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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助力扶贫攻坚的实践

——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

孙红绪，石伟平，方 毅，谭学超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高职学院强化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激励教师深入基层开展职业教育与科技服务，培养教师“双师双

能”，助力扶贫攻坚。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服务“三农”不动摇，注重引导教师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

努力当好“四员”，在美丽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中了解社会需求，强化专业技能，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摸索出农业教育和科技服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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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院强化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出台岗位聘用、科研管理等多项政策，激励引导教师深入基层开展职业教育与科技服务，

培养教师“双师双能”，助力扶贫攻坚。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设置有园艺、畜牧兽医、食品营养等专业，坚持服务“三

农”不动摇，注重引导教师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要求专业教师紧密结合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努力当好“四员”，即

产业发展的“技术员”、科技创新的“研究员”、农业企业的“服务员”、惠农政策的“宣传员”，在美丽乡村建设和精准扶

贫工作中了解社会需求，强化专业技能，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涉农高职院校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方向，实现

农业教育与科技服务两项职能充分结合，构建农业教育和科技服务一体化发展体系，有效保障人才培养事业持续发展，提升社

会影响力。

1、当好产业发展的“技术员”

三峡职院农学院 30多名农业专家教授发挥学科优势，主动对接宜昌的水果、畜牧、水产、蔬菜、茶叶、中药材六大百亿农

业优势特色产业，积极联系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推介宣传自己，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当好产业发展的“技术员”，帮助拟定

产业 5年发展规划。一批专业教师主动加入县域农业产业微信群（如蔬菜、茶叶）、农业创业协会 QQ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QQ

群，密切关注农民或企业需求，及时为农户或企业解惑答疑，经常在群里发布市场行情和新技术，分析产业形势，帮助他们调

整品种结构，减少因市场波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级教授刘湘林 30年扎根山区研究干果难题，对鄂西干果产业发展有着独到

的见解，是远近闻名的经济林专家，他先后被秭归县、长阳县、兴山县政府聘为“核桃产业发展技术顾问”、“板栗生产技术

顾问”、“木瓜基地建设技术顾问”，当好干果产业发展“技术员”，为把核桃打造成兴山、秭归林业的第一大产业，创建“中

国核桃之乡”和“湖北核桃名县”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也因此成为鄂西山区脱贫致富的功臣，多次被评为“科技扶贫先进工作

者”、“科教兴林先进个人”、“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湖北农技 110“模范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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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好科技创新的“研究员”

三峡职院农学院农业专家教授主动联系行业企业，大力开展农业技术研究开发，结合行业难点热点问题选定科研项目，解

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产出系列研究成果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转化。种植类专家教授们总结多年的基层农技服务经验，按

照“开展一项难题研究、集成一套技术成果、建立一片示范基地、带动一个产业发展、致富一方农村经济”的“五个一”工作

思路，制定“以课题为依托、以示范基地为平台、以专家为纽带、以技术为保证”的实施方案，发挥科技人才优势，组建多个

研究团队，开展专家教授与农户、企业服务对接，实现服务有计划、实施有记录、研究有成果、帮扶见成效，真正做到“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研究团队先后开展了“鄂西地区核桃栽培技术”、“鄂西山区薇菜人工种

植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开发”、“名贵中药草快速育苗与栽培”、“五峰马里兰烟主要病害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等多项课

题研究，解决生产难题 15项，撰写研究论文 100多篇，授权国家专利 5个，7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3、当好农业企业的“服务员”

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农业公司、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许多公司没有全面分析产业形势，按工业企

业来管理农业企业，肓目投入资金，常因投入高产出低而发展艰难。农学院研究团队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寻找与对接相关企业、

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帮助企业或农场修订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主导产品，联合申报项目，研究种植养殖技术，研发加工工艺，

参与企业管理，适时开展种养技术培训，开拓营销市场，协助网上销售，实现了种养、加工、销忾体化发展，帮助企业或农场

渡过难关。园艺植物研究团队对接柹归县峰丽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期间，选定药用木瓜套种薇菜种植模式，以薇菜干和木瓜为

主导产品，同时研究薇菜规模化人工种植技术和水煮薇菜加工工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因公司劳动用工成本过高，研究团队

参与公司管理改革，提出“四定”方案，依据田间长势与产量实施绩效奖励，有效提高了劳动效率。团队成员编写薇菜木瓜人

工种植技术手册，按生长季节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民进行薇菜采摘与生产；团队开展水煮薇菜加工技术工

艺和设备选型研究，成功摸索出薇菜干复原加工软罐头技术；团队还为企业申报省市项目，撰写项目申报材料和结题验收材料，

协助实施电子商务宣传销售产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上的困难等，有效地促进了企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实现了学校、企业、地方政府的“三赢”目的。

4、当好惠农政策的“宣传员”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教师作为农技推广工作者，充分认识政策的重要

性，要当好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服务“三农”时既要当好技术员，还要当好农村政策宣传员，要让农民知晓

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惠农政策，引导农民向政策靠拢，指导农民向国家鼓励的产业方向发展。教师们经常关注国家、省、市各级

出台的各种惠农政策，认真学习和研究分析政策，及时传达到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民，包括精准扶贫、技能培训、退

耕还林、健康扶贫、产业发展扶持、扶贫小额信贷、残疾人补贴、教育扶贫、低保五保、危房改造、光纤入户、农村安全饮水

等政策。精准扶贫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三峡职院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优势，承担扶贫工作，挑选技术专

家组成扶贫专班，深入贫困村组，挨家挨户走访，摸清致贫原因，逐户制定切实可行的脱贫方案，通过智力扶贫、产业扶贫、

医疗扶贫等综合措施全力帮扶对象脱贫致富，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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