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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模式及路径选择研究 

——以十堰市为例 

梁浩 李桂贤 罗成功 黄煌 邓洋 毛帅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442000) 

【摘 要】:以十堰市三所本科院校为例,对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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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现已进入啃硬骨头的决胜阶段,“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的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策略｡“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则必须发挥教育扶贫的重要作用｡2018年,教育部和国

务院扶贫办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高校具有服务

社会的职能,作为汇聚了大量人才与科技资源的智力高地,是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高等教育作为层次鲜明的大学体系,不同层次的大学因掌握的资源不同,在教育扶贫中承担的责任也应有所区别｡地方本

科院校依托所在区域的经济而发展,对当地资源､贫困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拥有其他高校没有的独特优势｡而在我国现行的教育

扶贫中,很少有将地方本科院校作为重点纳入各地扶贫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地方本科院校的优势｡让地方本科院校更好地参与当

地教育扶贫工作,对推进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有着重要作用｡ 

2 十堰市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模式分析 

十堰位于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2014年至2018年,全市累计脱贫64.7万人,2019年计划完成17.46万人脱贫､108个村出

列任务｡而该部分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于竹山县､竹溪县和房县等深山地区,脱贫难度较大,且返贫现象严重｡十堰市现有湖北汽

车工业学院､湖北医药学院和汉江师范学院三所本科院校｡近年来,三所院校分别与郧西县羊尾镇石门村､丹江口市龙山镇土台村

和竹山县柳林乡公祖村展开结对帮扶工作｡ 

2.1 强化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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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扶贫工作的有序高效展开,十堰市三所本科高校均成立了精准扶贫工作队,选派优秀人员到结对帮扶村驻村蹲点,在

此期间服从镇､村工作统一安排｡各高校要求工作队定期汇报､总结帮扶工作成效,深入了解县､镇､村情和当地风土人情,为村级

发展出谋划策,进村入户务实开展扶贫工作,确保驻村帮扶工作有实效｡同时各高校还多次组织学校领导干部､党员和教师代表等

分期分批进村入户,调访民情,因户分类开展“结穷亲”对口帮扶工作｡ 

2.2 贫困生精准资助 

十堰市三所本科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部分来自十堰各贫困山区｡为保证该部分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对于建档立卡的

贫困大学生,三所高校均建立了详细贫困家庭大学生实名制信息库,以摸清核准学生家庭背景､学业情况和就业创业意向｡在校期

间,不仅给予助学金最高标准补助,而且点对点做好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鼓励贫困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创业,并且发放求

职创业补贴｡同时,受家庭经济状况及地理因素影响,该群体接受的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导致自身学习基础差,因此,各高校对受助

后的贫困生均进行了动态追踪及结对帮扶｡ 

2.3 加大教育培训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三所高校结合自身学科设置特点及专业优势,对贫困村展开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

调查发现,贫困村中接受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专业生产技能培训､基础教育普及和创业知识培训的贫困户分别为51.16%､34.88%

､9.3%和4.65%｡其中79.07%的受访者表示教育培训效果比较有效和非常有效｡如针对贫困偏远山区正确医疗救助知识常识缺乏等

问题,湖北医药学院多次开展疾病护理知识培训,教授村里妇女护理知识｡同时,该校自2015年还开展乡村医生培训工程,先后分

期分批完成丹江口市近300名乡村医生的培训工作｡ 

2.4 提供技术支持 

十堰市三所本科院校以自身涵盖多学科的特点,为贫困地区在特色产业选定､发展规划制定及经济效益提高方面提供了相应

技术支持｡如湖北医药学院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土台村的土壤､气候特别适合种植七叶树､天丁等中药材｡为此,该校协调多方资源

与土台村综合开发荒山坡地500亩用于种植中药材,指导专业合作社规模种植中药材｡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通过开展“汽院服务地

方行”科技服务活动,组织专家团为十堰市科技扶贫工作建言献策,选派多名教师组建专家团队,针对十堰扶贫工作的特殊性,撰

写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项目建议书》,提出了完整的方案和合理的建议｡汉江师范学院围绕公祖村旅游规划,乡村

振兴等问题,先后就该村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特色产业､旅游开发以及帮扶需求等问题展开研讨｡ 

2.5 大学生支教 

贫困与贫困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密切相关｡而高校在教育帮扶过程中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其拥有雄厚的教

育资源｡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春蕾爱心支教服务团”,汉江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和湖北医药学院“怡敏义务支教志愿

服务队”等大学生支教团队通过志愿者的形式,前往贫困地区从事支教活动,传递自己的爱心｡每学期频繁的支教活动,提高了贫

困地区的知识面､开阔了贫困学生的视野｡通过调查发现,超过60%的贫困户对大学生支教较为认可｡ 

3 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3.1 切实发挥各方利益主体作用 

精准扶贫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到政府､高校､企业和农户等｡政府在教育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提供政策组织保障与项

目资金支持,可促进高校形成以教育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新平台｡高校可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及教育资源,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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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和培训,从而有效提升农户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自身素质;同时,高校也可利用自身优势,充分联系社会资源为农户提供合作

平台｡企业通过参与扶贫,扩展生产基地,培养农户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技能,从而促进农户更好地发展｡农户是扶贫的对象和主

体,只有充分尊重农户的愿望和需求,扶贫项目才能获得农户的支持和参与｡高校应当整合内外部的智力､技术等资源,建立由政

府主导,企业参与,农户支持的帮扶团体,以发挥其在教育扶贫实践中的作用｡ 

3.2 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 

高校通过积极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选送科技特派员､推广课题研究成果和技术､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教育扶贫相结合,因地

制宜地在帮助贫困村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劳动力转移和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等项目培训;并针对帮扶村资源特色,围绕种植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旅游业等产业,帮助引进､打造､推广脱贫致富重点项目;同时加强产学研究合作,在帮扶村庄建立产业基地､示范

基地或工作室,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并开展咨询服务为村民提供有效帮助,并加快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在贫困地区的转化应用｡在建

设地区特色产业的过程中,发挥高校智力和科研优势,以培养农村应用型人才为目的,努力把科学技术留在农村｡ 

3.3 增强高校教育扶贫的契合度 

地方本科院校依托所在区域的经济而发展,对当地资源､贫困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拥有其他高校没有的独特优势｡地方本科

院校在参与教育扶贫时,应加强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加强高校帮扶内容与贫困群体需求的契合度｡在活动开展､技术指导及项目对

接等方面,详细调查扶贫对象的需求情况和接受程度,充分发挥本校的特色或优势｡同时,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地方本科院校,其

培养的人才应当与地方经济需求相吻合｡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时,应充分尊重地方行业和企业的人才需

求,使人才的知识技能应与地方经济需求结构性相匹配｡ 

3.4 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 

为保障地方本科院校参与教育扶贫的持续高效运行,应当构建相应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首先,高校应根据扶贫对象的动态

发展和自身状况,建立动态帮扶机制,成立专门机构,选派优秀人才,对不同阶段的帮扶项目持续跟进,并及时调整,以保证帮扶项

目的正常有效运行;其次,为充分发挥高校的自身资源,特别是庞大的校友资源,应构建与社会力量联动机制,充分鼓励政府､高校

､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参与,整合各方资源在扶贫中的作用,全力帮助贫困地区提升“造血”功能;最后,为保障扶贫资金及项目的

合理高效运行,应建立专门的教育扶贫资金财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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