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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的基本特点，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非农产业就业技能能力、收入水平、现

代文化吸收能力和农民培训满意水平等方面设计了培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南疆 1045 份农户问卷调

查的统计结果数据，运用 AHP-FCE 综合评价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培训绩效不容乐观。为此，

应科学制定农民培训中长期规划，实现培训供需对接；设立农民培训专项项目，加大农民培训支持力度；创新农

民培训机制，激发农民培训活力，提高培训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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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minority farmers training of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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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Xinjiang minority farmers training,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se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th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employment ability, income level, modern cultur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farmers training satisfaction level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es of 1045 peasant household surveys in South Xinjiang,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farmers 
training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AHP-FCE approach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Xinjiang minority 
farmers training was not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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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农民培训既

是农村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也是促进农村发展和

改善农民收入的重要路径。[1]关于农民培训绩效评

价，多数学者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就培训内

容、培训机构、培训方式、培训师资、培训时间以

及培训后的农民家庭收入、农民应用技术能力、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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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水平、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农民满意度等指

标的变化作定量分析。[1-4]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受制于农

民培训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没有进行实证分析，但是

从理论上构建了针对某项农民培训项目绩效评价的

指标体系。如张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对象、培训环

境和培训就业四个一级指标体系构建了农民工培训

绩效指标体系。[5]李丛蕾从培训项目决策、培训项目

过程和培训项目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了21个二级指标
的“阳光工程”培训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6]需要指

出的是，农民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促进农

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农民培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及评价方法选择可以借鉴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绩效

评价的研究。如杜萍、赵炳起等从人口规模、人力



 
 

3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8月 

 

资源素质、人力资源结构、人力资源流动和人力开

发制度等方面，构建人力资源开发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并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

实际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7,8]辛贤、茶金学、崔榕

等从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等方面构建新

型农民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农民素质进行了特

定研究区位的实证研究。[9-11]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显

示：农民培训主要是通过提供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农

民培训，满足农民培训需求，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

技能、非农产业就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传播现

代文化，改变农民落后文化思想观念，最终达到增

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少数

民族农民培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合适的AHP
－FCG综合评价方法，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农户问
卷调查数据，对南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进行实

证评价，以期客观认识新疆当前少数民族农民培训

绩效总体水平的同时，为改进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

效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二、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的基本特点 

新疆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简称克州)被称为南疆三地州，该地区少数
民族人口约占94%，85%的县(市)为国家(自治区)级
贫困县，贫困人口约占全疆贫困人口的90%，是最
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着力深入开展新型农民

培训，是不断改变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牧民落后

文化意识观念，提高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技能，增

加农民收入，摆脱贫困面貌的根本举措。 
南疆三地州受经济贫困，财政短缺的制约，目

前真正开展的农民培训项目不多，以往开展频率较

高的主要是以下五种类型：一是农民致富技能培训

项目。从2006年起，新疆在全疆范围内大规模开展
“一年一户一人一技”农民致富技能培训工程，由

农办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实施，农口

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南疆三地州农村致富技能培

训总体规模为：和田地区年培训30万人次以上(其
中，转移劳动力培训4万人左右)，克州年培训8万人
次以上(转移劳动力培训平均2万人左右)，喀什年培
训10万人次以上(转移劳动力培训2万人)。二是“阳
光工程”培训项目。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阳光工程指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厅科技教育处。南疆三地

州16个项目县(市)全部成立了阳光工程办公室，认

真组织实施“阳光工程”。南疆三地州自2004年实
施“阳光工程”项目以来，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投入。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地毯技术、服装缝纫设计、加工

技术、美容美发、汽车驾驶、烹饪、餐厅服务、建

筑瓦工等实用技术。三是分阶段实施“新型农民科

技培训项目”。1999年，农业部、财政部、团中央

共同推出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从

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该项目。2003年12月将项目
更名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四是扶贫培训

项目，以农业实用技术、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和扶

贫业务干部培训为重点。五是其他农民培训。除了

项目培训外，南疆三地州科技局、畜牧局、科协等

各有关部门不定期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培训。培

训内容主要是各单位职能内的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实用技术培训是指不带专项资金的培训工作，项目
培训是指带有专项培训资金的培训工作)以及科普
知识培训，培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科技三项经费。

