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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粤西地区“以助农三策促教提质”的高职经管类人才培

养模式实践探索

（成果完成人：崔萍、赵丽金、张耿锋、刘涛、张琳、梁蕤、江静、

杨日霞、钟诗微、潘勇生﹝茂名市财政局﹞、陈庆南﹝广东万讯网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冼卫华﹝茂名市电白区财政局﹞、梁健﹝茂名市

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刘统生﹝信宜市池洞镇池洞村委会﹞）

（成果完成单位：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宜市池洞镇池洞村委会）

一、成果概述

本成果以党中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思想为引领，以“知行合一”

理论为支撑，以 2013年广东省财政厅课题《欠发达地区高职会计专业“2+1”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和《财政基层培

训的绩效评估研究——以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为例》（见证明材料 3.3）为起点，

针对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单一和校外实践教学形式

单一的问题，在研究中挖掘出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引入

村委会参与人才培养，通过高职会计师生下乡助力农村报账员素质提升，构建

会计专业“助农促教”的新育人模式，并在与信宜市池洞镇池洞村（见证明材

料 3.6）等校村合作基地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计专业“助农促教”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逐步拓展到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专业。通过新农村发展需求推动专业

结构调整、新农村岗位需求推动课程体系优化、“三农”扶智需求推动实践教

学改革三举措，以校政企村四方协同方式解决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单一

问题，以助农促教改；通过财税支农、电商扶农、旅游惠农三策略促进会计专

业学生提升会计工作规范、电商专业学生提升电子商务应用技能、旅游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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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升旅游产品策划能力，以“助农三策”解决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单一问题，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新经管类人才培养新途径，以助农促提质。经过 8年实

践，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参加省级技能大赛成绩突出，其中一等奖 6项、

二等奖 9项，在粤东西北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逐

年提升，就业岗位适应性、职业能力达成度、通用能力达成度在校内各专业中

名列前茅。教师教学能力和教研科研能力显著提升，获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三等

奖 2项，立项省级教研科研项目 6项，发表论文 33篇（其中核心 3篇）；获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级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开发电子商务教学资源

库 1个，开发财政支农政策、乡村旅游、酒店技能、电子商务技术、商务礼仪

等 5个培训课程包，开发导游服务标准一套、农村报账员实务基础训练手册一

套，并已为茂名市文广旅体局、财政局采纳，在全市推广应用。师生下乡以专

业知识培训农民逾 10000人，开发乡村旅游路线 3条，带动农产品销售 200多

万元，惠及 180条省定贫困村，受益社群 30000余人；成果在面向全国近 50所

高职院校的乡村振兴论坛上汇报推广，多所兄弟院校来校学习交流。

二、成果解决的问题

（一）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单一

粤西地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均为农业大市，乡村资源丰富。长期以来，

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专业产教融合的方式仅限于校企合作，参与主体为学校和

企业，参与主体单一。且由于本地企业数量少、实力不足，导致校企合作空间

受限、深度不足。另一方面，产教融合未能结合地方优势产业现代农业因地制

宜，未能充分利用地方优势产业培养人才，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是一种资源浪

费。

（二）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专业的校外实践教学主要以学生分散到珠

三角地区的工商企业开展跟岗实习或者顶岗实习为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学生实习岗位的专业对口率很难保证，未能通过实习有效提升专业技能。粤西

地区农业发达，高职院校在开展实践教学时，未能充分挖掘本土资源，未能将

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锻炼学生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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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实施的方法和效果

本成果实施校政企村四方协同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以“助农三策”

促教提质，成果逻辑总图见图 1。

（一）引入村委会参与教学，实施校政企村四方协同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

式，以助农促教改

为解决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单一问题，引入政

府及村委会参与教学过程，实施校、政、企、村四方协同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模式，以助农促教改，全方位培养学生。详见图 2。

图 2 四方协同产教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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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新农村发展需求推动专业结构调整

适应新农村发展需求，与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共建旅游学院（见证明材料

3.6），为茂名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增设景区开发

与管理专业，培养懂政策、会策划、强服务的服务乡村旅游发展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增设物流管理专业，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配送技术支持；增设税务专业，

