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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企村联动，三扶三训提质”

的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模式创新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简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坚持大扶贫格局，

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指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

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2017 年，教育部印发《农民工

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强调

实现农民工学历与能力“双提升”。然而，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

训中存在着运行机制不健全、内容针对性不够强等问题。

本成果以 2013 年 2 月承接茂名市委组织部“村官大学生培训

工程”为起点（附件 1），以省级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茂名市镇

村战略人才培养协同育人平台》（附件 2）为依托，针对粤西地区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政校企村联动”的

培训机制，实施了“三扶三训提质”工程，于 2017 年 7 月基本完

成（附件 3），并在粤西、粤东及珠三角地区推广应用。

成果适应粤西乡村振兴的需求，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

与培训问题，通过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教育培训顺利

开展；企业提供创业指导、技术支持和就业岗位，增强教育培训

吸引力；乡村组织村民、学习反馈以及提供实训基地，提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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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应用效果；学校统筹各方资源，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形成“政

校企村联动”机制。依据泛在学习理论，实施扶贫工程——面向

传统行业新应用技术的授渔脱贫培训;扶志工程——面向基层管

理的“双高村官”学历教育培训;扶智工程——面向农村新业态的

“头雁工程”造血循环培训,构建 “三扶三训提质”的教育体系，

实现了“政校企村联动，三扶三训提质”的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

育模式创新。

通过 8 年多的实践与推广，形成以下标志性成果：

1、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规范》市级标准。（附件 12.4）

2、建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校级 3 门（附件 12.6），

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附件 12.7）；获得

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项（附件 12.8）。

3、建成“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教学资源库”，形成了 5 种

类型 12 个岗位的课程体系共 137 门课程（附件 12.9）；创办《三

农信息》报，每期印 1 万份在全市各乡镇免费发行；创设“三农

传媒”公众号，关注人数达 1.5 万多人。（附件 12.5）

4、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村官 1709 名（附件 4），获财政经费

897 万元（附件 5）。

5、成果团队成员荣获第十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广东十大杰出新型职业农民”等称号。（附件 12.13）

中央组织部专门通报学校培养“村官大学生”的成功经验，

在全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附件 13.1）。《茂名日报》、茂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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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地媒体宣传报道 27 次（附件 13.2），成果团队成员外出宣讲

36 次，受众达 8000 多人次，推广效果明显。（附件 13.4）

二、成果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粤西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运行机制不健全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涉及的主体较多，需要各部门及时沟通，

协同合作，避免重复培训、多头培训。但从目前来看，粤西地区

政府和培训机构以及农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培训主体之间难

以形成合力的问题。

（二）粤西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粤西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存在内容不丰富、针对性不

够强等问题。同时，有些教育培训项目未能根据农民和农业生产

特点来规划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单一、内容陈旧， 难以有效满足

粤西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三、问题解决方法

图 1：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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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运行机制不健全，构建“政

校企村联动”的培训机制（附件 6）

图 2：“政校企村联动”的培训机制

1、构建“政校企村”共同参与的立体化培训机制，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

政府发挥政策引导、组织保障、资金补助的作用（附件 6.3）；

学校发挥师资整合、课程设置、组织教学的作用（附件 6.1&6.2）；

欧美泰公司等企业发挥创业指导、技术支持的作用（附件 6.4）；

牙象村等乡村组织村民、学习反馈以及提供实训基地（附件 6.5）。

2、实施“政校企村”融入式合作，“全过程”参与新型职业

农民培养。

聘请政府部门领导、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农业技术专家、示

范村村干部参与培训指导委员会（附件 7），共同研讨培训方案、

评议培训的重要教学环节、反馈学员的评价。企业行业专家参与

培训全过程，动态调整“双高村官”人才培养方案（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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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实施“三

扶三训提质”工程

1、扶贫工程——面向传统行业新应用技术的授渔脱贫培训

（附件 9）。

乡村振兴首要解决贫困农民脱贫问题，成果团队坚持精准扶

贫、技术先行，面向粤西乡村地区的传统行业开展新应用技术培

训 15962 人次（附件 9.1），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授渔脱贫培训体系。

