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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民办高校服务地方实践 

——以武昌首义学院帮扶巴东县 

官渡口镇水洞溪村为例 

陈冰玉
1
 

（武昌首义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以武昌首义学院帮扶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为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对口帮扶农村建设，对民办高校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民办高校服务地方

贫困村实践顺利开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 民办高校 地方扶贫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的通知》中提到，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

统筹好各渠道资源，加强行动系统衔接，形成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合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人才是基础，创新是关键。湖北民办本科高校也是湖北高校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该发挥好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任。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武昌首义学院作为湖北省实力较强的民办高校，参与到该行动计划中来既是必然趋势，也需要参

与到科技振兴湖北贫困县的行动中。武昌首义学院可利用自身优势学科和条件，发挥好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

任。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当前经济发展处于农业种植与养殖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状态，未能完全发挥该村处

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天然地理优势来发展旅游经济。鉴于此，武昌首义学院通过提供营销技术咨询、文化宣传和强化人才服

务等手段，帮助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与农业商贸旅游相结合的乡村旅游经济，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

主要目标，从而发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下民办高校服务地方贫困村实践。 

1 武昌首义学院与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简介 

武昌首义学院目前设有 41 个本科专业，分布于信息、机电、土木、经管、文法、艺术等六类学科中，建有数控、光信息、

通信、网络、新闻传播和模拟法庭等 68个基础及专业实验室。武昌首义学院的办学定位是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型普通高校，虽

然当前科研能力不及研究型大学，但是本身具备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教育机构的特点，所开设的专业主要是以社会适应型、应

用型、职业型为目标，充分满足了社会所需，弥补了社会上高级职业人才和专业人才的不足。此外，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对社会适

应性强，自身定位好，专业知识和技术对路，且一专多能，深受社会用人单位的欢迎。就此点看来，武昌首义学院作为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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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力较强的高校，应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着独有的优势。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位于长江北岸，距镇政府 12.1km，辖 9 个村民小组，446 户，辖区总面积 5.32km
2
，

山林 295hm2，耕地面积 78hm2。总人口 1500余人。水洞溪属低山地区贫困村，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源于外出务工，全村外出务工人

员占劳动力总数的 50%以上。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养殖、务工等。 

2 落实对口帮扶计划 

针对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的现状，本着构建高校支撑乡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支

撑，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目标，武昌首义学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下民办高校服务地方贫困村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

开。 

2.1准备工作 

互动联动是地方高校科技特派人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地方高校科技特派人员并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

是将各方面的资源汇集到乡村，帮助乡村农业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在这场地方高校助力乡村振兴中，涉及到的对象、因素、专

业相对较广。 

(1)武昌首义学院特派技术人员与当地农民交流 

当地农民已经形成传统种植、养殖固有的思维模式，很难接受科学技术的转变。如若将科学技术生硬传授给当地涉农人员，

必然会出现传统种植养殖模式和管理体系与新种植养殖模式和管理体系存在巨大矛盾，进而出现引进的科学技术难以真正运用

到当地农民养殖种植过程。此外，在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成本风险的控制问题也是学院特派技术人员与当地农民交流过

程中常出现的问题。 

(2)协调特派员团队之间的协作障碍 

不同专业领域科技特派员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和建议，只有不同专业领域科技特派员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实现不同专业融合

及协调配合，才能构建完整的扶持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因此，保证不同专业领域特派技术人员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实

现跨专业协作，是特派技术人员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但实际情况，跨专业协作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难的任务，这就要求特派

技术人员有极高专业知识和团队协作意识。 

2.2实地调研 

要制定详细的帮扶振兴发展计划，应组织学校科研团队(教师、学生)深入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进行实地调研，获得一手

调研数据，调研主要内容如下。 

2.2.1调研当地种植和养殖业的品种、产量和收入 

针对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的主要经济收入为种植和养殖业，占比 50%，应实地调查种植和养殖的品种和产量。目前，水

