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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以下简称聊职院建筑工程系)服务乡村人才振兴为例，通过调查，

初步了解当前聊城周边区域乡村人才需求情况，分析乡村建筑工程从业人员就业的意愿以及相关工作实

践，得出市域高职开展社会培训助力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着办学条件不完备、供需不平衡等现实问题，从

学校层面、企业层面和乡村建筑工程从业人员层面提出相关工作建议，为聊城地区市域高职教育开展社

会培训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发展提供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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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of Liaocheng Vocational and Tech-
nical Colle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of Liaoche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1
https://www.hanspub.org/


靖秀辉 
 

 

DOI: 10.12677/ae.2024.143371 304 教育进展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of serv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Through investiga-
tion, it initially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demand for rural talent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Liao-
cheng City, analyzes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practitioners to be employed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work practic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ity are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arrying out social training to assis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s faced with such practical 
problems as incomplete school conditions, imbalance in supply and demand, etc.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school level, enterprise level and rur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actitioners’ level, and provides working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aining for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in Liaoche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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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的关键和核心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乡村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对乡村人才振兴战略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通过高考入学的在校大学生，另外一类是通

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开展技术技能类培训培养社会人才，尤其是第二类，培养出的社会人才源

源不断地向乡村输送，能有效缓解乡村人才匮乏问题，可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依托。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与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机结合，鼓励教师参与多

种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工作，本文以此为契机，探索高职教育开展社会培训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

践路径，以期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2.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实践 

聊职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很早便是央财支持的重点专业，建筑工程系为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现场专业人员培训机构、山东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教育联盟理事单位、聊城市 BIM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成员单位、聊城市装配式建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员单位。 
自 2015 年以来，聊职院建筑工程系大力进行教育资源优化整合，与企业合作共建共享实训中心，建

设了建筑工程技术实训中心、工程管理实训中心、BIM 创新实训中心、建筑工程安全培训实训中心以及

建筑业特殊工种实训中心，2016 年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被列为山东省名校建设专业群。 
通过推进聊城地区周边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行之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社会

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源、课程资源、环境资源、信息资源等，切实解决了原有存在的“培训项目虽多但比

较散乱”等问题，提高了办学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并逐步形成 3 类社会培训服务齐头并进，各类公共

基础课程资源共享的育人模式(如图 1)，助力聊城市区域乡村人才振兴。 
整合后，聊职院建筑工程系每年开展建筑业从业人员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训 20 余期，培训学员 2000

多人次；2020~2021 年间聊城市“金蓝领”培训项目共计培训 2000 余人次；聊城市“新型现代学徒制”

培训项目共计培训 3000 余人次，提高了建筑类农民工的技术技能水平，拓宽了他们的再择业思路。

2020~2022 年期间，聊职院建筑工程系还开设了农民工上大学招生专项，退役士兵上大学订单培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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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解决了农民工上大学难的问题，也解决了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的问题，这些培养出来的农民工，返乡

就业，为乡村人才振兴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Figure 1. Social training programs carried out by vocational colleges 
图 1. 聊职院开展的社会培训项目 

 
聊职院建筑工程系还积极承担聊城市“技行天下”企业职工技能大赛(钢筋工、砌筑工、混凝土工)，

每年的参赛选手约 300 人次每项，在奖项设置上鼓励颁发第一名的选手为聊城市劳动奖章、聊城市技术

能手等荣誉证书，有效地激励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精益求精，勤学苦练的工匠精神。 
聊职院建筑工程系开展第三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主要开展的工种有钢筋工、焊工和电工。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与鉴定工作的开展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有力助手。 
此外，聊职院建筑工程系践行以学生为根本、以优质教师队伍为保障、以鲁班文化为引领的教育理

念，通过优化建筑专业结构，构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提高了学生职业素养和专业

技能，为乡村振兴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乡村企业对聊职院人才需求旺盛，订单班毕业生供不应求，

就业率高达 99%。 

3. 职业教育乡村人才振兴发展面临的问题 

1) 政企行校共同推进合作程度不够深 
当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业已消除，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高职教育在脱

