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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靠山小镇鸟瞰图

四、结语

我国乡村差异显著，多样性分化的趋势仍将延续，远郊乡村作为城市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价值亟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本文通过对武汉市远郊乡村地区的现状特征进行分析，
结合国内城市相关经验，以“单元式振兴”为切入点，探索大城市远郊乡村在空间资源、产业
发展、服务设施、协作机制等方面共建共享的规划响应策略，以新洲区靠山小镇片区规划和
实践为例进行详细剖析，是促进大城市远郊乡村地区全面升级发展、实现由“政府输血”变为
“市场造血”的有益探索。

随着我国建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非农
产业转移，但多数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从事建筑施工一线作业，导致建筑业农民工“低
文化、老龄化、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农民工文化程度低、受教育程度有限导致就业
空间狭小，同时科技发展、建筑业转型升级造成传统就业岗位减少，是造成农民工就业
难、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有保障就业事关民生福
祉，事关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JIAO YU

教
育

职业教育助力稳边固边兴边富边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业农民工技能培训实践

文＿韩祖丽［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建筑材料）学院，院长，副教授］

陈羽玲［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建筑材料）学院，副教授，硕士］

吴春梅［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建筑材料）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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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边实践、边推广、边总结，2017年12月形成了“三级耦合五方协同全程分段”的建筑业
农民工培训模式，开发了培训项目、课程、教材、线上学习平台，为大规模开展建筑业农民工
培训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新实践的内容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着力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培训教育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民工培训体系不完善，
无法满足终身学习的需求。现有农民工培训以工种培训为主，以考取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为目标，知识体系单一。第二，农民工培训与就业脱节，培训后跟踪指导服务不到位。培训、
就业分离，没有考量培训内容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度，培训机构少有跟踪农民工就业动态。第
三，农民工学情差距大，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农民工群体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教学过程中
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1.构建“一主多元，三级耦合”的培训体系

依托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在
学校建立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建筑工人培训基地等13个培训基地，组建农民工培训教育学院；
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开设园中校、在大型企业开设企中校共8个培训基地作为农民工培训教育
学院分院；在村镇、专业合作社设立农民工教学点28个；以政府为引导、学校为主体、行业
企业等社会多元参与，构建“以农民工培训教育学院为总院，以园中校和企中校为分院，各村
镇、合作社为教学点”的三级网络体系，覆盖建筑业农民工岗前培训、职业技能提升、鉴定考
评、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等。基于建筑业农民工职业生涯发展、建筑业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技

图1  “一主多元，三级耦合”的培训体系

能提升的多重需要，将建筑业
农民工培养纳入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当中，通过三级网络的耦
合，使建筑业农民工技能提升
的同时，也可推动建筑工匠向
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项目经理
职业岗位递进，通过定向培
养、开放培育、专项培训的有
机结合，形成校企联动、工学
交替、共享开放、终身学习的
“一主多元，三级耦合”的培
训体系（见图1）。

一、实践背景和基础

（一）实践的背景

广西崇左市地处我国西南部，被誉为“南疆国门”，边境线长533千米，有4个县（市）
与越南接壤，是中国口岸最多的边境城市和中国通往东盟的陆路门户。依托中国（广西）自由
贸易试验区崇左片区等政策红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如今遇到了建筑农民工“用
工荒”这个严峻的形势。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
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特别强调要从根本上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解决供
需关系的结构性矛盾。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广西时强调，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
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长期以来面向建筑业农民工的培训以粗放型培训为主，导致培训吸引力不强、组织管理
难、培训促进就业、助力农民致富成效不明显。

（二）实践的过程

1.筑巢引凤（研究探索阶段：2011—2014年）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从2009年开展建筑业农民工
技能培训。2009年2月，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
的通知》（教职成〔2009〕5号）；2009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出
台《关于印发2009年广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基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劳社发〔2009〕83
号）；201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桂政办发〔2018〕29号）。为此，从2009年5月开始，学院相关成果主要完成人主动
与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开展培训需求调研、开发培训项目、制订培训方案等，为培训做好准备。