这些培训主要依托“科技之冬”、“三下乡”、“党

员远程教育”、“科普大篷车”、“全国科普日”、

“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等平台，结合农

时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与一般农民培

训相比，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呈现出培训任务艰

巨、培训机会普惠性难以及现代文化渗透为先三大

特点。 
第一，农民培训对象基础差，培训任务繁重。

一是基数大。2009年底南疆三地州农业劳动力比重
约为 79%，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约为 94%，有维吾尔、

塔吉克、柯尔克孜等 21 个少数民族，大多数少数
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二是整体素质偏低。1 045
个被调查少数民族农牧民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

例仅为 8.05%，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比例为 4.7%。科
技文化素质水平低下，制约着新疆贫困地区少数民

族对于农民培训内容的接受能力，约束着少数民族

对农民培训的认知能力，缺乏参加农民培训的主动

性，使得农民培训需求呈现出混沌性特征。三是少

数民族农牧民居住分散，培训成本高。新疆南疆三

地州地域广阔，各县乡之间被戈壁、沙漠和高原阻

隔，距离遥远，人口呈点、散分布，属于典型的面

广、线长、点多地域类型。尤其是身处山区的牧民，

居住分散，交通闭塞，人口空间分布特点阻碍了新

型农民培训工作的推进。 
第二，培训机会普惠性难度大。虽然中央和新

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少数民族农牧民培训投入，但

是由于受地理环境、汉语言交流、宗教文化以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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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产生活习惯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少数民族农牧

民培训仍难以大范围推进。据在南疆三地州的调

研，1 045 个调查农户中，愿意参与农民培训的占
被调查者的 93.8%，而参加过农民培训的比例仅为
39.5%。 
第三，现代文化渗透意蕴深厚。南疆少数民族

农民培训面对的培训对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浓厚

的宗教性、相对封闭性的特征，因此，少数民族农

民培训推进过程中必然要求文化先行。现阶段开展

的少数农民培训虽然种类繁多，包括农业种养殖技

术培训、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民族传统手工艺技能

培训、法律基础知识培训、汉语言培训、科普知识、

国家基本政策和宗教文化宣讲等，但是，课题组在

实地调研中发现，少数民族农牧民虽有强烈的参加

培训意愿但是培训认知却很混沌，对农民培训的作

用和自身要参加何种培训没有清晰的概念。可见，

少数民族农牧民的理解领会接受能力将直接影响

农民培训的效果，现代思想文化认知水平是影响少

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关键因素。即少数民族农牧

民培训过程中不能忽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规范和

理念培育的重要作用。 
总之，受培训资金､ 培训对象的限制，当前新

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难以大规模开展，主要是通过

典型农户培训进而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基于此，农

民培训绩效不仅包括培训的直接效果，还应包含培

训的传播效应即外部经济性｡  

因此，构建其评价指标时应注重符合三大准则。

准则一，农民培训后的直接效果的测评，主要包括农

民培训对农民收入影响指标、对农业生产技术影响指

标、对非农就业转移影响指标和对少数民族农民意识

观念影响指标。准则二，农民对农民培训工作组织过

程满意度的测评。主要是农民对农民培训工作组织管

理整个过程中的满意程度的测评，包括培训机会、培

训信息、培训内容以及培训组织过程等各个方面的满

意程度。准则三，农民培训传播效应的测评。这要

求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评价的评价对象应突破

传统农民培训绩效评价仅针对培训前后的比较测

评，而是站在全体农户的角度进行全局测评，以充

分考虑培训的辐射带动效应。在三个准则层下，相

应设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非农产业就业技能水平、

经营管理水平、现代文化意识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农

民对培训工作的满意水平六大准则层指标。 

三、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思路，在满足系统性、重要

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本文

选取17个要素层指标，构建了包含6个准则层指标
和17个要素层指标的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指标Bi 要素层指标 Ci 
指标设立的依据 
(测评培训对各指标的影响) 

C1家庭农业总收入/元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直接经济效果 
B1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C2农业生产费用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从事农业生产观念 
C3农民主要职业 非农就业情况 

B2非农产业就业能力 
C4家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非农就业技能水平 
C5是否受过农业经营管理培训 经营管理培训机会的获取 

B3经营管理水平 
C6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 合作经营意识 
C7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 教育观念 
C8农民未来增收途径 就业观念 
C9农民每个月文教娱乐消费额/元 业余生活观念 
C10宗教认识 宗教观念 

