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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为了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当前，

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的核心服务方向和重点人才培养领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四川集体经济丰

富，乡村多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职业教育为四川乡村提供了农业型和管理型

的专业人才。本文通过研究四川省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状，发现四川职业教育积极推进对乡

村人才培养的现状措施和问题，发现了四川乡村振兴产教融合在电商、物流、旅游方面的短板，并提出

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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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n im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in order to further eliminate the dual 
structur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country has proposed the rural revitali-
zation strategy. Currently,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core service direction and key talent cultiva-
tion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ecause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
sional and technical workers. Sichuan is rich in collective economy, with traditional planting and 
breeding as the mainstay in rural area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s agricultural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for rural 
areas in Sichuan.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
gration of indust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e current sit-
uation, measures and issues, when Sichu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ively promotes the training of 
rural talents, also, this paper finds the weakness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mainly in e-commerce, logistics and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
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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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背景 

依据党的二十大所做出的决策方针，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建设是强国之本，是兴国之策，振兴

乡村是当务之急，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化，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乡村战略明确了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向农村实行适当的政策倾斜，结合多方力量共同发展农村经济，

加强农村建设，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进一步的提高，缩小农村和城市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

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消除城乡发展差异[1]。 
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状，是否满足乡村振兴需求，已经成为当下热点。2022 年 8 月 22 日，我

国首届乡村振兴高峰论坛暨全国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联盟年会成功举办，将乡村振兴与产教融合的关系进

行了再次梳理。一是乡村振兴需要高质量的教育进行赋能，职业教育可以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他们接

受过高等现代教育，可以为乡村建设开拓视野[2]。二是要为职业教育的乡村人才进行分类，对新农人的

创新动向、职业技能、职业发展进行培养。三是注重实践，主张引导职业教育人才前往乡村就业，并加

强校企合作。四是深耕家庭教育，通过推进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本土振兴。五是加深产教科融合，

引导职业教育人才利用新科技、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高效率、智能化发展。 

2. 四川省产教融合现状分析 

2.1. 四川的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对乡村人才的培养 

根据调研，近年来四川省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培养跨学科、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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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交通运输和 IT 技术的融合，培养数字交通产业的人才，开展智慧高

速、数字互联人才，为四川乡村提供数字化、自动化人才。 
二是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华

构、广联达、讯达、序州横向合作，打造了集产学研一体的全生命周期教学，推进现代建筑技术的智能

运维与建设，为四川乡村提供建设性人才。 
三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传统工匠培养方法，围绕乡村装备、乡村生产等制造业方向进行科

学培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科技创新、装备生产、制造业自动化等体系，为四川乡村振兴输

送制造、装备类人才。 
四是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以乡村振兴作为目标，积极培育水稻生产人才，提升眉山川果品牌和水稻种

植水平，服务四川乡村振兴。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以“农”为核心，搭建政、产、教、研融合平台，与

科研院、企业共建种植示范基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培育苗木、技能鉴定、特色农业产业链等活动，

为四川乡村种植提供大量人才。 
五是四川理工技师学院以药学、医学、化学、药物分析、康复保健等方面进行实训培训，为乡村医

疗、留守老人照顾、乡村颐养、康复培训等方面输送青年人才。 

2.2. 四川集体经济丰富，乡村多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 

四川省过去以种植农田、水田、养殖渔业为主，但由于四川山地较多，拥有较丰富的平原、丘陵、

民族、山地等人文环境与地势环境。由于平原、山地、丘陵等稻田资源的差别，导致乡村农民种植、养

殖效率低、增收慢。 
四川以不同地势为基础，打造不同类型的农田产业基地，以成都、德阳等为中心，建成了三十万亩

平川稻渔一体化种养示范性培训基地；以内江、自贡等为中心，建成了三十万亩川南稻渔一体化种养示

范性培训基地；以南充、遂宁等为中心建立二十万亩川东稻渔业集群；以广元、达州等秦巴山区紧密结

合脱贫攻坚战，建立二十万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并规范了具体的稻田种养面积。四川省平地区域

