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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三维度”
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袁 刚，潘锦全，谈永祥，杨剑钧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在高职院校对产教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对高素质农民培育进行了实践和研究。构建
了高职院校与农业领域“愿景共同、政策共向、队伍共组、平台共建、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的产教命运共同体，
在农民培育中突出“素质、能力、情感”三要素，形成“三维度”( 精度、深度、温度) 的培育模式，满足乡村振兴
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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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and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Mode of Three-dimensional
High-quality Farmers under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Industry and Education

YUAN Gang，PAN Jin-quan，TAN Yong-xiang，YANG Jian-jun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grated community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practice and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farmers．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vision，policy，team，platform，resources and harvest is built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g-
riculture industry． In the farmers’cultivation，the three elements of quality，ability and passion are highlighted an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 of accuracy，depth and warmth is formed，thus meeting the dema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high-quality farmers．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ree-dimensions; cultivation of high-
quality farmers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共同体理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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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思想。西方学者对
“共同体”也有论述: 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
的‘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
命”。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深入人心，
在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一、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意蕴包含“理性选择”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等方面，这些也是高职院校
进行产教合作的根本遵循。扬州职业大学较早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于高职院校产教合作
工作之中，2017 年，学校提出构建“产教命运共同
体”的命题; 2018 年 7 月，学校将“产教命运共同体”
概念在全国职业大学联盟年会上进行公开交流，同
年 11 月，在海峡两岸高职校长学术年会上进行了系
统化阐述，得到同行认可。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 国发〔2019〕4 号) 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
确提出“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
体”。使学校“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探索有了更加
明确的依据。
“产教命运共同体”可具体表述为学校与产业

( 含行业、企业) 通过理性选择、紧密合作，构建起互
利共赢、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并
形成了“愿景共同、政策共向、队伍共组、平台共建、
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

二、以“三维度”农民培育模式践行产教命运共
同体理念

扬州职业大学坚持在多领域推进“产教命运共
体”的实践探索，本文仅以高素质农民培育( 以下简
称“农民培育”) 为例进行探讨。我国农民培育的提
法经历了“职业农民”“新型农民”“现代农民”“新
型职业农民”等演化，2019 年，农业农村部将提法统
一为“高素质农民”。有专家将高素质农民的特点
概括为“爱农业爱农村、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强体魄树新风、敢创新能担当”［1］。笔者将“高
素质农民”界定为:以农业为职业，具备一定专业技
能和素质，收入主要来自现代农业的从业者。

扬州职业大学举办涉农专业可追溯至 1956 年，
2014 年起，学校每年均承担农业部( 现为农业农村
部)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任务，累计完成培育任务
8269 人次，他们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2019
年，按照“高职扩招 100 万人”和农业农村部、教育部
“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的任务要求，
面向社会人员招收涉农专业学生。

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是高职院校的法定职
责。在多年实践探索中，学校已逐步融通了全日制
教育和非全日制培训教育工作，围绕高素质农民培
育的目标和特点，将“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高职
教育“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要求贯穿其中，
突出“素质、能力、情感”三要素，探索形成了“三维
度”( 精度、深度、温度) 相结合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
式( 见图 1) 。

图 1 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三维度”

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

( 一) 坚持素质为先，做好“精度”培育
学校与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农业企业( 家

庭农场) 等通过“政策共向、队伍共组”，制订培育标
准，共组培育队伍，共解培育难题，共树培育品牌，通
过“精度”培育提升农民学员素质。

1．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精细制订培育标准
构建“产教命运共同体”必须引入产业标准，学

校与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农业企业 ( 家庭农
场) 深度合作，围绕农业特点，从“生产技术线、经营
管理线、政策服务线”三个方面设计培育课程体系，
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现场考察相结合，达到能力
提升、开阔眼界、拓宽思维，全方位提高农民的综合
素质。针对粮食、花木、果蔬、养殖等不同门类生产
的需求，设计不同的农民培育标准，明确应知应会内
容，对照标准培育。建立优秀农民学员评价体系，引
进“学分银行”概念，将学员实践成绩纳入评价体
系，激发了学员学习热情。