B4现代文化意识 

C11盖房争执的解决方案 法律观念 
C12上年农民家庭总收入/元 总体收入水平 

B5农民收入水平 
C13上年农民家庭年末收支结余/元 贫困状况的改善 
C14是否获得培训 培训机会的获取 
C15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培训信息的公开性 
C16培训效果与期望的差距 培训的效果 

培训 
绩效 

B6农民培训工作的满
意水平 

C17有没有询问过培训需求 培训内容供需情况 

2．评价方法及权重确定 
从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评级指标体系可

以看出，农民培训绩效是一个典型的多层次多因素
的评价问题，且有许多指标无法定量。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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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AHP-FCE组合的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来对农
民培训绩效进行考核。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为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其次，在对每一指标存
在的模糊现象和模糊概念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应用
模糊综合评价法(简称FCE)测评B1至B6各个指标分
值，并最终得出农民培训绩效总指标A的总评分。
本研究利用专家打分法，并结合调研数据，构造判
断矩阵。运用Matlab软件求6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
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
理后就得到各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也即是权系
数的分配。计算的各指标最大特征根λmax(表2)，结
果显示各矩阵权系数分配合理，并最终确定少数民
族农民培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表3)。因文章
篇幅关系不再叙述实际中的具体计算步骤。 

表2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数据表 

判断矩阵 λmax C.I.值 R.I.值 C.R.值 检验是否一致 
A 6.53 0.11 1.24 0.09 一致 
B1 2 0 0 0 一致 
B2 2 0 0 0 一致 
B3 2 0 0 0 一致 
B4 5.37 0.09 1.12 0.08 一致 
B5 2 0 0 0 一致 
B6 4.25 0.08 0.90 0.09 一致 

表3 农民培训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集合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层 
总目标 

Bi 权重 Ci 权重 
合成权重 总排序

C1 0.8 0.049 7 
B1 0.061 

C2 0.2 0.012 14 
C3 0.75 0.118 3 

B2 0.157 
C4 0.25 0.039 8 
C5 0.8 0.028 10 

B3 0.035 
C6 0.2 0.007 15 
C7 0.437 0.038 9 
C8 0.288 0.025 11 
C9 0.162 0.014 13 
C10 0.072 0.006 16 

B4 0.088 

C11 0.041 0.004 17 
C12 0.75 0.200 2 

B5 0.267 
C13 0.25 0.067 5 
C14 0.52 0.204 1 
C15 0.06 0.023 12 
C16 0.28 0.110 4 

 
培 
训 
绩 
效 

B6 0.392 

C17 0.14 0.056 6 

四、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测评 

1．样本点选取和数据结构描述 
为了提高问卷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课

题组于2010年7－8月对南疆三地州38个行政村和
１个牧民定居点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并采用直接
访谈方法获取问卷调查数据。39个样本村的选取主

要考虑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非试点村、富裕村和贫
穷村、农业村和牧业村、偏远村和近郊村、山地或
丘陵村和平原村等经济水平、规模、产业结构、就
业结构、区位和地形等区域条件的差异性因素。在
农户调查对象的选取中，主要考虑性别、年龄、民
族、文化程度、就业和家庭收入等农户家庭特征的
差异性因素。共填写调查问卷1 078份，获得有效问
卷1 045份，问卷有效率为97%。本课题组获取的新
疆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的调查问卷样本
分布结构见表4。各项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调查样
本总体呈正态分布，且能反映南疆三地州农户的基
本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4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占比/% 
族别 维吾尔 823 78.76 
 哈萨克 4 0.38 
 柯尔克孜 216 20.67 
性别 男 714 68.33 
 女 331 31.67 
从事职业 农业 677 64.78 
 Ⅰ兼业 283 27.08 
 Ⅱ兼业 85 8.1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67 54.26 
 初中 394 37.70 
 高中(含中专) 73 6.99 
 大专及以上 11 1.05 
农户家庭人口 1-3 183 17.51 
状况/人 4-6 661 63.25 
 7-9 172 16.46 
 10人以上 29 2.78 
年龄/岁 25岁以下 213 20.38 
 26-35 282 26.99 
 36-45 223 21.34 
 46-55 146 13.97 
 56-65 126 12.06 
 66以上 55 5.26 
家庭耕地数/亩 0-5 397 37.99 
 6-10 191 18.28 
 11-15 198 18.95 
 16以上 259 24.78 
家庭总收入/元 0-5 000 266 25.45 
 5 001-10 000 273 26.12 
 10 001-15 000 203 19.43 
 15 000以上 303 29.00 