贫攻坚和反贫困治理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目前，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表现上看，聊职院建工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与市域企业、政府部门、

相关行业常态化合作的机制，在政企行校合作中仍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重要决策和政府工

作中去，没有很好发挥出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的作用。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但与之相比，企业的态度不太积极。这跟聊城本地的

情况有关系。聊城地区一方面企业综合实力不强，另一方面企业相关的管理人才严重缺失，在管理过程

中能做到提前谋划和全盘考虑的优质企业不多。甚至于有的农民工在该企业工作连基本的保障就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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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以由于某些培训项目条件的限制，致使部分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培训资格。除此以外，还有部分

企业与学校也还没有达成共同培养农民工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共识。有一些企业只有面临项目开

工时无技术人才可用才想到去学校里招人或者临时培训，平时与职业学院主动对接的意识很薄弱，更谈

不上主动与职业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了。 
2) 师资队伍整体结构不合理 
职业院校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有助于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人才。而现实情况是职业院校

里教师队伍中真正有企业实践经验的人不多，大多数是一毕业就去学校任教，只有在寒暑假通过教师顶

岗实践进行企业挂职锻炼。因此教师队伍中呈现实践教学水平两极分化的状态，努力钻研、积极掌握实

践技能的教师已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教学名师、专家型名师；而不求上进、随遇而安的

教师则无法胜任稍有难度的社会服务及培训工作，而新进的年轻教师首先需要厘清教学方面的繁多工作，

在有额外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在具有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开展小范围的社会服务工作，其职业成长

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出现教师队伍整体结构不够合理，年轻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 
3) 社会服务优势资源整合度不够  
部分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被动思想[2]，主要表现是上级主管部门让做什

么才做什么，不让做什么就不主动的去开拓社会服务工作，不能够积极主动地整合已有的资源，或者对

政策资源整合不够，没有根据自身特点和专长找准乡村振兴和院校自身发展的契合点，不能够充分利用

有关政策推动高职院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另外，职业院校一些办学质量好的专业，也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优点，没有通过自身特色和优势进一

步为服务乡村振兴量身打造带有专业特色的科研创新平台，在引导教师服务于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教师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不够显著。 
高等职业院校在多年办学过程中已然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一些人才已在

乡村基层、相关部门、 相关岗位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发挥了关键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3]。职业院校应

牢牢抓住这部分返乡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人才，并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加强这类社会资源的整合，与

之深入开展交流合作，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作用。 

4. 高职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发展的建议 

1) 树立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理念和意识 
首先高职院校应不断剖析自身服务功能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结合职业院校各专业特色及相关专

业功能定位，寻求与乡村人才振兴理论的契合度，在明确为乡村人才振兴服务的基础上，积极转变社会

服务观念，不断探索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途径。 
其次，职业院校应不断增强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识，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助力乡村人才振

兴，将为乡村人才振兴服务的意识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2) 优化社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质量 
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和乡村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寻找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与农村职业培训的有效衔接途

径，充分利用职业教育资源，围绕乡村人才振兴，通过建立高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

式，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专业人才培训、职业素养、学历提升等服务力度，进一步深

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让职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在校企合作企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在职业院校中

设置相应的专业，针对性进行人才培养，使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快速与企业融为一体，促进企

业快速发展。 
3) 结合区域特点，发挥专业优势，加大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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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职院校专业技术优势，开展产业发展规划、技术咨询服务等活动，采用多种方式实施送教下

乡，将优质高职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为当地农民开展专业技术培训，给农民提供便利学习条件，满足

就地就近参加职业技能学习，当地农民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充分展现职业教育

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采取录制视频、线上直播、虚拟仿真等各种教学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4]，
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与教育力度，努力搭建职业教育助理乡村人才振兴的知识传授平台，把更多

的资源输送到乡村，让广大村民受益，助其成为农业农村中的职业技能人才主力。 

5. 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担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高职院校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有效整合教学资源，做好社会服务及培训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形式的社会培训服务项

目，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为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使农村经济得到更为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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