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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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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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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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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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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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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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电子商务专业师生“电商扶农”实践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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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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