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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
方法与机制创新

□ 王翊覃

[摘   要] 高职院校教育工作的实施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必要开展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
方法与机制创新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现状，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方法，提出
基于高职院校现代化技术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布局高职院校城乡职业教育、融合高职院校社会保障制度创
新城乡融合服务保障机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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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所提出的乡村新型发展战略，此项发展战略中，高职
院校对于城乡融合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是高职院校
教育工作的实施满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性需求[1]。
通过教育，可以提升农村居民思想文化认知。二是高职
院校为城乡融合发展引擎提供了支撑。在农村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其主要经济支撑为农业生产劳动力，尽管此
种方式可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由于该种生活方
式较为单一，无法真正实现城乡融合。而高职院校教育
可为其提供多种服务，同时延伸农业产业链，以提高产
出成果、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释放农村经济活力[2]。在相
关研究中已明确提出，高职院校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服
务与支撑效果显著，而要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需要高职
院校提供更多的支撑。基于此，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开展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方法与机制创新研究。

1  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现状
尽管高职院校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并为其

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结合发展现状，高职院校在服务
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第一，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无法与城乡融合发
展工作有效衔接。在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一味地追求
学生的升学率、就业率，却忽略了对学生职业教育的培
养，导致教育内容与城乡发展内容存在脱节的现象[3]。
因此，目前高职院校开展的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与现
实需求不符。

第二，高职院校生源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该现

象导致实际工作的开展无法获得地方政府的保障。通过
对现阶段高职院校的教育制度进行分析，发现可服务于
农村城乡融合的教育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缺少新型职业
农民教育和新型农业经营性主体教育等内容。这就导致
职业教育发展受到限制，在教学体系中高职院校也无法
结合乡村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人才的调控与分布，导致部
分经济落后地区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三，高职院校服务工作的实施行为较为单一，
未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在该过程中，应明确
高职院校教育工作的实施不能只依靠自身，应寻求地
方政府、行政单位、龙头企业等多方面的配合，以实现
教学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达到职业教育培养的工学结合
目标。目前，高职院校的发展存在人才输出方式较为单
一、教学体系中内容与农业建设相关知识点较少、专业
教师队伍数量较少与教学质量较差等问题。

上述提出的问题均会导致高职院校教学效果不佳，
从而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的实施，无法发挥并落实高
职院校在城乡融合工作中的实质性服务作用。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方法
2.1  利用高职院校现代化技术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
在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利

用自身的现代教育手段和先进技术，培养更多的高素质
人才[4]。这不仅利于实现乡村规范化管理，同时能进一
步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例如，可传授学生农业种植、
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不断引进现代化生产技术，实现
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与智能化。同时，在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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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面覆盖的监测系统，定期防治作物病虫害、预测
天气情况等，以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将不可预测因素对
产出成果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将农业生产机械化转变
为农业生产自动化，实现农业种植智能化，以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提高乡村的社会地位，并为其创造更高的社
会效益与经济价值。通过以上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

2.2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布局高职院校城乡职业
教育

城乡融合服务项目主要功能是通过加强学生素质
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培养，强化地方居民对此方面工作的
认知，使其在相关工作中起到辅助性作用或推动性作
用[5]。因此，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全局的角度出
发，统筹规划，对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进
行合理化布局，发挥高职院校的教育优势。

第一，结合农村教育的现状，将高职院校教育内
容与乡村主要教育内容进行衔接。在各区域成立教育机
构，以此满足农村居民的学习需求，将教育机构或教育
院校设在各地区的核心地段，完善地方网络规划，搭建
综合性教育平台，为更多的农村居民、儿童提供高质量
的素质教育。

第二，加大对农村教育机构的培训力度，提高高职
院校服务成效和落实相关工作。例如，赋予地方高职院
校管理人员一定的管理权限和社会地位。在该基础上加
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与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地方政府之
间的合作与联系，将教育工作责任落实到个人，强化职
业文化教育的效果，及时更新教学内容，避免出现教学
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轨等问题。与此同时，提高农村职业
教育课程的时效性与实效性，为其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
资源。落实考核制度与信息反馈机制，确保教学成果和
城乡融合发展成果有效输出。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机制
创新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了确保高职院校服务
城乡融合工作的顺利实施，需融合高职院校社会保障制
度，对城乡融合服务保障机制进行创新[6]。例如，需要
高职院校人员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将职业教育工作的实
施与素质教育工作相融合。素质教育不仅涵盖成人教
育、职业技能教育，同时也要涵盖与农业基础发展相关
的教育内容，确保城乡融合中各个领域协同发展。

同时，要坚持以农为本的办学理念与原则，结合农
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解决“三农”教育问题，实现农村

教育向城市教育的转型，并将农村内部单一化的劳动力
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劳动力结构。同时，结合地方政府
出台的政策，在不断的尝试与实践中调整，借助开展职
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改进和完善。

4  实例分析
结合湖南省教育规划课题，以湖南省长沙高职院校

为研究对象，调查目前高职校服务农业产业化、助推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精准扶贫产业、融合规划等方面的薄
弱点。通过建立试点，树立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先
进理念，寻找高职院校服务城乡融合的有效切入点，探索
高职院校专业融合、校地融合、人才培养、产学研科技支
撑、“互联网+”助推、政策激励与引导、专业与产业协
同发展与升级、制度设计、政府与市场协同的有效途径。

通过实践摸索，长沙高职院校培养的服务城乡融合
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他们学习
掌握的涉农专业技能，填补了农业专家与农户间的技术
空白地带，带动了长沙的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服务农
村振兴探索了道路。

5  结语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开展高职院校服务城

乡融合的方法与机制创新研究，提出利用高职院校现代
化技术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布
局高职院校城乡职业教育、融合高职院校社会保障制度
创新城乡融合服务保障机制等措施，结合农村市场经济建
设现状、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通过完善职业规划等方
式，发挥高职院校在城乡融合工作中的社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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