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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处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阶段，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三项行动”的关键；人才是产业兴旺

的“顶梁柱”。我国高等农林院校针对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了不断改革。针对

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特色，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逐步探索和改进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形成了有利

于龙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学研导向式联合培养策略，对于助力龙江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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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industry is the key to the “three act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quality talent 
is the pillar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social demand, ou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942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9421
https://www.hanspub.org/


高玉刚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9421 2864 创新教育研究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eformed personnel training steadily. Be-
ing aimed at character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ei Longjiang, Hei Longjiang Bayi Agricul-
tural University has formed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guided joint training strategy that 
benefi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i Longjiang by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the joint training 
pattern abou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gradually, which can provide a strong talent guaran-
tee for ass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ei Longjiang and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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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但是，

我国“三农”问题依然突出，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短板[1]。在

中共十九大，针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发展理论和中国

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农业发展思想为理论渊源，以国内外形势、战略实施条件和我国乡村发展现

状为现实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加快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内外

学者对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乡村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措施[2]。其中高质量人才的推动

和引领，是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的关键[3]。可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涉农高校担负着人才培

养和科技服务的重要历史使命[4] [5]。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

表回信中提到：“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6]。为了

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国各个涉农高校在

人才培养方面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 
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出现国家战略的“上位需求”

与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的“下位需求”不能相互协调发展的矛盾。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如果还

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人才必定会被社会所淘汰。所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校进行研究生“产学

研”联合培养改革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是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

大意义。 

2. 产学研联合培养的制约因素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2021 年粮食总产量 7541 万吨，喜获“十八连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针对黑龙江现代化大农业和乡村区域经济的发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这方面

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目前，研究生毕业到农场或地方就业比例下降，在实践中生产技术、服务意识和科

研精神缺乏，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结合不紧密。为适应新形式、新战略的需要，汲取多年的研究生经验

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业研究生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改革，分析不协调因素，

探索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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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方面，由于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黑龙江大部分高校吸引不到高层次顶尖人才，自身

培养的人才又严重流失，导致研究生导师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同时，部分年轻教师缺乏三农情怀，

导致学生专业自豪感差，三农意识薄弱，从而严重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第二“研”方面，学校与企业长期战略合作机会较少，教师科研经费不足等因素制约，导致校所、

校企等协同创新科研平台和实践基地建设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差、作用发挥不充分，严重抑制了研

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实践水平的提升，影响了研究生产学研协同培养的效果。 
第三“产”方面，高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生产脱节，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及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脱节，

服务社会的能力不足。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办校 60 余年形成了扎根垦区，依托垦区，服务龙江的办学特

色。但是，目前培养出的研究生不能完全满足新三农以及现代化大农业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首先是思想的桎梏，其次是实践的成效不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缺乏，所以导致人才培养不能满足大

型农场，农村或企业生产创新的需求。 

3. 产学研联合培养改革措施 

3.1. 实施课程改革，深化农业类硕士研究生“乡村振兴”战略观念和意识的培养 

农林院校学生作为与三农联系紧密的专业型人才，与乡村建设密不可分。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学生学

农不爱农，毕业后脱离农业，对现代农村发展没能肩负起应有的担当，对乡村建设的责任意识淡薄[7]。
针对这种情况，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将思政教育列入培养方案并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实施研究生课

程改革。首先利用思政课堂让学生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和农业人才发展的意

义。其次，全面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加强研究生导师的政治理论培训、组织教师现场观摩、典型经

验交流、思政案例汇编等学习活动，提高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贯通能力。目前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三农”思想等思政课程 4 门。2021 年学校设立首批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

项目 7 项，获批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 1 门和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 4 个，推动专业课程、专业技

能、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实现研究生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通过课程改

革使校园成为学生了解农业、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窗口，在思想意识上改变学生对三农的认识[8]。 

3.2. 开展支农、支教等系列乡村行活动，提高教师和学生三农意识 

谭畅等提出以“课堂理论教学 + 校内外实践教学”为主线的农业硕士协同创新培养共享平台[9]，
构建高等“三农”教育的新理念、新模式，让涉农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真正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助

力乡村振兴。有些高校陆续开展“三支一扶”计划、“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项

目等。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开展了以下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加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 
第一，走进农场开展“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研究生实践专项活动。学校每年组织一年级和二