注：①这里的Ⅰ兼业是指以经营农业为主，非农为辅；Ⅱ兼业是指非农

为主、农业为辅。②南疆三地州农民人口基本特征结构：根据新

疆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年，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维吾

尔族人口占96.4%，哈萨克族占0.01%，柯尔克孜族占2.56%，其

他1.04%；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资料显示，南疆三地州大专文化及以上人口占21.3%，高中和

中专文化人口占1.5%；初中文化人口占21.6%，小学文化人口占

50.8%，不识字或很少识字人口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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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模糊综合评判 
按照模糊评价流程，首先要根据问卷调查统计

整理的C1至C17每一指标数据结果，构造17个指标
的评语等级和评价集合矩阵。本文确立五级评语等

级V=[V1，V2，V3，V4，V5]=[优秀，较好，一般，
较差，很差]。其中，定量指标五级标准原则上以2007
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中等收入平均水平为最优标

准、西部平均水平为良好标准，新疆平均水平为中

等标准、贫困标准线为较差和贫困标准线以下为很

差进行划分界限。定性指标在设计问卷调查时一般

均设置了五级选项答案，从而便于进行量化。模糊

统计法是确定隶属函数的一种主要方法，即先划分

指标值在不同等级的变化区间，然后以指标值的历

史数据在各等级变化区间出现的频率作为对各等

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具体根据调研结果给每个指

标赋予评价集合，如果调研数据显示某指标有10%
农户指标评价是优，30%评价是良，40%评价是中，
10%评价是差，10%评价是很差，那么该指标的评
价集合为[0.1，0.3，0.4，0.1，0.1]，其余依此类推。

南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指标体系中要素层指

标的隶属度表，如表5所示。 

表5 农民培训绩效的评价指标隶属度表 

要素层

指标Ci 
优 良好 中 差 很差 

C1 0.182 0.083 0.103 0.138 0.494 

C2 0.003 0.018 0.038 0.205 0.736 

C3 0.133 0.062 0.235 0.57 0.001 

C4 0.136 0.028 0.004 0.001 0.832 

C5 0.015 0 0 0.985 0 

C6 0.01 0.015 0.673 0.26 0.042 

C7 0.004 0.008 0.07 0.378 0.54 

C8 0.161 0.086 0.135 0.436 0.182 

C9 0.026 0.054 0.06 0.207 0.654 

C10 0.135 0.167 0.225 0.227 0.246 

C11 0.102 0.182 0.162 0.339 0.215 

C12 0.278 0.241 0.186 0.125 0.169 

C13 0.362 0.08 0.101 0.268 0.189 

C14 0.396 0 0 0 0.604 

C15 0.257 0 0.611 0.061 0.071 

C16 0.511 0 0.069 0.043 0.378 

C17 0.372 0 0 0 0.628 

接着，在对C1至C17每一指标存在的模糊现象
和模糊概念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参考政府绩效及其

他国内外各种综合评价分值的分级方法，为了便于

计算，将主观评价的语义学标度进行量化，并依次

赋值为100、80、60、40、20。[12]再根据阈值原则

给出判别标准（表6）。 

表6 评语等级的标度分值 

 优 良好 中 差 很差 

评价 
分值 

>80 70-80 60-70 50-60 <50 

 
最后，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Bi=Wi·Ri，参考

表3的权重集合(Wi，i=6)和表5评价集合(Ri，i=6)，
测评B1至B6二级指标各个指标分值，并最终得出农
民培训绩效总指标A的总评分。计算结果和评定等

级如表7所示。 

表7 农民培训绩效的各指标评价结果 

 评分分值 等级 

B1农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43 很差 

B2农民非农产业就业能力 50 较差 

B3农民经营管理水平 43 很差 

B4农民现代文化意识水平 46 很差 

B5农民收入水平 66 中 

B6农民培训的满意水平 59 较差 

A 农民培训总绩效水平 56 较差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农民培训作为针对农村居民实施的优惠政策，

其目的在于改善我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现代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转移就业技能缺乏、收入水平

