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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立足当地资源，创

新融合产业链的核心课程，

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有情怀、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乡

村振兴新农人，正在成为一

些以乡村生源为主的县域职

业学校的重要办学目标。本

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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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浙江乡村振兴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刘 晓

近年来，浙江职业院校积极顺应农业

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愿景，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在乡村人才振

兴上呈现出服务领域广泛、典型特征显现

等特点。

典型模式与创新经验
一是构建乡村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促

进城乡均衡发展。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是全

国唯一一所在农科院基础上创建并保留农

科院建制的高职院校。该校赓续70多年

农类办学经验和农业科研服务基因，构建

适应现代农业数字化、智慧化的人才培养

定位与路径，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知

数字、善管理、会创业、能带富”的“智慧新

农匠”，构建完成以“校院共治”为体制、“专

所共融”为机制、“产学研创推”为路径的智

慧新农匠培育模式，助力技能带富。

二是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助力现代化

乡村建设。以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为

代表的一批院校，不断利用学校专业资源

为当地区域经济注入活力。创新融合产业

链核心课程，立足当地农产业打造职业教

育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新型农业

技术转化，加快农业技术迭代升级。

三是“智志双扶”，提升农民群众精神

文化。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不仅旨在

实现农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富裕，还要走向

精神生活与乡土文化的双重富足。发掘乡

村当地独有的民间技艺与文化底色，并将

其融入人才培养之中。如浙江艺术职业学

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农村地区人事部

门、文化和旅游部门开展协作，在全国率先

开展乡镇文化员定向培养工作，有效解决

了乡镇文化人才留不住的问题。

四是贯彻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农

村生态治理格局。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着眼

丽水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和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率先成立乡村振兴讲

习所、浙江大花园建设研究院等，跨部门、

跨专业整合全校资源，精心布局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当前涉农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定位、

路径和机制等方面与农业产业现代化发

展之间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人

才培养定位不够精准，与农业产业现代化

发展定位匹配度不够高；二是人才培养路

径不够明晰，不能很好地适应农业产业现

代化发展；三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创新，

与农业产业现代化实施主体结合不够紧

密。在此，必须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以大职业教育观推动“文明乡

村”“技能乡村”“文化乡村”“绿色乡村”图

景的实现。

一要以产教融合为抓手，打造乡村产

业兴旺格局。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与现

代化产业的转型需求，推进优质职业教育

资源的落实。引入与农村职业教育联系紧

密的县域职业教育，利用省内优质职业教

育资源开展试点，推行基于服务区域特色

产业的“县域分院”校区模式，争取早日实

现“一县一产业，一村一技能”；院校专业设

置对接当地核心主导产业，加强中高职一

体化人才培养，培育精准适配时代发展与

乡村产业建设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做到让

人才“向农而行”；推广产业学院与企业学

区的共建模式，“引校入企”攻克乡村校企

合作工作难点。

二要以技能培训为抓手，推进乡村人

力资本打造。学习场所定位于涵盖数字化

平台在内的广泛社会空间，着力构建面向

乡村的全人群覆盖、全技能范畴、全生命周

期的技能服务体系，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

技能需求、类型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为

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群体提供以基础内容为

主的技能补偿，使其能够获得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的基本能力和进入社会工作的机

会；为有一定技能基础的群体如返乡农民

工等，予以技能提升与补充；面向广大农民

群众，持续性开展包含职业技能、生产技

能、绿色技能、生活技能等在内的终身技能

迭代服务。

三要以资源流动为抓手，推进乡村文

化治理。一方面，利用职业院校的现有资

源，开展乡村真正需要的公共文化活动，扩

大现代化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另一方面，职

业院校可通过参与打造农村阅览室、乡土

博物馆、乡村振兴文化墙与发展乡村文化

产业等，及时保护乡村传统村落、古祠堂，

推广手工艺及传统农业生产技艺，真正做

到校地长期战略合作。

□本报记者 言 宏

日前，“一江两岸”职校乡村振兴联

盟召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培养农村需

要的复合型人才”的研讨会。

2019年，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

学提出了全国“十三五”社科基金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职学校复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携手钱塘江沿线的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桐庐县职业技

