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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张洁
1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61） 

【摘 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三农”工

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生历史性转移。长期以来，乡村优质人才持续外流、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较为突出。本文聚焦苏北农村地区乡村振兴问题，从高职院校角度出发，提出高职教育助推苏北乡村振兴的新举措。 

【关键词】：乡村振兴 苏北农村 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G719.2【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农村发展问题一直是我国建设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乡

村振兴”。在江苏，提起苏北人们第一印象是发展落后，苏北几乎成了发展落后的代名词。苏北相对于苏南地区而言，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相对落后，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乡村振兴还困难重重。针对苏北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现状，学者

们也提出了不同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苏北地区乡村发展总体仍处于无序的状态，仍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许多乡镇仍没有把乡

村的未来发展提上日程，只是安于现状，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由于财政投入和整合力度不足；再有如乡

村振兴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而财政支持仍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首要资金来源等。鲜有学者从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的角度出

发研究其对乡村振兴的巨大作用。研究地方高职院校服务当地乡村振兴的机制，不但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助一臂之力，为乡村振兴

提供新思路、新方法，还能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的有效就业率，实现双赢的局面，并形成可复制、有社会意义的推广模式。 

2 苏北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分析 

2.1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现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三农”人才支撑，国家统计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 31422 万人，其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员占 91.8%，高中或中专的占 7.1%，大专及以上的仅占 1.2%。人才匮乏、素

质不高长期困扰“三农”工作的开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教育程度分布如图 1所示。 

人才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从统计结果看，乡村中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

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较为突出，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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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苏北农村人员现状 

 

图 1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教育程度分布 

“白天静悄悄，晚上黑漆漆”，这是人们对于农村现状的描述，白天，大街上基本难以见到年轻人，父母辈的也会有一位去

城市为儿女照顾孩子，也就是在中秋节、春节的前后几天村子里的年轻人会多起来，但是节日一过，又恢复了原貌。苏北和鲁南

地区情况基本相同。笔者所在的鲁南某村，全村 300户左右，总人口约 1200人，但是留在村里的 18～40岁的年轻人仅占 1/10，

大约 120人。在笔者看来，即使原先坑洼不平的老路被翻新成水泥路，原来的土屋变成了砖瓦房，装上了路灯，修建文化礼堂、

公共厕所等，也总是缺少什么，没有年轻人的农村，已经大大失去了生命力。 

2.3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分析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既是中央部署的工作要求，也是基层

实践的迫切需要。这支队伍在年龄、学历以及专业等方面有如下特征。 

2.3.1年龄结构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但是目前留守农村的是“3860 部队”(妇女和老人)，乡村建设缺乏动力。农村中的年轻人一部分通

过一年一度的高考被吸引到了城市，从此远离农村。没有了年轻人，农村变得更加没有活力。 

2.3.2学历层次 

乡村振兴，必须有学习能力强、高素质的农民。社会发展到今天，仅掌握传统的耕作技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技术、新方法、新媒体像浪潮一样袭来，作为新时期的农民，需要不断学习，做新时期的“新农人”。新知识的掌握，需要一

批有扎实学识、愿意投身农村建设的高素质人才，这些热高素质的人才，可以通过对农民开展培训班培训，利用新媒体创新农村

生产生活新模式等方式为农民传授新知识，助力新农村的建设。 

2.3.3专业需求情况 

苏北地区乡村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更需要符合乡村发展阶段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需要的适宜人才。

就苏北、鲁南地区农村而言，目前仍然以种植业为主，并无其他特色产业，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狭窄、无长

远计划导致。所以，农学、电商、经济学、旅游、会计学等相关人才专业在苏北的发展仍有一片广阔的天地。 

3 苏北地区高职院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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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具有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天然优势，在乡村振兴方面，应有更大作为。大部分的高职院校由中专和技校升级而

成，对于培养服务农村和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相关人才，以及与农村基层建立协同发展关系，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培养一线技术类

人才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方面，相对于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本科院校来说，更为灵活、更有层次匹配性，可以

及时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迅速作出专业调整。 

3.1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就业现状 

以苏北地区的连云港为例，连云港市有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连云港

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所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特色突出，比较单一。江苏财会职业学

院是一所财经类高职院校，主要设置会计系、财金系、经贸系以及公共管理系和信息系，以会计、审计等财经类专业为主，每年

能够为连云港及周边地区输送 800 名左右的财经高职毕业生，约占本校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70%。然而，这些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基本上去了上海、南京做一些基础的谋生工作，或者回到老家，父母帮忙安排一份工作，基本上没有毕业生愿意回到农村投身到

农村建设中。就作者所带的 2020届毕业生，无一人投身到农村建设中去。当问及为何不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大部分同学的回答

是“我好不容易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回去?”“我回家能做什么?” 

