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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协同、五岗对标、双轨同质”
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

成 果 总 结

本成果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多位国家领导关注点

赞的优秀成果。成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要“强化乡村振兴

人才支撑”的战略部署，对标乡村振兴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的迫切需

求，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任务要求，针对县域中职学校

人才培养面向亟需锚定、资源亟需优化、质量亟需提高、考评亟需逗

硬等核心问题，依托“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塑造与培养模式探究”等省

级教改项目，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目标，以 OBE、CDIO教育模式

为引领与重要参考，确立“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个性化培养”“德

技并修”人才精准培养理念，深化“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改革，构筑政校企师“四方协同”办学机制、种养加销旅“五岗对标”专

业优化、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双轨同质”中职人才培养模式。

一、成果背景

学校自 2008年始，围绕乡村振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

重大战略，启动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大调研，深度了解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与区域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职业农民等需求的契合度，积

极开展中职人才培养大讨论，督促全校师生、管理干部更新人才培养

理念，形成了“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个性化培养”“德技并修”人

才精准培养理念和瞄准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与产业要求、兼顾社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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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改革思路共识，培养适应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市场竞争能力

强的一流职业人才。

图 1 中职人才培养教改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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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问题

（一）培养面向亟需锚定。未能面向产业实际的需求，未与产业

岗位需求相匹配，未与社会培训相挂钩。

（二）培养资源亟需优化。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仍显不足，普遍

停留在技师技校水平。

（三）培养质量亟需提高。未与乡村振兴需求实际深度契合，未

良好实现“爱农、学农、懂农、务农”。

（四）考核评价亟需逗硬。评价指标不全面，考核体系不完整，

未实现硬核考评。

三、主要做法

整个研究过程从 2008年至今，持续 10余年，分为萌芽思考期、

实证探索期、成熟推广期等三个阶段。

图 2 中职人才培养教改研究过程

（一）萌芽思考期（2008-2012年）：整合资源，多方协同，面向

产业构建专业群，形成“四方协同”人才共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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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展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大调研、教学改革大讨论，研究

团队开始思考县域农村中职学校如何为乡村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并积

极整合各方资源、组建涉农专业群，逐渐形成政、校、企、师“四方协

同”人才共育机制。2009年，学校改制“民办公助”，灵活的办学制度为

教改注入无限活力。

（二）实证探索期（2013-2015年）：对标产业岗位要求，开发教

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团队深入产业实际，掌握行业特点、岗位需求、专业能力要

求，细致梳理专业知识、技术能力、职业素养等培养过程与实际差距，

重构人才培养体系、课程内容、实践实训、考核评价，探索形成“五岗

对标”专业建设标准。同时，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就业指导、创新创业

等培训，拓展学历教育外延，探索“双轨同质”，实证探索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模式。

图 3 中职育人目标、面向、能力、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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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熟推广期（2016年至今）：持续改进教学内容、丰富教

学手段，重视成果产出，省内外广泛推广。

学校加强内培外引，组织高校、行业、企业专家成立了乡村振兴

人才智库和研究院，并深入重点乡镇、重点企业（含合作社）合作建

设职教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化“产教融合”“多元育人”，开设特色产业

课程，持续优化中职教改，坚持职教理论研究本土化、职教政策体制

实证化、职教人才培养专业化，保障职教人才质量，形成了支撑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新实践、新路径。成果在黑龙江、河北、浙

江、湖北、广西、四川等地的 30余所院校推广应用，上百所院校到校

交流学习，影响师生超 20万人次。

四、经验成果

（一）四方协同是优化中职教改环境的强力保障

图 4 “四方协同”办学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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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五年协同企业数及企业总产值（约值）

图 6 “大师进课堂”提升师生工程素养及专业能力的路径

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政、校、企、师”资源整合促进人才培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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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机制。政策定方向：政校合作厘清育人方向，锚定乡村振兴人才