为有效促进“三农”充分享受减税降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专业结构合理

调整。

2、以新农村岗位需求推动课程体系优化

为适应新农村岗位需求，对接学生就业岗位，会计专业在《会计基础》课

程中增加《农村报账员实务》专项内容，电子商务专业增设《网络运营岗位实

践（农产品方向）》、《网络推广岗位实践（农产品方向）》课程，旅游管理

专业增设《乡村旅游》课程，推动课程体系全面优化。

表 1 课程优化适应新农村岗位对照表

开设助农课程名称 面向新农村岗位 对接学生就业岗位

农村报账员实务 农村报账员 出纳

乡村旅游 乡村景点讲解员 景区讲解员

农产品电商 农产品网店店长 网店运营专员

3、以“三农”扶智需求推动实践教学改革

校政企村协同，以精准扶智、乡村振兴为目标，以专业知识传授为手段，

推动实践教学改革。会计专业师生在茂名市财政局和茂南区财政局的指导下，

通过《创新创业会计训练项目》实践教学活动，下乡为 2593 名农村报账员开展

“一对一”辅导（见证明材料 3.7）；电子商务专业师生与广东万讯网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通过《网络运营岗位实践（农产品方向）》、《网络推广岗

位实践（农产品方向）》两个实践教学活动，下乡“一对一”帮扶农民销售农

产品，销售额达到 200 余万元；旅游管理专业师生与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合作，

通过《乡村旅游》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以《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创新创业训

练》、《景区产品设计与营销创新创业实训》等实训课程为依托，帮助多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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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开发乡村旅游线路、设计策划了多个主题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实践教学内

容和形式深入改革。

（二）实施“助农三策”，丰富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以

助农促提质

为解决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单一问题，通过实

施财税支农、电商扶农、旅游惠农三大策略，以助农促提质。

学校经管类专业教师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项目组成员分别担任茂名

市会计学会副会长、茂名市财政协会理事、茂名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

会委员、茂名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委员、茂名市十大美丽旅游乡村评审

专家等，教师的专业水平得到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的高度认可。在地方

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企业的大力支持下，在地方农村的积极配合下，构

建起校政企村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新途径，通过实施“财税支农、电商扶农、旅

游惠农”三大策略，极大丰富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以助农

促提质。详见图 3。

1、以“财税支农”提升高职会计专业学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项目组赵丽金老师于 2010 年入选广东省财政厅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师资库

（见证明材料 3.7.3），在其带领下，会计专业教师在 2010 年-2020 年间，受

聘于地方财政部门，为茂名市辖区（包括茂南区、电白区、滨海新区、高州市、

化州市）培训农村财务人员逾 10000 人。会计专业教师在开展面向农村财务人

员的各种社会培训中，发现村组报账员专业素质提升面临的瓶颈：财务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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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基本为零、文化水平较低、年龄偏大，无法通过短期集中培训掌握岗位必需

技能。为解决这一问题，会计专业教师专门编制了针对农村报账员素质提升的

辅导手册（见表 2），充分利用高职院校资源，将在校会计专业大学生培养成

熟练掌握财税支农相关政策和会计工作规范的志愿者，师生一起辐射式下乡开

展“一对一”、“手把手”辅导村组报账员的精准扶智行动（见表 3），助力

农村报账员素质提升和农村财务规范，成效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通过“财

税支农”活动，会计专业学生对会计工作规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提升

了学生自身的职业素养。

表 2 会计师生“财税支农”扶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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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职会计师生下乡扶智的实践方式

2、以“电商扶农”提升高职电商专业学生电子商务运营技能

电子商务专业以创新创业为导向，与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

作，借助企业资源，利用学校师生优势，对接地方农产品特色，开展农产品进

课堂、电商团队进农村、学生进农户活动，“一对一”、“手把手”培训、帮

扶农户（具体实践内容见表 4），打造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生态平台，充分

发挥高职院校优势为茂名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新活力。“电商扶农”成效被《茂

名日报》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许。通过“电商扶农”活动，既提高了农民

电商销售水平促进农产品销售，学生的电子商务运营技能也得到较大提高，同

时提升了学生自身的专业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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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电子商务专业师生“电商扶农”实践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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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旅游惠农”提升高职旅游专业学生旅游产品策划能力

2018 年，我校与茂名市旅游局共建茂名旅游学院，旅游大类各专业以产教

融合为突破口，与茂名市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开展校企深度合作（见证明

材料 3.6.2），在旅游局支持下，旅游专业师生与国旅策划人员一起深入乡村，

参加乡村旅游论坛、参与地方旅游规划制定、开发乡村旅游路线、设计乡村旅

游产品、策划乡村旅游活动、探寻特色乡村文化、开展美丽乡村宣传，助推“美

丽乡村”建设。与国旅金牌导游携手“一对一”、“手把手”培训乡村景点讲

解员，提升乡村景点讲解员的水平，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旅游惠农”实践活

动（见下表 5），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调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旅游产品设计