术学校、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和衢州旅

游学校等，组建“一江两岸”职校乡村振

兴联盟，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共同探索

县域中职学校结合区域产业形态助推

乡村振兴的特色化人才培养方式。

在研究推进的4年中，联盟校每年

以研究交流、成果联展、技能竞赛等方

式开展研究合作，并邀请科研专家进

行指导。在互相借鉴、学习的过程中，

各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乡村人才培养

模式。

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育训
融合为乡村小微企业输血

位于杭州龙坞茶村、云栖小镇和中

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附近的杭州市西

湖职业高级中学将乡校合作项目转化

为教学与培训内容，以技能学习、产品

研发、品牌建设等项目为纽带，为中职

生与乡企从业人员组建育训共同体，破

解育训共进难题。“育”是指培育掌握地

方特色产品制作技能、多岗胜任、热爱

乡村的中职生，“训”是指立足当地，培

训技术规范、能创新、懂经营、留得住、

用得上的乡村人才。

近几年，学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师生

与学校周边民宿合作，一方面为民宿从

业人员开发茶艺、对客服务等培训课

程，提升民宿从业人员的服务标准，拓

宽服务技能；另一方面派学生进入民宿

进行轮训，让学生在与顾客面对面的过

程中理解民宿文化。烹饪专业师生则

进入民宿厨房和乡村大食堂，定期进行

现场教学，通过现场观看、品尝餐品，发

现问题，提升乡村餐饮质量。电商专业

的师生基于“乡村宝”等电商平台，对农

户进行电商技能培训，帮助当地进行茶

叶、旅游、亲子活动等项目的营销。建

筑专业“3+2”班学生的毕业设计主题是

民宿改造，以及乡村民居适老化改建，

师生通过走访调研、现场测绘，设计出

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改造方案。

衢州旅游学校：“旅游+”打造乡校
命运共同体

衢州旅游学校以三大专业对接全

域旅游产业，通过专业、就业、产业、创

业“四业”协同，助推共同富裕。茶艺与

茶营销专业“双管齐下”助农助产：一方

面，完善“3+2”中高职合作，培养茶艺高

端人才；另一方面，参与县政府“全民学

茶艺”中心工作，组织县域机关、事业单

位、国企干部职工参加茶艺师的培训考

证，助力县域茶产业发展和茶产业人才

培养，唱好龙顶茗茶“扬名曲”。根雕专

业以培养集“1（根雕制作）+N（根雕欣

赏、设计、销售等）”于一体的复合型人

才为目标，充分发挥根雕社团作用，聘

任大师为社团导师，开展“寻根之旅”研

学活动，开发传统非遗手工业传承与

创新专业教学资源库。烹饪专业结合

“乡村振兴讲堂”的平台功能，推出“一

乡一品”特色课程。开发“菜单式”微

课超市，构建“职业情境+项目主导+产

品孵化”的课程任务群，并集结民间厨

师、餐饮行业专家制定乡村私房菜标

准，精编培训教材等，奏响开化菜系

“风味曲”。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三色学
坊”培养新型乡村工匠

千岛湖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党的

二十大代表姜丽娟是公认的美丽乡村

建设者、农业致富带头人，她就毕业于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电商专业。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借力浙江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三色学堂：后扶贫

