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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平台 建基地 创品牌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裘村成校助推乡村振兴出实招

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宁波市奉化区裘村成校针对裘
村农业特色不强、农村产业薄弱、农
民收入不高的实际，联合农业部门、
农科院等涉农单位，开展深度调研，
制定培训方案，以“内涵提升、技能
培训、终身学习、耕读传承、绿色发
展、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

开展“一平台二内容三能
力”培训

所谓“一平台二内容三能力”培
训模式，即校企合作基地为学员培训
平台，两个学员培训内容 （理论知识
教学和实践技术培训），提升学员三种
能力 （基本职业能力、专项职业能
力、综合素质能力）。“乡村振兴，离

不开人才支撑。当前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种植技术更新换代，对农民的要
求更高。‘一平台二内容三能力’培训
模式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支撑。”裘村成校校长毛飞宇介绍
道。

裘村成校的培训模式赢得了当地农
民的良好口碑，“以前我们都是凭上辈
经验，不知道科学栽培，更没有专家指
导，辛苦一年赚不了多少钱，现在多亏
了毛校长，有了政府部门帮扶、专家指
导，赚的钱比过去翻了好几倍。”一位
种植户农民掩不住喜悦地说。

校企合作共建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基地

早在 5 年前，裘村成校与宁波星
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签订了协议，

建立裘村猕猴桃种植培训基地。共同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设计经营模
式。一方面开展“软枣猕猴桃”新品
种栽培试验；另一方面，利用基地现
有资源打造农家乐休闲旅游，扩大经
营范围拉长产业链。

裘村成校邀请相关专家开展猕猴

桃 种 植 技 术 培 训 ， 2020
年，近 40 个种植户参加了
系列培训，开展培训活动
6 次，共培训猕猴桃种植
户 235 人次。培训内容有
猕猴桃新品种栽培技术、
猕猴桃冬季修剪技术、物
联网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
等，使更多农民获得创业
的新思路、新方法。

一 分 耕 耘 ， 一 分 收
获。宁波星隆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平说：“星隆猕猴桃基
地与裘村成校合作的这些年，通过科
学规划、培训指导、资源互补，将原
先单一的猕猴桃种植发展成了产业、
科普、实践、休闲、创业基地，不仅
帮助基地实现增产增收，更带来国家
级别质量安全示范基地、浙江省精品

果园、宁波市家庭农场等荣誉。同时
还申报了研学基地，以农耕文化、劳
动实践、农作物认知为主题，让这里
成为学生们体验种植、了解农耕文化
知识的学习港湾。”

创“禅米”品牌做电商
直播

庄下村原采用传统种植模式种植
水稻，多年来农民收入未有起色。得
知情况后，裘村成校积极介入了庄下
村稻米种植与包装销售工作，主动联
系市农科院，引进了南粳 46 号优质香
米品种。2020 年试种了 5 亩，利用布
袋和尚曾在此处种稻的“摸六株”典
故，打造“禅米”，并注册“六株”商
标。同时为“禅米”设计了精美包
装，生产的大米由原先收购的每斤 1.5

元上升到现在的每斤 8—10 元，大大
提高了每亩的经济价值。在裘村成校
的帮助下，庄下村积极申报农业创新
项目，争取到 50 万元补助，在庄下村
搭建了种植大棚，按照草莓—西瓜—
水稻—麦子的顺序在棚内开展果蔬轮
作。

开展“摘—品—学—游”系列特
色活动，通过引导游客走进特色园区
采摘采购特色农产品，在满足游客休
闲生活的同时，实现农产品就地商品
价值转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为
农民就业创造机会，真正激活了乡村
发展新活力。

接 下 来 ， 裘 村 成 校 还 计 划 在 淘
宝、京东上开展电商直播，打通农产
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借助互联网
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将农产品和电
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开展农产品销售
服务，打造农产品信息化平台，进一
步推动裘村镇农业经济发展，帮助农
民实现在家就能销售的梦想。“毛校长
一直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的人，为裘村镇的乡村振兴出主意、
办实事、做好事，几年来为当地农民
增产增收作出了很大贡献。”裘村镇领
导刘建芳说。

（陆和杰）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再探
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了 9.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7%。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内容之一，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
习中随处可见互联网的使用。随着互联
网的迅速普及，网络交友、购物聊天、
浏览网页等操作都被以数据的形式记录
下来，海量的用户数据随之产生，大数
据时代由此产生，并改变着每个人的生
活方式及认识、理解社会的思维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处于运动发展更新的过程
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带
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学校要充分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既促进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发展，又规避大数据应用可
能导致的风险。