支撑要求；职教建联盟：校校合作建设职教联盟，贯通中职、高职、

职教本科一体化培养路径；实践在农场：校企合作优化育人环境，变

抽象空洞的教学环境为“与产业岗位零距离”；大师进课堂：名师指路

强化培养质量，大师、名师、工程师走进教室助力教学环节微创新。

四方协同汇聚了学校发展和职业人才培养的最优资源，形成了合力，

体现了中职教育的职业性、针对性、社会性。

（二）五岗对标是推动中职教改定标的重要抓手

图 7 “五岗对标”专业建设对标

专业技能培养精准面向乡村振兴“种、养、加、销、旅”五大岗位。

优化中职专业：以岗位需求为目标，调整优化为 9个与产业密切相关

专业；细化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并强化课堂质量，培养面向产业

亟需的职业素养与能力素质；分类培养学生：结合学生基本素质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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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培养目标，设置 3+2中高职贯通班，2+0.5+0.5、2.5+0.5联合培养班，

假期社培班、进村到岗班等多种班型；项目化为牵引：参考 CDIO培

养模式，形成项目化案例教学，合理安排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做到

理实一体。

图 8 项目化案例教学对标岗位要求重构知识体系

（三）双轨同质是拓展中职教改外延的不二法门

图 9 “双轨同质”探索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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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职院校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的双重功能。学历教育支撑社会

培训质量：将学历教学体系同质运用于社会培训，进行系统性、持续

性培训；社会培训反哺学历教育内涵：将社会培训案例反哺学历教育，

贴近农业农村产业实际。

（四）科学考评是保障中职教改质量的重中之重

科学评价，及时反馈。形成基于函数关系的科学评价：

F(X)=a(X1)4+b(X2)+c(X3)2+d。（式中 X1、X2、X3分别代表四方协同、

五岗对标、双轨同质的影响，a、b、c、d为常数。每学期进行一次评

价，作为进一步完善依据）

政府督促，强化考评。形成基于 OBE培养理念、CDIO培养模式

为重要参考的具体化、可操作、可测量的考评。

（五）民办公助是激发中职教改活力的不竭源泉

2009年学校转为民办公助办学体制，制定出台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工作量及奖励激励办法等，解决了办学经费困难、制度僵化等问题，

实行了多劳多得，激发了工作活力。公办定方向：价值引领是公助最

大优势；民办活机制：管理制度人性化、灵活化和激励机制多元化。

五、创新与特点

（一）理念创新：精准定位，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发挥

学校秉承关注每个孩子自身发展的教育情怀，立足西部乡村实际、

贴近乡土需求，大胆破除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之间的藩篱，以学校为

中心，协同政、校、企、师，让每个孩子得到最贴合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需求的教育资源；个性化培养则是学校坚持汇聚各方资源，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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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长课堂微创新为抓手，最大程度地让每个孩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教

育，全面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质。培养了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中国有机茶种植大王付志洪，勇夺残奥会 5金的黄文攀，养殖大户、

养鸡养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王志军。

（二）机制创新：整合资源、优化机制、质量强力保障

“四方协同”助推中职人才高质量培养：政、校、企、师“四方协同”

整合育人资源，优化育人环境，实现教学理念、社会资源与教学环境

良性互动。政校合作厘清育人方向，校校合作拓展育人方式，校企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名师引领提高专业品质。协同院校 50余所，协同企

业（含合作社）600 余家，协同名师、大师、工程师 100 余名，影响

全校教师 200余名，培育教坛新秀、优秀教师等荣誉 100余人次，发

表论著 200余部（篇）；6000余人次在校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 300余

项、参与国家和省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000余项。

“民办公助”建立灵活办学新机制体制：充分用好民间资本办事高

效、国有资本保证办学方向的优势，构建民办公助的办学新体制与激

励职教绩效活力新机制，厘清教师收入与工作量、绩效评价、社会服

务成效等关系，充分调动主动性、成就感、幸福度，培育干事创业好

氛围，激发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源动力。

（三）路径创新：五岗对标，双轨同质，职教创新发展

学校以“五岗对标”和深化产教融合改革为突破口，优化专业面向，

建设乡村振兴专业集群，精准对接乡村振兴产业“种、养、加、销、旅”