2．以保障培育质量为基准，精心配备师资队伍
学校与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在学校教师和省内外

行业专家中遴选培育师资，从老学员中推选经验丰
富、成绩突出的“土专家、田秀才”参与教学指导，首
创农民培育首席专家制度，建立学术班主任和专业
导师制度，采取“新老学员沟通、跨越产业融通、专家
团队联通”，建立一支“土洋结合、门类齐全、学员欢
迎”的教师队伍，同时建立授课教师随时为农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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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服务机制，积极为学员提供从开始种植养殖
到最终受益的一条龙服务。做到短期培训与长期指
导服务相结合，培训、指导、服务“三位一体”，切实
提高高素质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在现代农业发展
中的带动能力。

3．以帮助解难纾困为前提，精准设计跟踪指导
学校实施“技术专家全程跟踪助发展、新老学员

结对帮扶带升级、牵线政府部门联动服务促转型”，
建立学员产业档案，充分发挥学术班主任作用，组织
成立专家小组，在生产季、收获季到田间地头实地察
看，精准设计生产、销售、管理等服务方案，有针对性
地帮助学员解决实际问题，并送技术、送信息上门，
受到学员广泛欢迎。

4．以树立农培品牌为核心，精致运作服务管理
学校针对不同班次的农民学员特点，从课程设

计、生活起居、交通安排、考察路线、基地确立等方
面，建立个性化、精致化的运作图。学校考察认证设
计的苏浙美丽乡村学习考察路线图、农民学员赴台
湾学习精致农业运作路线图等［2］，均已成为省内外
兄弟院校农民培训所共享的经验。近几年，学校已
接待了全国 30 余所农培机构参访，他们重点考察学
习农民培育精致化服务管理方式。

( 二) 坚持能力为本，做好“深度”培育
学校与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农业企业( 家

庭农场) 等通过“平台共建、资源共用”，共建扬州市
行业培训中心等平台，共享优秀学员家庭农场等资
源，将之用于农民培育，通过“深度”培育提升农民
学员能力。

1．实现由生手向熟手的能力递进
农民学员入学时虽已积累了一定的种养经验，

但很多人在专业基础知识、产业认知方面还是“生
手”。在这个阶段，以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为主，学校
利用自有平台，让学员通过基本素质和专业能力平
台课程的学习，实现基础技能与现有产业认知的相
互融通。

2．实现由熟手向能手的能力递进
这个阶段以专业能力平台课程的学习与锻炼为

主，分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职业素养培养、新技术
新技能培养、产品销售管理能力培养四个方面。学
校充分利用与行业共建的各类平台，实现学员专业
能力与综合素养融通。

3．实现由能手向高手的能力递进
学员通过境内外考察学习交流，结合生产实际，

应用培训所学，并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做好产业规

划，提升产业质态，实现职业能力与产业规划融通。
学校遴选学员中的“高手”特聘为项目讲师，在其家
庭农场现场教学，给学员们手把手地讲授种养经验。
“深度”培育突出“因材施教、一跟到底”的做

法，从农民学员进校到结业离校，连续跟踪指导服务
到困纾解难题、产业上规模、带动一方富、示范带好
头。学校“推”着农民走上职业化之路［3］，让农民学
员找到自己出彩的舞台。

( 三) 坚持情感为要，做好“温度”培育
学校与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农业企业( 家

庭农场) 等构建“产教命运共同体”的基石是“愿景
共同”，产教合作方均坚守初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通过“温度”培育彰显产教合作方最质朴的情
感。