时期农村职校助力下姜村乡村振兴之

实践研究》，创新探索以三色学堂为载

体推进校村共建的新路径。三色学堂

以下姜村为实践基地，以红色学坊打好

学生精神底色，以绿色学坊擦亮学生专

业本色，以蓝色学坊激发学生职业梦

想。学校不断在教育链、产业链、人才

链“三链融合”上探索新做法，寻求新突

破，围绕产业办专业，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工匠人才。通过对接区域产业

实施红、绿、蓝三色学堂活动，为中职学

校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淳安新样式。

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乡旅 IP”
培养乡村跨界达人

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以培养高素

质乡村人才为发力方向，探索了开通

对接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同步的人才

输出路径。园林专业开展“庭院课

堂”，通过基于真实情景的现场教学，

指导农户对自家庭院进行改造，实现

“一院香”引“百庭艳”。电商专业依托

桐庐县商务局联合淘创传媒在该校建

立乡村直播间，让电商专业的学生学

做桐庐美食推广人，并针对民宿主开

展短视频直播营销技能培训。物流专

业依托“中国民营快递物流之乡”的地

理优势，着力培养乡村振兴中的快递

新生力量。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研发工
坊培养地方美食传人

建德豆腐包这几年成了建德的金

字招牌，很多手艺人携技走天涯，走出

杭州，走出浙江，为自己找到了致富之

路。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有建德市新安

江职业学校的助力。

学校烹饪专业设立“建德豆腐包师

傅”培训基地，承担社会培训任务，面向

全市开展豆腐包人才的培养。以“打响

建德豆腐包名气，让建德小吃走出去”

为目标，烹饪专业师生通过走访调查，

找准影响豆腐包口感的关键因素——

豆腐的质量，组建由专业师生加企业师

傅组成的研发团队。成立建德市寿昌

镇农村合作社，发动农民手工制作豆

腐，点对点供应给学校。不仅解决了豆

腐口感的问题，也解决黄豆销路的问

题，帮助农民找到致富之路。

5所联盟学校立足区域优势产业，

精准对接产业链需求，提高职业学校

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配性。

同时，以乡村振兴项目为载体，从文化

认知、情感认可到行动认同等方面不

断渗透乡土情怀的培育，留住更多的

本土人才，打造职业学校振兴乡村的

样板间。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程江平
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梁甘冷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但是乡村文化教育

基础薄弱、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及人才外流严重等问

题，已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如何建设一支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质量优良的乡村人才队伍，培养下得

去、留得住、干得好的新农人，这是新时期职业教育应

承担的历史使命。

从“离农”到“为农”
有观点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因此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村的孩子完成城市化转

型。长期以来，一些职校顺着这一思路，办学采用“离

农”的发展取向：培养“离农”进城的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技术技能人才。但这样的办学思路忽视了

个人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也忽视了城乡协调融合发展

的趋势。职校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功能中应包含“为

农”的成分，“离农”的教育要服务于“为农”这一目

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

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农村职业教育不能忘了服务于

农村社会发展的使命。

从追求统一转为凸显区域特色
部分职校位置虽在农村，但专业设置没有充分考

虑区域支柱产业、特色产业，课程内容则追求统一

标准、通用技能。“为农”教育，就要理解区域乡村

的特色与发展需求。这些职校要考虑社会发展、技

术发展的趋势，夯实学生的通用基础技能，使之成

为技能规范熟练的职业人，但也要将具有区域特色

的技术技能引进课堂，使之成为能为家乡服务的乡

村振兴人才。

比如，在专业设置上，同是机械制造类专业，宁

波地区可以模具制造为特色，金华永康的特色则是

五金制造。同一专业的课程也应有地方特色，比如

服装专业，杭州可侧重女装设计与制作，宁波的重点

是西装，而湖州则可以是童装。即使是同一课程在

内容上也应有所不同，比如中式面点，除了一般面点

知识技能的掌握，还应学习所在地区的特色产品，如

杭州的葱包桧、建德的豆腐包、缙云的烧饼等。

从注重规范操作转为探求特色创新
办学导向与课程内容的转变必然要求培养方

式的变革。职校的培养方式不能仅限于重复训练

式的规范操作，更应该寻求针对区域特色工作场景

的培养方式突破。“为农”教育，就需要从城市企业

的学习空间中走出来，到乡村田间、乡镇企业的环

境中进行学习实践。学校与乡村形成发展命运共

同体，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教学链与生产

链，让职校生浸润乡村文化，掌握乡村服务工作技

能，富有乡土情怀。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不仅

要适应，更要对同质化的地方产品、作坊化的生产

工艺进行创新改良，用现代化的生产经营理念去提

升乡村发展的质量，这样才能真正培养乡村发展所

需要的人才，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的“一江两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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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振兴的

“浙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