年级研究生集体参加农场生产实践，让学生亲身感受北大荒文化和北大荒开发建设成就，引导和鼓励研

究生“把文章写在黑土地上，把学问做在黑土地上，把事业立在黑土地上”。 
第二，建立“农家科技小院”，与农户零距离对接。近两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大庆市红岗区、

大同区、肇州、林甸及嘉荫县等地区与种植户建立科技小院，导师和研究生通过科技小院平台与农民密

切对接，例如在林甸科技小院推进了谷子等杂粮作物高产栽培模式，在红岗区、大同区及嘉荫县的科技

小院推动了瓜菜及中药材的安全绿色生产，使理论与实践零距离融合，使学生实践锻炼接地气，实践价

值得以体现，增强了学生服务乡村的意识和本领。 
第三，“送科技下乡”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校、县、乡、村多级联动协同，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与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有机融合，同时增强学生对三农的理解和热爱，逐渐将热爱升华为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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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自觉行动。 
第四，积极推进黑龙江省兴边富民计划大学生支教团计划，每年 3~5 名获得保研资格的应届本科毕

业生到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开展为期 1 年的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满足边境地区人才需求。 
第五，做实“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助力乡村振兴。学校每年选派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特派员

30~40 人次进驻黑龙江省各个县市开展技术推广，项目帮扶和指导服务等工作。例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王秋菊老师“三区”人才科技服务 5 年，使玉鹅种养生态农业产业模式落户农庄，带动了乡村区域养

殖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致富。三区人才计划推进高校教师支持地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增加

了教师对农业生产实践瓶颈问题和人才需求的了解，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选题。 

3.3. 完善实践基地建设，改革实践模式，深入产教融合发展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不断拓宽研究生校内外实践教学路径，强化校内 + 校外实践轮训管理，改变实

践教学模式。实施 1 + 1 与 2 + 2 的实践模式，即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理论学习 1 年，实践基地实训 1 年。

学生根据个人意愿和就业趋向，实践基地根据其生产特点，实现基地和学生二者双向选择，同时实施校

内校外双导师考核制度，保证实践质量，提高实践能力。目前有国家级实践基地 2 个，省级基地 3 个，

校级基地 17。不仅实践基地数量增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也促进了基地建设质量和运行效果的不断提升。 
第一，继续深入学校与农场的合作，发挥“高校 + 大型农场”实践轮训优势。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人才培养始终立足于北大荒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需求，被誉为“垦区黄埔”，北大荒所是研究生科研和

实践的主战场。应对农业发展趋势和挑战，学校和农场共同努力，改变合作路径，探索基地发展模式，

将“现代化大农业研究生培养创新实践示范基地”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

基地。青年导师和学生定期进入基地进行“训练–创新–实践”活动，例如充分利用建三江水稻产业创

新研究院、九三大豆产业创新研究院开展试验示范项目，通过“研究立地项目，培养落地人才，产出益

地成果”，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农场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创新。 
第二，挖掘校企合作优势，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院企协同育人。为扩大学生实践锻炼的选择范

围，提高学生在黑龙江本地企业就业的机会，各个学院也启动了院企实践基地建设与合作项目。以农学

院为例，与“大庆启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肇州县老街基农产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实践基地，实施

“高校 + 地方企业”轮训实践，联合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近几年为肇州县老街基绿色食品产

业园玉米绿色生产、高粱新品种选育、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提供了新技术和新方法。 
各个高校发展情况不同，地方经济需要不同，关于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的改革举措也会有所不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提出更加积极的、开放的、有效的以及适于地域特色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

人才振兴[10] [11]，继而产业才能振兴，经济才能振兴。 

3.4. 协调校内外资源，以乡村振兴需求为导向做好创新项目规划设计与运行 

根据地方农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和创新需求，高效利用校县、校乡和校企共建平台，进行

研究生创新项目的设计与培育，引导学生以三农问题驱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使创新能力培养与服务

三农意识贯穿创新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学校逐渐完善研究生创新项目的立项要求和管理规范，逐年加大

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2021 年共立项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 122 项，较 2020 年以前增加 20%以上。为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2021 年起农学院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首

次设立院级研究生创新项目 20 多项，将大型农场、企业、基地、乡村、科技小院等亟待解决的生产问题

聚焦在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上。随着创新项目支持力度的增大，研究生创新成果也不断增加，2021 年取