五大核心岗位，瞄准产业链所需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职业素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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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并修”精准培养，实现了人才零距离上岗、高质量就业；构建“双轨

同质”的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学历教育搭建多维实

践平台，在社会培训中理顺专业教学内容，促进职教内涵式发展，形

成“学做一体、理实并重”全新设计与实践，实现了产教有机融合。建

成高水平产教融合平台 60余个，项目化教学案例 300余条，为“种养

加销旅”培养学历教育人才 2万余名、社会培训 1.8万余人次，探索出

一条职教改革新路径，走在了全国职教学校前列。

六、应用推广效果

（一）教师专业发展全面提高

教师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和改革创新，成绩斐然。牵头成立乡村

振兴智库，入选智库、教育专委会、名师工作室等 60余人次，主持及

参与教改、教研、科研项目 100余项，荣获教坛新秀、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等荣誉 100余人次，发表论著 200余部（篇），形成建议报

告并被采纳 20余份，荣获优秀教育教学论文全国一等奖、四川省一等

奖各 1项，荣获省部级科技奖、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教研论文奖及

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奖励 50余项。

（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学生专业素养、综合能力、自我价值感显著提高。6000余人次在

校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 300余项、参与国家和省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000余项。10余年来，为“种养加销旅”培养学历教育人才 2万余名、

社会培训 1.8万余人次，毕业生遍布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等地区，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付志洪带领全村脱贫攻坚成绩突出，荣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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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

见；黄文攀独揽残奥会 5金，被教育部专题报道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王志军创立养鸡研究所并带动本地农民发展养殖业，获四川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图 10 优秀校友代表

（三）引领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学校对瓦屋山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雅雨露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春驿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等 600余家企业（含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

并提供人才支撑，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学校主持的“中国有机茶第一村”

建设项目实现茶叶种植面积 30余万亩，年产值超 50亿元，吸纳 12万

余人就业；人才培养定点单位幺麻子食品公司带动藤椒种植 3.5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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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年产值超 6亿元，吸纳 1万余人就业，已成为全国产销量最大的

藤椒油生产企业。学校积极助推洪雅县藤椒产业发展，协助策划、创

建、打造标志性成果，包括“AAA”农旅之星、中国国际藤椒文化博览

园、“一代天椒”情景剧等。

图 11 引领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四）成果推广产生极大影响

教改经验产生重要影响，100 余所院校到校学习，在黑龙江、河

北、浙江、湖北、广西、四川等地的 30余所学校推广应用，受益师生

超 200, 000名，受到一致好评。

浙江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

大学、成都师范学院、四川旅游学院、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宜宾职业

技术学院等 2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到校指导，高度评价我校服务乡村

振兴产业的事迹全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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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成果应用较为广泛

（五）引领示范备受广泛关注

中央党校、四川日报、教育部及省教厅官网等 30余家媒体专题报

道成果经验及成效。2022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视察的高标准

农田正是我校学生的生产竞赛基地；优秀校友、前锋村党支部书记付

志洪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亲切接见；前锋村作为学校主持的

“中国有机茶第一村”建设项目核心受益村落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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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副总理马凯、时任副总理刘延东等国家领导高度肯定，各位领导

殷切嘱托学校改革与人才培养“要主动作为、敢于真抓实干”。

图 1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校学生生产竞赛基地（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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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付志洪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亲切接见（2021年 2月）

图 15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点赞“中国有机茶第一村”建设项目（2015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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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与付志洪校友亲切交谈（2015年）

图 17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视察“中国有机茶第一村”（2015年）

七、总结

本教改成果具有普适性，为中职学校开展教改提供了重要参考，

适用于中职学校将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深度结合，锚定产业需求优化

专业，走产教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道路，能够有效提升中职人才培养

质量、提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