图 3：扶贫工程培训统计表

（1）政校村联动，实施贫困农民新应用技术培训。联合党

委政府部门，重点针对省定贫困村、贫困农民，面向农业种植业，

开展《花期管理》、《番石榴种植技术》、《剪枝实操》等技术培训；

面向建筑业，开展《市政道路施工管理知识》、《房建建筑、结构、

水电图识图》等技术培训；面向厨师行业，开展《刀工勺工实操》、

《雕刻实操》、《艺术拼盘》等技术培训；（附件 9.3）合作企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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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农业技术培训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80 人，吸纳贫困人口就

业 195 人，通过培训实现就业 490 人，帮助广大贫困农民脱贫致

富。（附件 9.4）

图 4：新应用技术培训课程体系（附件 9.3）

（2）政校企合作，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证书培训。政校

企合作开展农民工电梯技术培训，参训学员考取电梯特种行业操

作证，与公司直接签约上岗，平均薪酬达 4000 元以上，实现“培

养一人，脱贫一户”（附件 9.7）。政府部门出资 283 万与学校共

建渔船驾驶及轮机模拟操作实训基地（附件 9.8），开展渔业高级

驾驶职务船员、渔业高级轮机职务船员等培训，共有 119 人获得

一、二级船长及轮机长证书（附件 9.9）；累计培训渔业船员和普

通船员 5459 人；帮助渔民掌握技术，顺利上岗。（附件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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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证书培训课程体系（附件 9.11）

2、扶志工程——面向基层管理的“双高村官”学历教育培

训。（附件 10）

面向农村基层管理需要，着力扶志，构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

“双高村官”学历教育课程体系，培养了 1709 名“双高村官”。

（附件 4）

图 6：新型职业农民村官培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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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职证训服”融通的课程体系。面向新型职业农

民村官岗位群，形成“双高村官”课程体系。开设思政课等，强

化“扶志”，增强村官带领群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加强社

会实践，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革命红色基因通过党史教育讲

座，引导村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据课程开发途径，将职业

岗位、课程、证书、培训、社会服务等元素相互融通，学历教育

与技能证书结合，实现学历与能力“双提升”。（附件 10.2&10.3）

图 7：“职证训服”融通的课程体系（附件 10.2）

（2）构建“四维空间”一体化的教学法。实施空中课堂、

固定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的“四维空间”一体化教学法，

增强教育培训针对性，让村官掌握高技能。（附件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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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四维空间”教学法（附件 10.4）

“空中课堂”。依托“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教学资源库”的

空中课堂，开展理论讲授及案例分析，村官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解决村官学习时间分散的问题。

“固定课堂”。在区（县级市）5 个固定培训基地开展课堂讲

授及模拟训练，既方便村官就近学习，又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流动课堂”。根据村官学习特点分段安排课程，上午课堂讲

授，下午到典型示范村现场体验。开设“村官课堂”，鼓励优秀农

民走向讲台“现身说法”。

“田间课堂”。专家、教师走到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实践。如到

池洞镇蒲洞村现场指导百香果和青梅种植、山地鸡养殖等技术；

到化州新安镇木立果园指导番石榴种植技术。

3、扶智工程——面向农村新业态的“头雁工程”造血循环

培训。（附件 11）

在扶贫过程中不断“增其智”，开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直



第 10 页 共 15 页

播网红等新业态培训 6182 人次，构建“头雁工程”造血循环培训

体系，带动当地农民实现致富梦。

图 9：扶智工程培训统计表

（1）因产施训，实施创新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针对农村

产业发展需要，开设《金融与信贷政策》、《农业发展动态与新技

术》等专题培训，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产生了“信宜市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创办“木立果园”获得“化州新型职业农民”的代

表，成立天泰丰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户社员 1000 多人，建设

高标准示范基地 3000 多亩，带动当地 1500 多农户就业，户均年

收入 6 万多元。（附件 11.2）

图 10：致富带头人培训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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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村施训，实施“一村一策”头雁培训。在“万名乡

村技能人才培养计划”中，根据 22 条乡村的特点，实施“一村一

策”新时代新技能培训模式。因滨海新区电城镇架炮村盛产圣女

果，开展《农产品网络直播销售技能》培训；因滨海新区电城镇

白蕉村参加美丽乡村评选，开展《美丽民居设计建造技能》培训；

因高州马贵镇周坑村建设“摩天小镇”，开展《乡村旅游培训》等，

提升培训效果。（附件 11.3）

图 11：“一村一策”新时代新技能培训模式（附件 11.3）

联合茂名市旅游局开展“一村一品一网红”培训，打造网红

农民 IP，充分利用手机“新农具”，实现农产品及乡村旅游网上

推广。（附件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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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技施训，实施科创种子雨露培训。新业态需要新技