2011年9月起，学院与崇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作的返乡农民工建筑工匠培训班开
班，在学校、政府、企业等的通力协作下，培训取得了较好效果。

2.引凤筑巢（实践检验阶段：2014—2017年）

在前期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继返乡农民工培训取得显著成效后，2014—2017年，依托广
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教育厅、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崇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在
学校建立的13个培训基地，构建了“一主多元，三级耦合”的建筑业农民工培养体系；设计了
课程体系模块化、培训内容项目化、培训手段信息化、考核评价社会化的“四化并行”培训模
式；创新了全程分段、内外并举、虚实结合的培训组织模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民工技能培
训整体解决方案。

3.总结提炼（推广应用阶段：2017—2021年）

针对不同类型的培训对象，始终遵循培训需求调研—编制培训方案—开发培训项目、课
程—培训准备—培训实施—培训诊断—成果反馈的工作思路，认真办好每一期培训班。通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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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全程分段，内外并举，虚实结合”的培训模式 

根据建筑业农民工农闲务工、农忙务农的特点，采取“一乡一岗一班”“一村一岗一
班”“一屯一岗一班”的组织方式，坚持“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运用“工地课堂”“田园课堂”“校园课堂”等线下面授和“网络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等
授课形式，将培训过程分成若干段进行，务工时在园中校、企中校业余培训班学习，农忙时送
教到乡（镇）、村屯、田间地头，避免工学矛盾，学习与生产两不误。

“校园课堂”是指学员集中在学校、实训基地进行通用类课程教学、职业技能鉴定；“工
地课堂”是指在工地开展现场集中教学，使工地化身课堂，以实操为主，学员边学边做，针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整改方案，提升技术技能；“田园课堂”是指在农忙时教师深入乡
（镇）、村屯教学点培训，送教上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网络学习
平台”是指利用手机、电脑登录在线教学平台自主学习（见图3）。

图3  建筑业农民工培育模式图

三、实践模式的特色与创新

（一）政校企多方参与，创新建筑业农民工培训体系

根据南疆国门边境地区建筑业发展现状、建筑风格、施工要求，结合学员在各职业阶段对
职业生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技能提升的需求，构建“以农民工培训教育学院为总院，
以园中校和企中校为分院，各村镇、合作社为教学点”的三级网络体系，三级网络相互耦合，
相辅相成，实现建筑工匠、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项目经理职业岗位的递进，形成终身开放、能
力递进的建筑业农民工培训体系。创新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培训资源、训后帮扶指导创业等

2.形成“五方协同，全程跟踪”的培训机制 

学院与市（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村委、建筑业企业五方协同，形成合力，共同开
展培训需求调研、诊断与分析，形成设计培训方案，在培训对象选送、培训模式、培训项目设
置、课程设计、教材开发、培训时间、培训管理、后勤保障、就业创业等方面精准施策，提升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市（县）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培训指标，学院负责招生、培训、训后跟
踪服务，乡（镇）、村委负责选送学员和后勤服务，建筑业企业负责对培训鉴定合格取得职业
（工种）证书的学员进行公司化管理和劳务派遣。

学院组建一支由学校教师、全国技术能手、建筑企业专家、致富建筑工匠、创业成功校友
组成的“善培训、精技术、懂管理”的培训服务团队，通过现场走访、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
训后跟踪回访，在职业技能、政策咨询、职业技能继续教育、学历提升、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
全方位服务。