3.2高职院校教师现状 

从高职院校教师的角度来考虑乡村振兴的人才，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高职院校教师本身肩负服务社会的使命，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也促使高职院校的教师能有更多的机会与责任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在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在职的年轻教师愿意投身到乡村建设中，反对的原因无外乎平时的教学工作压力大以及家庭问

题。如果能将参与乡村建设在职称晋升中有所体现，他们也是愿意的，在此可参考中小学教师乡村补贴。反观即将退休的老教

师、已经退休的教授，没有了学校的教学压力，没有了家庭的负担，有足够的的时间实现退休的价值，发挥余热，他们也是及其

愿意投入的乡村建设中的。 

4 苏北地区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新举措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助力苏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4.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灵活设置专业，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必须依据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政策。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树立发展新理念，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高职院校应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的需求特点进行办学领域的优化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高职教育应该

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作为职教办学助力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

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以笔者所在的

学校为例，学校是一所高职财经类院校，在信息化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低层次的会计人才需求量已经大大减少，财务共享、财

务机器人的出现，替代了基本的会计业务处理，而财经类专业毕业生本身已学习一门技术为主，不能掌握高端、综合性的业务处

理，导致部分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可借此契机，构建“政—校—村”联动办学机制，

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基层政府统筹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农机、林业、水利、卫生等科技人才，招收或选派人员到高职

院校进行学习，高职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教学资源和技术优势等，通过调整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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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所需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人才。 

4.2鼓励教师亲自下乡指导、宣讲，并形成激励政策 

乡村振兴需要一支能教学、会实践、懂技术、善创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师资队伍。高职院校首先要通过理论

学习与思想引导，强化师资队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发挥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在乡村振兴中主动找位置做工作。以笔者所

在的学校为例，本校教师基本上为财经类教师，在农村会计、农村审计等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的村委基本上都有

兼职会计一名，没有专门的财务办公室、系统的账务处理，更没有专门的财务管理计划，记账仅限于收支，资金管理混乱，贪污

情况层出不穷，更谈不上信息化，这严重不符合新农村的建设要求。 

对于年轻教师，要建立乡村振兴考核机制，将教师的乡村教学活动设计、乡村实地教学工作量、乡村挂职锻炼、乡村技术服

务与成果转化等作为评优进职的打分点，形成良性竞争并有效服务于乡村振兴。对于即将退休或已将退休的教师，他们都是新农

村建设的新力量，要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到基层发挥余热的退休教师去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他们知识渊博、空余时间多，是乡

村振兴不可多得的人才。 

4.3做好宣传工作，转变学生就业观 

“我好不容易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回去?”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反思的问题，如今社会，农村大学生应该转变思想观念，

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再是“逃离农村”，而是能够“建设家乡”，用自己的的知识改变家乡旧貌，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途

径。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使其认识到农村就业、创业大有可为，不但为高职院校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新出路，也有

利于解决乡村振兴道路上人才严重匮乏的重要难题。因此，高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在校日常教学、政策引导支持等方式，

鼓励高职毕业生树立远大人生理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自我价值。 

4.4对农民开放办学，定期举办培训班 

为切实提升新型农民素质，可在非农忙季节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苏北地区高职院校的特色较突出，不同的高职院校

可承接不同类型的培训班。以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为例，可承接周边连云港市、县、乡、村的新型财务人员工作，在财会专业知识、

乡财会文化建设、财务数智化、乡村资金审计等方面提供统一培训。其他高职院校的培训可参考，培训地点可统一设在高职院

校，辐射周边县、乡、村。培训的主题可由农民提出，主要针对农民第二年及后续的种植、养殖计划等，或学习新型的种植、养

殖、销售技术，也可着力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培训的主要形式为理论授课+现场观摩+考试考核等模式组成。培训内容要涉及新

型职业农民概念、农村信息实用技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计算机办公自动化、网络应用、农产品网上营销、农村信息化应用案

例等。为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可对完成培训人员颁布相应证书，确认相应资质，对于学习效果好，对培训内容运用效果较好的农

民可鼓励其“传、帮、带”，为其他村民做好技术指导。为落实乡村振兴工作，对于培训的支出问题，可由政府统筹安排。 

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是农民培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高职院校应与乡村建立长期的的合作机制，以此保证培训

内容的有效转化。 

5 总结 

由此，高职院校以学历教育、农民培训为抓手，最大限度开发现有教育资源作用，形成以高素质农民培训、职业农民教育为

主，学历教育、技能取证、岗位培训并举的开放式、多层次的办学模式，对高职院校、乡村振兴工作都是积极有利的。 

打通农村人才短缺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难的通道，需要多方面的合作。高职院校需要主动作出改变。笔者对苏北地区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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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从高职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教师下乡，转变学生就业观，对农民开放办学、定期举办培训班四个方面有针对性

地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该研究成果能对引导更多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一定效用! 

参考文献： 

[1]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院校面临的机遇与发展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0(06). 

[2]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究[J].辽宁高职学报.2021(08). 

[3]廖曼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毕业生农村就业创业的问题研究[D].广东：华南理工大学.2020 

[4]关振国.破除乡村振兴中人才发展的“紧箍咒”[J].人民论坛，2019(16). 

[5]任远.乡村振兴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J].中国乡村发现，2018(01). 

[6]严鸿雁.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17(11). 

[7]何杨勇.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举措、困局与路向[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03). 

[8]迟俊，刘晓倩.高职院校毕业生“城归”就业问题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02). 

[9]林夕宝，余景波，周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探讨[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