术，成果团队依托广东省建筑工程中心、茂名 BIM 技术研究中心

（附件 11.5），开展 BIM 建模与 BIM 考证培训 123 人，开展以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茂名滨海新区产业技能人

才工程”，培训 817 人次（附件 11.6）；与茂名市水果电子商务协

会合作，共建“线上直播合作项目”，开展农村电商技能扶贫培训

1200 人次，培养“科创种子”（附件 11.7）。

图 12：科创种子雨露培训课程体系

四、成果创新点

（一）创新了“三扶三训”逐步提质的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

育模式

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中，构建分层分类逐步提质的培训

体系，实施扶贫工程——面向传统行业新应用技术培训、扶志工

程——面向基层管理的“双高村官”学历教育培训、扶智工程—

—面向农村新业态的“头雁工程”造血循环培训；针对 22 条乡村

的特色，实施“一村一策”新时代新技能专题培训模式；根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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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岗位的职业农民需求，形成了 5 种类型 12 个岗位 137 门课的课

程体系，实施“一民一训”，创新了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模式。

（二）构建了“政校企村”共同参与的立体化、融入式联动

培训机制

市政府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推进责任主体、分管责任和具

体任务；学校构建协同育人平台、开发教育资源、组织教育活动，

整合教育资源。（附件 6.3）成立“培训指导委员会”，把相关政

府部门、企业领导、专家学者、乡村干部等各界代表联系起来，

发挥参谋、决策作用（附件 8），增强教育服务力量，形成立体化、

融入式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联动机制。

五、应用与推广

（一）应用效果

1、培育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教学成果。

（1）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规范》市级标准。（附件

12.4）

（2）建成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校级 3 门（附件 12.6），

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 3 项（附件 12.8）。

（3）建成广东省工程中心 1 个、市级技术研究中心 1 个（附

件 12.10），村镇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5 个（附件 12.11）、校村共

育人才培养基地 2 个（附件 12.12）。

（4）成果团队成员荣获第十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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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百佳新型职业农民”等称号（附件 12.13），1 人被评为茂

名市名教师，1 人被聘请为教材编审专家、师资培训专家。（附件

12.14）

2、搭建新型职业农民泛在学习资源平台。

（1）建成“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教学资源库”，形成了 5

种类型 12 个岗位 137 门课的课程体系。（附件 12.9）

（2）创办《三农信息》报，每期印 1 万份在全市各乡镇免费

发行，供农民学习；（附件 12.5）

（3）开设“三农传媒”公众号定期向农民推送学习信息。（附

件 12.5）

3、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质量。

（1）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村官大学生 1709 名（附件 4），其

中晋升为村支书（副书记）46 人、村委主任（副主任）84 人、村

委干部 19 人（附件 12.1）、省人大代表 1 人、省共青团代表 1 人、

区（县级市）人大代表 10 名。（附件 12.2）

（2）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 23853 人次（附件 12.3）。

4、服务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的能力提升。

（1）成果团队拍摄的《领头雁—茂名市“头雁工程”学历教

育培训纪实》、《木立果缘》被茂名市组织部作为全市基层党员教

育片。（附件 12.5）

（2）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 条。（附件 12.16）

（3）完成 4000 人次的新时代新农民新技能培训，到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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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万元（附件 12.17），其中针对 11 条省定贫困村培养技能农民

500 人次；累计培训渔业船员和普通船员 5459 人次。

（二）成果推广

1、媒体宣传。中央组织部向全国推介学校开展“村官大学生

培训”工程，在全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附件 13.1）。本地主

流媒体先后 27 次对成果进行报道（附件 13.2）。

2、政府采用。本成果部分内容被纳入《高州市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电白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政府发展规划。（附件 13.3）

3、宣讲推广。团队成员受邀到粤西、粤东、珠三角等地区政

府机构、行业协会、国有企业、职业院校开设相关讲座 36 场，

受众 8000 多人，推广效果明显。（附件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