重 庆 青 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创 建 于
1954 年，是重庆市政府部门举办、国
家教育部门备案、重庆市教育部门主

管、面向全国招生的全日制公办普通
高等学校。学院始终坚持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
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
人”工作体系，充分将大数据技术运
用于思政教育之中，有效提高了学院
思政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
性。

整合思政教育资源，丰富
思政教育内容

充分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优势
整合思政教育资源、丰富思政教育内
容，营造良好的思政教育氛围，能有
效地促进高校思政教育的效率与效
果，更好地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
发展。

学 院 将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打造的红岩精神特色思政课“传
承 红 色 基 因 争 做 时 代 新 人—— 红

岩革命故事展演”引进学院，通过
将大数据技术融入讲、诵、展、演
等鲜活舞台形式中，为师生们呈现
了 一 堂 有 温 度 、 有 情 怀 、 有 深 度 、
有力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
重将线上教学和线下社会实践活动
相 结 合 ， 重 点 开 展 了 “ ‘ 全 城 抗
疫，有你有我’讲好战疫故事微视
频制作线上实践活动”和“‘吟诗
颂词 走近经典’毛泽东诗词在线
朗诵比赛”两项实践活动，旨在提
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效果，增
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 能 力 等 ； 开 展 “ 思 政 在 线 小 课
堂 ”， 积 极 开 展 爱 国 主 义 和 家 国 情
怀、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正视制
度和规则、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等方面的教育，以创新的授课方式

上好上活思政课。

创新教育实践，优化思政
教育方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紧跟时代的
发展而进步，充分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技
术优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方法，
运用“互联网+”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共享化、信息化，努力为高校师生
创造资源更丰富的教育平台，并实现教
育资源的有效共享。同时，充分运用短
视频、微电影及VR、AR等技术，实施
情境模拟教学，增强大学生的体验感与
参与感，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
性。

学院结合重庆市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 平 台 、“ 课 堂 派 ”、“ 蓝 墨 云 班 ”、

“雨课堂”、QQ 群等平台，以“电子
教材+在线课程平台资源+线上组织教
学”的教学模式，上好全院在线思政

课；学院着手建设“成渝双城红色旅
游虚拟仿真公共实践基地”，着力打
造“理实一体、虚实结合、智慧化、
共享化”兼具“情境化、流程化、岗
位化”的“5G+3D+VR”的红色旅游
虚拟仿真教育资源平台，利用“VR+
红色教育”对全院大学生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筑牢学生的理
想信念，提升课程思政铸魂育人的实
效；连续多年举行“大学生讲思政课
公开课展示”活动，2020 年以“向上
向善 知行合一”“让青春为祖国绽
放”为主题的思政课作品参加由教育
部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的 “ 绽 放 抗 疫 青 春 · 决 胜 全 面 小
康”——第四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
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在最终入围全
国总决赛的 100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
得优秀奖。

强化大数据应用能力，提
高教师素质

大数据时代的思政教育工作者既应
该具备较强的专业教学能力，还应该具
备科学的大数据思维，并根据时代的进
步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从而充分运用
大数据平台收集学生数据，作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依据。

学院特邀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技术制
作团队开展交流研讨并进行了思政 VR
现场体验，教师们亲身体验了思政虚
拟仿真课程，都感觉项目的历史感、
体验感、现场感非常强烈；特别邀请
多位课程思政专家为全院专兼职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培训。全院教师运
用大数据的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商务
礼仪与沟通”“管理学基础”等 4 门课
被重庆市教育部门认定为线上线下混
合式一流课程；组织参加了重庆市第
六届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并荣获高职
组一等奖的好成绩，展示了学院教师
不断强化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应用的成效；报送的 《与子
同袍》等3部微电影作品分别荣获全国
职业院校“传承的力量”微视频大赛

（重庆赛区） 一、二等奖。
（罗进）

奏响农业职教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化办学实录

聚力树标杆
成为农业职教国际化的

探索者

建立农业产业学院，凸显办学特
色。一是建立海外产业学院。2020 年
学校与马来西亚泗里奎民立中学、广
东农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热带
农业现代产业学院”，开展订单式培养
项目，设置了作物生产技术等 8 个符
合热带农业需求的专业，为广东农垦
和周边东南亚各国培养各类农业技术
人才。产业学院的建立，扩大了学校
国际化办学交流合作渠道，创新了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海外人才培
养模式。二是开发 16 部热带农业多语
种培训教材。2020 年，学校投入 90 万
元用于援外培训课程的开发，根据援
外培训课程的内容，学校开发了 16 部
热带作物栽培技术国际培训系列教材
和果蔬栽培技术中文、英文、法文等
多语种系列培训教材，凸显了学校的