得创新业绩成果 7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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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采取“学生送出去，专家请进来”的模式，大力推进研究生联合培养规模 

为培养农业高端人才，鼓励学生走出去，利用更好的平台，跟进更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拟解决农业

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瓶颈问题。第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2021 年学校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框架下“中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我校 8 名研究生导师获批“现代农

业”专业方向联合培养项目，加大研究生国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提升研究生国际化水平。第二，大力

推进与国内科研院所和知名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数量。目前，合作培养单位科研院所有中国农业科学

院、黑龙江省农科院，海南热科院及其他各研究所等。目前植物保护专业学术型研究生 45 人，与中国农

科院联合培养 4 人，广东省动物研究生联合培养 1 名，沈阳农业大学联合培养 1 名。借助研究生联合培

养，将校外导师和相关领域专家请进校园座谈或讲座，专家进校频次更多，开拓了校内导师和学生科研

思路，加强了校内校外导师交流与合作，使研究生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3.6. 以乡村振兴战略意识引导，改变学生创业就业方向，逐步形成导向式就业模式 

将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学院、导师、任课教师、辅导员联合引

导作用。第一，从研究生入学开始，学院领导、相关领域专家、专职辅导员以开展讲座和座谈方式对学

生进行正确价值观和择业观的引领。引导学生将自身的学涯规划与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起来、与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结合起来。第二，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利用“课程思政”使学生深入感知农业院校

研究生的使命和担当，使振兴乡村的思想在学生潜意识里萌动，逐渐生根发芽。第三，充分调动导师的

就业引导作用。加强导师岗位能力培训，导师实践能力培训等，让导师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创新思

想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步伐。加强导师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合理设

计学生的研究课题，使学生的科学研究、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能够满足就业需求，社会需要，利于学生

的职业发展。第四，开设研究生就业相关的选修课程及就业指导讲座，通过分享典型校友就业创业案例，

让研究生更深入了解三农，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发挥专业特长，做到精准帮扶就

业。第五，学校每年定期举办各类“行业–专业–就业”分析大赛，简历设计大赛等活动，增强研究生

行业意识，提高研究生就业求职能力，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4. 改革成效与展望 

近几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培养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目标，发挥学校、学院、导师、任

课教师和辅导员等由上到下的联合引导作用，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农场、乡村企业等通过多层次、

多样化协作，多形式、多方位交流，形成了适应新战略、立足现代化大农业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该

培养模式育人成果显著，“现代化大农业研究生培养创新实践示范基地”获批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育特色基地及培育基地，“北大荒农产品加工现代产业学院”获得教育部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如

今学校 13 个科技小院“落地生花”，将研究生的课堂挪到田间地头，培养研究生 60 余人，推广大豆宽

台大垄匀密高产栽培、刺五加仿生态栽培等技术 30 余项，累计推广 3000 多万亩，“狮白鹅与生态种养

科技产业扶贫技术”已推广至全国 12 个省、62 个县。经过小院师生的不断努力，小院在服务乡村振兴

方面取得实效，年均带动地方创收 3000 余万元。截止 2021 年，仅建三江水稻产业创新研究院已累计落

地研究项目 50 项，经费 183 万元，师生累计服务人次数 394 人，累计服务天数 1864 天，累计示范推广

面积 4.53 万亩，建立示范基地 2 个，开展农技培训 42 次，累计培训人员 3215 人。近几年，研究生就业

率高于 93%以上，在农场、乡镇、农业相关领域就业学生占比 90%以上，为农场以及基层农技人员的培

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展现产学研联合培养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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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的人才需求质量不断提升，教育改革一直在路上。产学研联合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

由之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今后还要继续发扬与农场的产学研联合培养，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步

伐。同时需要继续加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实验室、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共建与共赢，增加资金投入，

尤其是加强生产实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实践基地的运转效率和成果产出率，使科研能力、经营管理能

力、教育服务能力充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实现产业兴旺提供支持[12]。另外，完善校外导师聘用及管

理制度，充分调动校外导师的实训能力，将学生、校内导师、校外基地和校外导师打造形成“理论+实践”

的综合体，加强联合培养质量。希望通过农林高校人才培养的不断改革，继续为国家、地方和行业企业

提供急需的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也使高级人才服务

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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