洞溪村主要种植大豆、玉米、土豆、柑橘等经济作物，主要养殖鸡、鸭、牛、猪等品种。通过调研，获取该村每年种植和养殖的

收入数据：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是否稳定，哪些品种收入占比高，哪些品种收入占比低，分析收入占比高和收入占比低的原因，

以及影响种植业和养殖业销售收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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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调研当地外出务工农民家庭情况 

针对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的 50%收入来自农民外出务工，需要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情况摸底调查，包括务工农民的学

历层次、家庭收入情况，收入结构，家庭留守老人的生活状态，儿童的受教育和学习生活情况等。 

2.2.3调研当地特产经济和旅游经济 

巴东县的主要特产有巴东独活、恩施富硒茶、巴东大蒜、巴东红三叶、巴东玄参等特产，这些特产的种植环绕在水洞溪村周

边。要进一步调研该村相关特色产业经济收入的情况及主要销售渠道。除此之外，水洞溪村具有生态环境的天然优势，周边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例如，水洞溪村附近有天子岩手印画、神农溪、链子溪原生态文化旅游区、巴人河景区、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等旅

游景点。要充分调研这些生态自然环境和特色产业经济优势是否带来经济收入以及经济收入情况。 

2.3制定帮扶方案 

要结合学校自身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方向，制定帮扶方案。制定周密计划，做好与对口帮扶村镇的对接沟通。将调研和计划

实施的目的与当地政府沟通，民办高校要搞好对口帮扶，振兴乡村，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在做好深入调研的基础之

上，根据办学专业优势，制定好周密计划，做到思想重视，政府引导，制度导向，成效导向，因地制宜，这样才能使民办高校发

挥好服务社会的任务。 

2.3.1帮助拓展种植业、养殖业产品市场 

根据对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的调研结果，应继续发展优势农特产品，淘汰劣势产品。如果因为渠道不畅而导致的销售不

佳情况，学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色提供咨询指导，甚至可以帮助建设专业销售平台。重点针对没有订单的农产品出现的滞销问

题，帮助其农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对接销路，保障全区农产品卖得出，助农民增收。例如，武昌首义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大学生

实践活动可以跟营销扶贫结合起来，线下可以开设产销对接体验店，为优质农特产品提供更好的销售展示平台，线上可以通过建

立电子商务平台为农产品销售牵线搭桥，帮助销售该贫困村的土特产品，助力农民增收。 

2.3.2针对性进行技术培训、科技讲座、科普宣传等活动 

在高校进行扶贫工作中，农民没有专业农业知识、管理思维守旧是农村发展农业经济的巨大阻碍。扶贫必须先扶智，解决农

村农业发展问题的关键仍是技术培训和指导，发展现代新型农业。 

对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农业产品销售情况展开调研，对于农民在营销、电子商务、网络技术不足的情况，学校可以派出

专业教师支援，开展技术培训、科技讲座和宣传，协助当地农民开展线上销售培训，介绍线上销售相关知识，例如开通微店、淘

宝网店、直播卖货等助农民增收。 

2.3.3帮助发展特色山村旅游、民宿经济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位于长江北岸，地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附近

有天子岩手印画、神农溪、链子溪原生态文化旅游区、巴人河景区、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等旅游景点。在开发建设中应突出鄂西生

态文化旅游特色，以当地自然生态文化体验和特色农业商贸旅游为开发建设重点，提供与众不同的旅游体验。针对巴东县官渡口

镇水洞溪村的农业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应结合武昌首义学院自身专业特点制定帮扶方案，做好与对口帮扶村镇的对接沟

通。其主要任务是：第一，加强“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乡村游”旅游品牌及口碑的营造宣传。设计推出“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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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旅游宣传手册，联系网络旅游平台和巴东当地旅游部门推出”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主题乡村游，将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周边

旅游景点统一纳入到内，宣传打造旅游标识“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乡村游——官渡口镇”，从而帮助建设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

村的生态文化旅游圈，完善旅游产品布局。第二，弘扬和宣传巴东官渡口镇“峡江纤夫号子”文化。地处“楚蜀咽喉、鄂西门户”