难以提高的现状。但是，表 7显示，无论是二级单
项指标的得分，还是一级综合绩效的得分，当前新

疆少数农民培训的总体绩效较差。尤其是农民培训

对提高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

管理能力以及现代文化吸收能力的影响很弱。这一

评价结果说明新农民培训实施绩效不容乐观，农民

培训的现实效果并不能满足农民培训实质目的需

求，农民培训的设计与运作存在较大问题，使得当

前农民培训工作呈现出低效状态。 
根据农民培训绩效指标体系的合成权重表(表

3)，农民培训机会、农民培训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

响是衡量新疆农民培训绩效的关键性结果性指标。

具体来看，被调查的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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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的人认为接受培训后收入并没有多大变
化。可见目前大张旗鼓推行的少数民族农民培训效

果不显著。究其原因，既有上述南疆三地州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农民培训任务艰巨的客观原因，又有少

数民族农民培训过程不科学，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

不能完全吻合少数民族培训需求的主观原因。首

先，培训目的错位，培训政治色彩浓厚，培训过程

急功近利。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培训主管政府认知度浅显，培训工作没有总体

规划，随意性较强。县市行政部门在执行农民培训

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考虑的是应付上级部门的检

查。为了完成每年农民培训的考核工作，仅仅从培

训人员、培训次数的数量规模上出发，无视培训的

绩效。这种为完成培训任务而组织农民培训的管理

意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导致新疆少数民

族农民培训绩效差的直接原因。其二，新疆少数民

族农民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供求错位，供需结构失

衡的态势严重。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从培训内容

看，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培训中的农业生产技

术比实际需求高了近 20%，而外出务工技能、少数

民族传统技艺培训却比实际需求低了 19%和 14%。
培训方式上看，接受课堂讲授和会议形式在实际中

比农民期望接受的授课方式分别高出 26.8%、

38.7%，田间示范和参观学习比农民期望得到培训
方式分别低 29.7%、11.7%，这说明培训主体提供的
农业生产技能培训与农民实际需求存在差异。 

2.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改进策略 
根据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绩效的实证分析

结论，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提高新疆少数

民族农民培训绩效。 
其一，科学制定农民培训中长期规划，实现培

训供需对接。少数民族农牧民培训任务艰巨，区域

文化独特，科学合理的农民培训规划是农民培训工

作持续有效开展的先决条件。农民培训规划制定要

因地制宜，切勿千篇一律。一是了解当地培训工作

现实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民培训任务。二是满

足农民培训需求，突出区域文化特征，合理设置培

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技能培训应突出新疆特色农业产前和产后

培训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培训。培训形式上要充分

考虑新疆农牧民文化素质低，汉语交流能力弱，先

进科技知识转化能力差等文化落后性因素，任何培

训应以田间地头培训和实践训练培训为主。 
其二，设立农民培训专项项目，加大农民培训

支持力度。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培训客观条件导致培

训成本非常高，投入非常大。这就要求中央和自治

区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民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因此，

有必要设立农民培训专项项目，进一步发挥中央、

省级财政作用，资金投入中省级政府应按照一定比

例进行配套，但不可将压力分解到各级地州和县级

政府。专项项目还应涵盖投入农民培训资金、完善

农民培训基地、提高培训师资素质、鼓励对口支援

培训等各项内容。 
其三，创新农民培训机制，激发农民培训活力。

一是应借鉴国外经验，政府通过(间接)拨款、发放补

贴和优惠贷款等经济诱导方式，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与鼓励农民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激发相关企业、农

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培训。[13]二是建立农

民培训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发布农民培训项目的资

金来源、培训内容、培训机构、培训要求和培训优

惠政策等相关培训信息。最重要的环节是建立农民

培训需求动态管理模式，畅通农民培训需求表达渠

道，在培训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

阶段保证农民和相关企业的参与。三是建立科学有

效的农民培训绩效评价体系，严格培训监督考核。

应针对具体培训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一整套标准化的

农民培训监测和评估指标，由农业厅组建绩效评估

委员会进行监督考核，形成主要依靠提高培训质量

争取培训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良好氛围。 
其四，强化少数民族现代文化建设，打破农民

培训瓶颈。现代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的文

化素质、科技素质、人文素质、增强农民的现代意

识和文明观念的中心环节，是新型农民培育可持续

发展的内在动力。[14]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低、思

想观念意识的封闭性以及宗教文化色彩浓烈的特

性，要求新疆少数民族培训必须强调“现代文化”

培训先行，从思想上解放少数民族，激发少数民族

农民培训的活力。一是要加大农村的公共基础产品

投资力度，尤其是完善农村交通、通讯、电视设施 
（下转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