策划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了学

生的职业竞争力。

表 5 旅游师生“旅游惠农”的实践活动

四、成果创新点

（一）将农村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丰富产教融合参与主体，以地方优势产

业促进教学改革

本成果深入挖掘粤西地区经管类人才培养与地方优势农业产业的结合点，

将农村纳入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校、政、企、村四方协同，紧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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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产品三大要素，通过专业体系调整、课程结构优化、实践教学改革，

将专业课与农村元素相融合，将实践课与农民元素相融合，将创业课和农产品

元素相融合，既解决了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单一问

题，又可以在高职院校优势资源服务乡村振兴的同时，以地方优势产业反哺教

学，促进教学改革取得实效。

（二）实施财税支农、电商扶农、旅游惠农三大策略，丰富校外实践教学

形式，以“助农三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成果结合粤西地区优势农业产业，将“三农”元素融入教学过程，将高

职院校经管类专业教师带领学生深挖出的利用专业技术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项

目融入实践教学内容，以财税支农、电商扶农、旅游惠农等“助农三策”下乡

开展实践教学，既解决了粤西地区高职经管类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问题，丰富了校外实践教学形式，又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专业本领和创新

思维，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三提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一）学生就业满意度、专业技能与岗位适应性明显提升

麦可思报告显示，本项目实施后 2020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比 2019届提高

10%，呈明显上升趋势；学生就业岗位适应性、职业能力达成度、通用能力达

成度在校内各专业中名列前茅（见证明材料 3.1）。

经本成果培养渗透后，相关专业的大部分毕业生进入就业岗位后成长速度

明显加快，如：旅游管理专业 2016届毕业生梁馨月进入旅行社后，仅 3年时间

就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国家金牌导游”；电子商务专业 2019届毕业生陈

宏敏进入粤西农企后，2年不到就被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广东省乡土专家；

会计专业 2017届毕业生蓝莉萍进入民企后，仅 1年时间就迅速竞聘晋升为财务

主管等。

（二）学生职业能力明显提升，参加技能大赛成绩逐年提高

相关专业学生参加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各专业技能大赛共获奖 32项，层次

逐年提高（见图 4），其中一等奖 6项、二等奖 9项、三等奖 17项，在粤东西

北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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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经管类专业学生参加 2016 年-2020 年省级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三）教师教研科研能力明显提升

项目组教师获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2项，立项省级教科研项目 6项（见

证明材料 3.3），发表论文 33篇（其中，核心 3篇）；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市级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见证明材料 3.5）。开发电子商务教学资源

库 1个，开发财政支农政策、乡村旅游、酒店技能、电子商务技术、商务礼仪

等 5个培训课程包，开发导游服务标准一套、报账员实务基础训练手册一套，

并已为茂名市文广旅体局、财政局采纳，在全市推广应用。

（四）师生合力服务乡村振兴社会效益明显

师生下乡帮助 2593名农村报账员提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帮助近 3000名

农民提升电子商务操作技能，帮助近百名乡村景点讲解员提升景点解说技巧，

多元化开展服务乡村的各种专业技术培训 21982 人次，成果辐射 5个专业 4000

多名学生。师生合力开发乡村旅游路线 3条，带动粤西乡村销售农产品增收 200

多万元，创建“乐农派”助农微信平台（见证明材料 3.8.3），开辟“三农动态”、

“助农培训”、“惠农答疑”等专栏精准扶智，惠及 180条省定贫困村，受益

社群 30000余人。学校在茂名市第六届“助力乡村振兴”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

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12

（五）成果在校内其他专业推广

本项目“助农促教”成果在商务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得到推广，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带领学生为化州特色农产品橘红在广交会上的推广提供翻译

服务，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助力茂名市特色水果通过跨境电商

远销海外。

（六）成果在省市兄弟院校交流与推广

“助农三策”教学实践成果由张庆校长在全国近 50间高职院校参加的乡村

振兴论坛暨乡村振兴全球联合教研室成立大会上汇报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认

可。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兄弟院校来校学习交流（见证明材料 3.10），对

本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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