“农”字办学特色。

承接援外农业培训，体现责任
担当。作为华南农垦培训中心，学校
一直以来承担着农业领域的培训任
务，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来，学
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
业 领 域 务 实 合 作 ， 2018—2019 年学
校承接了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 10 个
援外培训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的农业官员、农业管理人员
及农业技术人员 187 人在学校开展培
训，体现了学校办学实力和社会责任
担当。

着力国际标准开发，彰显服务产
出。近年来，学校特别关注职业教育
中行业标准、课程标准的开发和应
用，学校制定的行业标准 《橡胶加工
安全生产规范》，被泰国知名橡胶生产
企业 （泰华树胶） 的 22 个工厂和广东
农垦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 4 个国家的 5 家海外分公司认
定和采用；开发的“广东商业环境”
课程标准被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
3 个国家共 22 所职业院校采用；学校
BTEC 教育中心开发的 Human Capi-
tal Management （ 《 人 力 资 本 管
理》） 和 Executive Recruitment So-
lutions （ 《猎 头 实 务》 ） 的 课 程 标

准，归入英国培生集团 BTEC HND
新大纲 HRM （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
在 120 个国家的 7000 多个 BTEC 中心
使用。

注重科研能力提升，增强服务水
平。成立了以服务“一带一路”为核
心的东南亚研究所，取得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2019 年杜方敏校长负责的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国际化创新团队”
获批广东省高校创新团队，团队成员
立项 17 项省级以上国际化相关课题。
2020 年杜方敏校长主持的“现代农业
职业教育服务企业‘走出去’模式与
路径”获教育部门职教研究所横向课
题立项。2020 年学校教师出版国际化
办学专著 《解码高职院校国际化探索
创新》 和 《英国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实
践研究——以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奋力“走出去”
成为服务海外企业的开

拓者

搭建“走出去”平台，聚焦农垦
产业。广东农垦主要从事国家战略资
源天然橡胶产业，目前，海外共有 42
个独立运营的橡胶种植、加工和贸易
项目，是我国现代农业“走出去”发
展的开拓者。学校坚持“立足农垦、
服务社会”的办学定位，秉承“垦区
产业发展到哪里，学校专业服务到哪
里”的服务理念，建立了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学习中心”“柬埔
寨学习中心”“东南亚热带农业职业技
术教育基地”，为海外农垦企业提供全
方位服务。

教师“走出去”培训，再造“海
外新农垦”。为进一步拓展广东农垦海
外市场，实现再造“海外新农垦”目
标，学校与泰华树胶 （大众） 有限公
司、广垦橡胶 （砂捞越） 种植有限公

司合作建立“海外培训中心”，选派
24 位骨干教师“走出去”到广东农垦
海外企业开展培训，为广东农垦 27 家
海外企业员工培训 10038 人/次，提升
了广东农垦跨国经营管理人员的专业
能力、经营能力和适应能力，培养了
海外员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企业
文化的认同。

学生“走出去”实习，提供人才
支持。自学校 2012 年率先在广东同类
院校中开设泰语、柬埔寨语、马来语
等 6 门 东 南 亚 小 语 种 课 以 来 ， 已 有
4000 多名学生完成了学习。学校每年
暑期选派在校生赴广东农垦橡胶海外
基地进行实习，强化实践技能。近年
来，共选派 22 批共 269 人赴泰国、马
来西亚实习，受到学生和企业欢迎，
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再结硕果，为
学校服务广东农垦“走出去”发展战
略提供了人才支持。

积极投入“走出去”建设，提供
技术支撑。学校与茂名农垦合作建立
橡胶育种中心，保证了“走出去”橡
胶种植的种苗需求，提高了良种率。
校长杜方敏教授参与了广东农垦收购
泰国泰华树胶的工作，为广东农垦

“走出去”提供技术支撑，提升了广东
农垦企业参与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
能力。学校教师完成了“农垦企业

‘走出去’发展天然橡胶产业的区域选
择理论与实践探索”“农垦企业‘走出
去’跨国并购投资模式研究”“广东农
垦橡胶‘走出去’战略实施分析”“关
于广东农垦商业模式改革的探讨”等
课题研究，提升了服务农垦的专业水
平。