的巴东官渡口镇，位于长江三峡之巫峡、西陵峡之间，当地的纤夫文化历史悠久，“峡江号子”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纳

入全国重点项目保护名录，在此次“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主题乡村旅游宣传中应重点突出该项历史文化遗产，以官渡口镇水洞

溪村为基地，组织宣传“峡江纤夫号子”文化，旅游宣传手册中也相应突出该项目。第三，带领学生进村拍摄特色农业生态景

观，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推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的农业产品和特产，打造该村农业观光旅游产品。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盛产大

豆、核桃、板栗、玉米、柑橘等经济作物，同时还有巴东独活、恩施富硒茶、巴东大蒜、巴东红三叶、巴东玄参等特产。本项目

在宣扬巴东官渡口镇水洞溪村自然生态文化的同时，也将巴东官渡口镇水洞溪村特色农业也纳入进来，帮助宣传打造当地自然

生态文化体验和特色农业商贸旅游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体系。“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乡村游——官渡口镇”旅游手册中将水洞溪村

的特色农业产品展示其中，并将产品与对应销售的淘宝、微店等销售平台链接起来，读者可以通过宣传手册了解、购买该村农业

特产。第四，带领项目组成员和学生在当地农户宣传“鄂西巴东生态文化乡村游——官渡口镇”项目，发放旅游手册，使当地村

民了解本项目，鼓励农户发展特色民宿经济[1]。 

2.3.4开展志愿服务 

在村民外出务工追求经济的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农村剩余村民的年龄分化以及留守儿童的抚

养教育问题。一方面，老人年老体弱，劳动能力差，对农村的农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缺少父母关爱和管

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及发展。针对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存在占比 50%左右的大量外出务工农民，村中留守老人无人照顾、

留守儿童缺乏关爱的现状，充分发挥校工会、共青团和各类学生社团组织作用，有序组织在校大学生和教工志愿者到该贫困县开

展支教、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等志愿服务。同时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大学生村

官，到对口帮扶村镇从事志愿服务工作[2]。 

2.3.5提供决策咨询 

充分发挥高校“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结合宏观经济社会问题和本校人文社会课题研究，对贫困村镇经济社会发

展、资源环境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矛盾问题等开展专题研究，积极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出谋划策，提供决策咨

询服务。 

2.3.6宣传新型经营管理模式 

武昌首义学院帮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是改变当地农民固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武昌首义学院可派出特派人员通过向农民讲

授新的经营管理和营销技术，帮助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基层农业发展丢掉传统的、固化的经营技术和管理技术。新型经营模

式将会节约生产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武昌首义学院可以将原来的涉农科研项目带着专项课题任务来解决巴东县

官渡镇水洞溪村农业发展遇到的难题。通过高校平台，专业技术人员为当地农民带去新技术。特派员团队帮扶模式中管理人员为

当地农民传授新的管理模式、运营人员引进新型资源，不断提高巴东县官渡镇水洞溪村农业发展实力，进而吸引更多投资人进行

投资[3]。 

3 帮扶方案的预期社会效益 

通过发展巴东县官渡口镇水洞溪村自然生态文化体验和特色农业商贸旅游相结合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将有助于打造全新

农业结构产业链，优化当地农村产品、产业经济结构，以生态文化旅游带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向社会推广包括

“峡江纤夫号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传承和弘扬鄂西巴东民族文化艺术。武昌首义学院为当地农民带去新型农业



 

 5 

营销技术、新型管理模式以及新资源，这将有助于打造全新农业结构产链，对优化当地农产品结构、推动农业经营发展、提高农

业经济水平有积极作用，更有助于实现当地农业经济的可使续发展[4]。 

武昌首义学院作为民办高校，要树立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要把“乡村振兴战略”当成契机，利用科技扶贫工作树立在社

会上良好的口碑，对学校的招生工作、就业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对学校来说利大于弊。而且此项工作于社会、于学校意义重大，

应该在实践摸索逐步常态化，即建设该校科技扶贫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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