3.形成“四化并行”的培训教学资源体系

根据区域城镇化建设和建筑业产业发展情况、农民文化水平，结合农民的创业意向，构建
了课程体系模块化、教学内容项目化、教学手段信息化、考核评价社会化的“四化并行”培训
教学资源体系。开发砌筑工等培训项目20个，“安全生产知识”等课程模块28个，编写钢筋
工等建筑工种培训讲义20本。培训项目实用性、针对性强，与建筑业产业发展、新技术、新工
艺紧密吻合；课程模块可根据培训对象灵活组合；讲义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与时俱进，学员
看得懂、学得进、用得上。开发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领域人才教育培训平台，涵盖钢筋
工、砌筑工、抹灰工、砌筑工等7个工种，以及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等13个现场专业人员
的教学视频及相关资源，方便学员自主学习（见图2）。

图2  “四化并行”培训教学资源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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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力求做到“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其价值在于通过分类培育和终生继续教育，实现
不同培养对象、培育路径及其职业岗位的相互转化融通，既考虑到现有建筑工匠和施工现场
专业人员的培养，又解决当前及未来“谁来建房子”和“如何与时俱进建好房子”等亟待解
决的问题，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建筑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是解决建筑业农民工
培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探索。

（二）闲忙结合灵活办班，创新培训组织方式

根据建筑业农民工“农闲务工、农忙务农”特点，采取“一乡一岗一班”“一村一岗
一班”“一屯一岗一班”“校内与校外”“集中与分散”、全程分段的培训组织方式，务工
时组织学员在园中校、企中校业余培训班学习，农忙时送教到乡（镇）、村屯，避免工学矛
盾，学习与生产两不误。其价值在于培训办班灵活，培训内容针对性强，为农民工提供“家
门口”“点单”式便捷的技能提升方式，有效解决了培训内容实用性不强、培训与农忙冲
突、学员组织难、过程管理难、培训内容对接难等建筑业培训突出问题。

（三）融入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方略，创新培训就业的闭环式服务模式

学校与市（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村委、建筑专业企业五方协同，形成合力，以
促进就业为导向，构建培训—就业推荐—训后跟踪的闭环式服务，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融
入党的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方略中。坚持教育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聚焦建筑业农民工“用
工荒”，紧紧围绕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致力于培养在城镇
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的新型建筑业农民工，并在训后帮扶指导参训农民工发
展成为带头人增加收入，相当部分学员成为建筑农民工致富带头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形成了培训带动就业、就业依托产业、产业发展助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现桂西南建筑业
发展提质增效，彰显职业教育在“稳边固边兴边富边”，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提振作用。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建筑业农民工培育的新模式；构建了“以农民工培训教育学院为总院，以园
中校和企中校为分院，各村镇、合作社为教学点”的三级终身培训体系；形成了建筑业农民
工培训实施方案；开发了特色培训资源和线上学习平台。自改革实践以来，开发培训项目20
个、课程模块28个，讲义20册；开发建设领域人才教育培训平台1个，包含7个工种、13个现
场专业人员的教学视频，累计5万人次使用；累计培训建筑业农民工2.1万余人次，助力5个县
成功脱贫摘帽。本文所提出的具体做法，可为乡村振兴工匠培训，八桂建工劳务品牌挖掘提
供参考借鉴。

注：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标准引领、创新驱动、平台支

撑’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编号：GXGZJG2021B084）研究成果。

安装工程造价课程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技术经济课程。该课与实际工程紧密相连，不
仅需要学生理解并掌握安装方向不同工程的专业图纸，识读并根据清单计价方法解决给排
水、通风空调、强电弱电等工程量及工程造价的问题，还需要学生懂得编制相对应的投标及
招标文件，课程的专业程度直接关联至建筑施工企业的所有建设决策及经济利益。如何在各
种专业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是新时代下各高校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教法改革的新命题。如今各高校的课程诊改进行得如火如荼，基于SWOT分析方
法实施教学改革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一种不可或缺的改革手段。

KE CHENG

课
程

基于SWOT分析的混合式教学课程
思政改革

——以安装工程造价课程为例

文＿崔  玉（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讲师、高级工程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