1．真情培育
产教合作方坚持党管教育，牢记育人方向，以培

养千千万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为己任，带着
初心、带着真情做农民培育，这也是“产教命运共同
体”的共同愿景。在农民培训班成立临时党支部，实
现农民学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开
展党日活动组织专家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央一号文
件等，编印宣讲手册，让学员通过组织生活紧扣时代
脉搏，找准事业发展方向。定期举办“厅长会客
厅”，邀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领导给农民学员答疑解
惑，互动交流，既让学员了解政策，又让厅长了解学
员。

2．温情培育
学校关注并分析农民学员信息，通过举办学员

生日会，及时送上师生祝福，给过生日的学员带来惊
喜。学校农民培训班大都开班于农闲时段，往往临
近春节，学校就组织校书法协会会员给学员们现场
书写春联，送“福“上门;开班典礼时，学员们往往起
早贪黑赶来，班级管理人员则及时送上一杯热茶、一
块烧饼;集中学习时，学校认真审核学员菜单、注重
营养搭配和不同地区口味要求;外出考察时，则提供
好天气预报和随队药箱，以备不时之需。学员评价
这是“最有温度的培训”，班集体成为“真正共同体”
“最温馨的家”。

3．激情培育
培育中突出创业创新教育。组织“学员沙龙”，

邀请嘉宾介绍农业产业新特点，由国内农业到国外
农业，由农业产业到乡村旅游，由新技术应用到发展
前景展望。学员们可提问，可演讲，可与嘉宾对接交
流。通过培育，激发学员创业创新的激情。学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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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扬州沿湖村开展校村合作，定期送教上门，进行渔
民创业指导和渔村转型发展专项培训，初步实现了
富民强村目标，该村先后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
级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4．亲情培育
学校把学员当作亲人，学员把学校当成“母

亲”。2018 年 1 月，江苏连下两场暴雪，从东北到江
苏创业的一位女学员，经营五六年的家庭农场几乎
被暴雪全部压垮，学校得知情况后，请来省厅领导带
队，带着规划专家、钢结构专家到她的家庭农场，现
场分析大棚倒塌原因并指导重建，让她重新燃起创
业发展的信心。学校在全省最早遴选出农民学员作
为学校成人大专班的学生，通过“学分银行”认可农
民培训班的学分，让学员能获得大专文凭，这也为
2019年面向社会人员招生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结业典礼上，学员们亲切地称扬州职大为“母校”，
省厅领导评价说:“农民培训班学员能认同扬州职大
为母校，证明学校农民培育成效很突出、润物细无
声。”

三、在产教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农民培育的
初步成效
“三维度”农民培育，使“产教命运共同体”合作

方均从中受益，达到了“成果共享”的目标。已初步
形成学校与农业领域产教命运与共、合作同频共振
的良好局面。

( 一) 从产业方看，培育有利于农民高素质成长
农民学员通过“三维度”培育，素质得到提高，

能力得到增强，在推进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中
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并涌现出一批有想法、有
拼劲的高素质农民。自 2016 年以来，在学校参加培
训的农民学员创办家庭农场、成立农业公司、牵头组

建农业合作社 576 家，获评省市级示范基地 173 家。
学员中，获得省级劳模表彰的 1 名，县( 市、区) 级十
佳农民 5 名，参加农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奖励的有
11 人次; 3 人次获得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 专家、能
手) ; 1 人获省青年五四奖章提名，1 人获市新长征突
击手称号，其他各级各类表彰 168 人次。可见，培育
助力了学员成长、成才、成功。

( 二) 从教育方看，培育有利于学校高质量发展
通过“三维度”培育，学校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教

学改革，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16 年以
来，扬州市行业培训中心、江苏省首个乡土人才研修
学院、江苏开放大学乡村振兴学院等先后设在学校。
2015 － 2019 年，学校已连续五年荣获江苏省农民培
训工作先进集体，多次荣获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
程”先进集体。2019 年，学校高素质农民培育案例
入选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十大宣介”典型案例。
其溢出效应不断显现，陕西榆林、浙江湖州、江苏昆
山等地农业主管部门先后来学校订制适合当地要求
的农民培训班。学校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已成为江
苏省农民培育工作的一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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