

铜梁区本着
“

有文化
、

懂技术
、

业经营主体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

在土地流转
、

农业补

善经营
、

会管理
、

有职业道德
,

有社会责任感
”

的新型职业 贴
、

农村金融等方面向有为的农民倾斜
,

促进农村土地

农民要求
,

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

适度规模经营
,

发展现代农业
,

稳定农业经营队伍
,

用新
1

.

1
.

2 参加一般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

农委从农技 观念
、

新知识
、

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
。

2 0 15

干部队伍中选择业务能力强
,

技术过硬的农技干部作 年
,

成功创建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

全国农

为农业科技技术指导员
,

利用村社院坝
、

田间地头参加 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县
、

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

全国

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
。

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县以及全国美丽乡村建设典范县
。

1
.

1
.

3 参与农业科技下乡
,

广泛宣传科学技术
。

4 政策支持
,

扶优培强

农委组织各个业务部门的技术骨干及农业科技辅导团 一是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学习
,

优秀者给

的老专家
,

在农时季节利用农民集中赶场时间
,

参加农 予 l万元的生产经营补助
。

二是农民组建家庭农场
、

专

业科技下乡
,

对农民等进行现场咨询指导
、

发放技术资 业合作社
、

农业企业等符合条件的
,

给予 5万 一 60 万元

料
。

每年咨询达 l 万余人次
,

发放技术资料 2 万余份
,

项目资金补助
。

三是农 民组建成立时间 l a 以上
,

贷款

农业书籍 2 0 00 余册
。

利息 30 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给予贷款贴息
。

四是农民

1
.

2 参加多专业的技术培训 的专业合作社
、

农业企业等在符合 国家项 目要求条件

农委组织了《蔬菜生产与经营》《经济作物生产与 下
,

给予重点优先支持
。

经营》《水产养殖与经营》《畜禽养殖与经营》《蔬菜园艺 5 结对帮扶
,

跟踪服务

工》《农村信息员》《作物统防统治植保员》《农机操作 积极参加结对帮扶与跟踪服务
,

巩固和提升致富

员》和《农机维修员》等 20 多个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 成果
。

组织专家
、

教师
,

根据农民实际需求
,

结合关键

技能的培训
。

农时季节
,

进村人户参加现场培训
、

技术咨询和技术指
2 01 6 年

,

将重点开展
“

互联网+ 农业知识
”

培训
,

提 导
,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

高农民电子商务经营知识水平和能力
,

让农 民撑起腾 6 加强组织领导
,

强化舆论宣传

飞的翅膀
。

通过
“

互联网+’’实现了产品网上销售
,

建立 农委成立 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帮扶工作组
,

帮扶

了网上查看
“

生产过程记录
、

流通去向跟踪
、

主体责任 农 民致富奔小康
。

全委职工共同参与
,

落实责任
。

加

可追究
、

问题产品能召 回
、

质量安全保障
”

等溯源机制
,

强舆论宣传
,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让更多农民参与到致

实现农产品全产业链质量管控
,

大大提升了农产品品 富奔小康活动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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