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适应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新需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主动适应一产“接二连三”融合

发展新需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在今年 8 月刚刚结束的国家级教学成果评选中，我校的

《“校园+田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创建与实践》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基于真实任务的中职“四六三职

场导学”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等两项教学成果被评为山东

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既是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有效指导的

结果，也是我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积极探索转

型发展新路径、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取得丰硕成果的充

分展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的关

键在产业兴旺,新型职业农民是产业生力军,如何汇聚资源

助力生力军,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近年来，我校立足 “中国蔬菜之乡”的地域优势，结合寿

光“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总体要求，坚持“对接产业提质量，为

农服务创特色”的思路，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我主持的《基



于“校园+田园”双园制模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路径研究与

实践》教学成果便是我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集中体现。

下面，我从六个方面向在座的各位汇报一下学校的具体

做法：

一、改革培养模式，引领农业发展

创新性实施“校园+田园”培养模式。构建职前教育职

后培育人才链，把中职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学生培育成“准新

型职业农民”，把普通农民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以“新科

技”引领学习积极性，借助“校园”打基础、学技术、习管

理，让学生掌握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等基础知识；利用“田

园”用知识、练技能、做管理，让学生学会网上营销、成本

核算等智慧农业新技术。双园共育，农学交替，能力递进，

科技富农。

2013 年以来，我校先后培育“准新型职业农民”2247

人，新型职业农民 3860 人，学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9.5 %以

上，2017 年更是 100%全就业，就业满意率达 98.6%。

二、改良课程体系，实现精准培养

构建 “三链对接”模块化课程体系。教育链精准对接

产业链、科技链，构建了包含公共基础与专业基础、专业技

能、高新科技运用、外向型能力素质、现代农业职业精神等

在内的现代农业五大模块化课程体系，开设 40 门课程，将



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融入二产，将网络营销、生态环保等

对接三产，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课程，扶志、扶智、

培技，满足农业“接二产”“连三产”融合发展新需求。

2013 年以来，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各类竞赛奖项 156 人

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蔬菜嫁接赛项获得 5个一等奖，

列全国第一。学生运营网店项目成功者不胜枚举，如寿光特

色农产品店、海水芹菜网店等，都取得了良好收益，单店月

销售额已达 10 万以上。

三、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养效果

创新自然式田园化教学模式。根据农情、学情，以学习

创业共同体组织教学；搭建“三产融合”的校园田园“产学

研用”一体化平台，先后建设了校园田园融合的蔬菜育苗组

培中心、植物医院、科技示范中心等 38 所实训基地，开办

了“家庭农场”“农产品网店”等创业实体；利用“城乡校

园课堂”、“田间地头课堂”、“网络空间课堂”实现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农闲”进“城乡校园课堂”，“农忙”

在“田园地头课堂”，课余时间上“网络空间课堂”，依托

“种好地”手机 APP，实行学生网上“点菜”，教师在线“下

厨”的方式，强化学员自主学习能力。

目前，已累计培育农村实用人才 22000 多人，解决技术

难题 7 万多个，推介优质农资 800 多种。全市新增农民专业



合作社 217 个，总数达 2569 家,已取得认证资格证的家庭农

场 1315 家。农民收入迅速增长，2016 年达到 27324 元，比

2007 年翻了三番还多，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最低的一年

也能拿到 10 万元左右的收入，在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排名

前列。

四、充实教学队伍，推动专业提升

建立双园联合、多师精准培养机制。聘请“能工巧匠”

进校园，建立学校教师、农技专家、田秀才、农场主等组成

的教学科研共同体，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实现技

术技能创新与人才培养同步。校内教师重在提升学生文化素

养和基础专业技能；田园师傅重在提升学生技术技能；农业、

科技等技术人员，通过科研项目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农场主

通过实体创业案例培养学生的经营管理能力，实现新型职业

农民全方位培养。

目前，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由 2012

年的 58%提升到 100%，进一步优化了师资队伍结构；建成了

山东省现代农艺技术教学团队 1 个；培育齐鲁名师 2 名、

潍坊及寿光市级教学名师 3 名；出版著作 11 部，在国家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11 篇。2017 年《道法自然，农学融合，培

养幸福的新型职业农民》获第七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



五、开展社会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积极对接社会服务项目，开展送教下乡、送学上门活动。

先后组织小儿推拿、面点制作、家政服务、电子商务等培训，

为寿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出突出贡献；作为寿光市社区

学院，依托 15 个镇街区社区分院，每年举办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班 50 余期。

自 2014 年起，借助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这

一平台，传播农业新技术、新理念，先后外派技术员 500 余

人次，推广农业新技术 60 多项，辐射 20 多万户农民，成果

输出到河北邯郸职教中心等 279 所学校；与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合作，先后在四川、青海、西藏、贵州、江西等地建设蔬

菜产业示范园区和产业基地，安置新型职业农民 1 万余人就

业，帮助 5 万多新型职业农民实现再就业，扶持带动 10 万

多户农民走上了致富增收之路，真正做到精准技术扶贫。

学校还牵头成立了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农

业职业教育工作委员会，成功举办了 2014 年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培养交流推进会,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农村与农业职业

教育发展研究论坛及 2017 年全国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现场会，真正让学校的办学成果惠及社会，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省级以上媒体多次对我校宣传报道，传递



办学经验。

六、弘扬乡贤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聚合乡土新时代精英，激活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我

校与寿光市文明办、关工委、日报社等联合成立了传统文化

宣教中心，组建了寿光市传统文化志愿者讲师团，深入社区、

农村、企业、校园等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宣

讲活动，组织乡村社区为 80 岁以上老人举办“饺子宴”，

倡导“孝心村”，打造道德品牌，凝聚道德力量，目前已逐

渐形成了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新乡贤文化。

同时，我校成立了书香寿光悦读推广中心，组建农民书

屋，倡导全民阅读，助力品质寿光、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

今后，我校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进一步更新观念、科研兴校、科技兴民，充分发

挥职业学校优势和特色，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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