全力育人才
成为人才培养国际化的

践行者

拓展国际生项目，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近年来，学校坚
持 “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以 成 果 为 导
向 、 持 续 改 进 ” 的 OBE 教 育 模 式 ，
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学贯中西的高
素 质 技 能 型 人 才 ， 学 校 将 招 收 和
培 养 国 际 学 生 作 为 国 际 化 办 学 的
重 要 举 措 。 共 招 收 来 自 泰 国 、 马
来 西 亚 、 丹 麦 、 荷 兰 等 30 多 个 国
家 的 258 名 国 际 学 生 ， 通 过 举 办

“ 粤 知 丹 麦 ”“ 非 遗 画 展 ”“ 国 际 文
化 节 ” 等 校 园 文 化 精 品 活 动 ， 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注 入 新 活
力。

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大赛，展示技
术技能风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
国际性技能赛事，学生在“2017 （新
加坡） 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获得

“金质奖”，3 名国际生参加“2018 机
器人国际交流赛”获得一等奖，学生
在“2018 韩国邱礼国际花艺大赛”中
获得“特选奖”，在“2019 （新加坡）
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获得“金质
奖”和“最佳表现奖”，在“2019 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获得金
奖。开阔了学生国际视野，提升了人
才培养质量。

充分利用学生互访项目，强化
对外交流合作。按照互利共赢的合
作理念，学校与泰国、马来西亚等
国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选派 6 批共
256 名 学 生 先 后 到 泰 国 博 仁 大 学 、
格乐大学、清迈职业学院以及 马 来
西 亚 砂 拉 越 科 技 大 学 等 院 校 进 行
游 学 活 动 ； 接 收 马 来 西 亚 砂 拉 越
科 技 大 学 学 生 、 泰 国 中 国 桥 有 限
公 司 学 员 到 学 校 访 学 共 165 人 。 双
方访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推动了双
方 在 专 业 领 域 和 文 化 领 域 的 更 好
碰 撞 融 合 ， 增 进 了 彼 此 之 间 的 交
流。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做好海外企
业人才储备。学校与泰国博仁大学、
格乐大学开展学分互认项目。与格乐

大学开设的学分互认项目共招收了 84
名学生，开设的会计和金融专业为广
东农垦泰国企业量身定做，学生赴东
南亚实习和培训，毕业可直接进入相
关企业就业。增加了学生海外实习和
就业机会，提高了服务广东农垦海外
企业的能力。

传播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塑造职
业教育品牌。近年来，学校致力于把
先进的高职教育理念传播到东南亚国
家。一是输出成熟的热带农业技术，
培养和造就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泰
国、马来西亚共建了 3 个“国际交流
合作中心”、1 个“海外教育合作与招
生处”、1 个“国际教育基地”，实现
了互利共赢。二是与东南亚国家 26 所
学校建立了姊妹院校关系，在教学、
科研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塑造了东
南亚职业教育品牌。三是教师在东南
亚等国开展农业、电子商务、商务英
语、对外汉语等课程的培训，提升了
当地学员的职业能力，展现了学校的
师资水平。

随 着 服 务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等
一系列举措的落实，学校国际化办
学水平极大提升，不少国外政府机
构、高校、企业以及部分国家元首
慕名来访，就校企合作、校校合作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究，《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 杂志、广东电视
台、《南方日报》 以及马来西亚 《星
洲日报》《诗华日报》 等媒体报道了
学校国际化办学成果，开创了学校
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的新
格局，国际化办学迈向新征程。“十
四五”期间，学校国际化建设将以
优质的资源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
产能合作行动，致力于推进“海外
产业学院”项目、“中文+技能”项
目、“鲁班工坊”项目和粤港澳交流
合作项目等，为培养国际产能合作
急需人才，奏响农业职业教育共同
体的时代强音。

（陈慧 杜方敏）

近 年 来 ， 广 东 农 工 商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致 力 于 服 务 “ 一 带 一
路”倡议，按照“国际化、走出去、请进来、提水平”的合作
理念，积极与英国、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开展广泛合
作，着力开发课程标准、行业标准，承担农业农村部门援外培
训项目，建立海外“热带农业现代产业学院”等，在输出现代
农业职业教育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构建了以“六化”（教
育理念国际化、社会服务国际化、专业课程国际化、标准体系
国际化、教师发展国际化、学生培养国际化） 为主体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模式。学校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高职
院 校 国 际 影 响 力 50 强 ”， 2020 年 学 校 BTEC 教 育 中 心 获 得

“BTEC 大中华区卓越贡献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