五千亩以上、丘陵地区不小于三千亩，少数民族地方和山区不小于一千亩。 
在畜牧业方面，农业厅主持制订了《川鱼行业复兴管理工作实施实施方案》，依靠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工程，对一百万亩稻渔综合种养示范性培训基地工程建设进行提升，对五十万亩冬(囤)水田面积实施规

范化改良，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点面积超过 200 万亩。以稻渔综合种养为主导产业建立了六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园区，每个落实了 1000 亿元先期培育投资。以稻渔综合种养为主体的“国家农户丰收节”、开江县

大闸蟹节、中伦小龙虾节等休闲消费旅游捕捞节日广受民众喜爱。预计旅游休闲捕捞生产总值 50 亿元，

同比增加百分之九。各级休闲渔业培训基地达到 1000 余家，其中休闲渔业示范性培训基地 20 余家。 

2.3. 职业教育为四川乡村提供公共服务和优化设施建设 

优化调整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四川在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内容的调整上，采用上下结合的规划模式，由政府牵头，根据原有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要求并结

合村民的实际需要，列出公共服务设施分类清单，分发到各村级，由各村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需要填

报具体项目，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增补，精准配置，实现居民行为需求与乡村公共资

源供给之间的均衡配置。从村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自下而上地影响规划，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

设施体系[3]。 

2.4. 四川重视农技科普下乡 

四川积极在举办农技科普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时，邀请了农技科普志愿者为每个村的农民进行春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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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平均每村服务累计接受村民咨询 30 多人次，发放科技宣传手册 100 份。村民们纷纷表示，农技科普

下乡活动内容丰富，贴近村民的生产生活，提高了村民的科技意识、科学素养和致富能力，真正做到了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3. 核心问题 

3.1. 电商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需求不匹配  

职业教育所设立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标准是千校一面，缺乏专业或不同行业的特征，缺乏城乡差异

和地方差异特征[4]。以农业流通和农村旅游等行业为例，常规的“网络 + 客服 + 运营”的人才培养并

无法满足农业电子商务和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通常的电商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基本素质

要求和农村振兴的需要出现不符合现象。 
目前大多数的大中专学校农村电商专业实践性环节课程没有产教融合，也没有全行业的深度参与，

也缺少工学有机融合，缺少企业实际产品的制作平台、农村营销工作中的实战工具和企业一线的教学资

源，尤其是农村电商与现代农村产业产品的制造和加工、传统农业交易模式、农村特色产品推介等内容

的脱节。 

3.2. 农村物流高标准基础设施缺乏 

伴随民众日常生活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日益增长的审美人生的需要，民众对天然、新鲜、优质农业

和个性化、定制化农产品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对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采摘至餐桌的时限要求愈来愈短，这

对农产品的储藏、运输和物流配送都提出了较高的需求。尽管当前农业交通运输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已经日益完善，但仅仅满足运输畅通的基本条件，农业运输的质量与效益依然较低[5]。第一，农业冷

链运输系统不健全，没有配备完善的冷库、冷藏车等冷链设施，需要适应冷链运输的我国农业收获、采

再处理、打包、搬运等环节技术含量不高，导致商品生产得到却存不了，卖得到却运不了。其次，农业

物流信息技术运用不够，尽管农业信息设施日益完善，但信息技术在农业物流中的应用程度却不像城市

那样高效，大部分环节仍然采用低效的人工作业的传统方法，部分先进的物流信息技术在农业物流中并

未获得有效运用。 

3.3. 乡村旅游产业人才缺乏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农村复兴战略，对在新时期开展农村旅游工作赋予了新的任务，

并提出了重要的理念导向和行动指南。近几年在农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进程中，管理人才问题的日益突

出，特别是农村旅游开发企业中缺少新型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农村导游人才无法满足游客市场多元化

的增长需求等问题，已构成束缚着农村旅游业全面高速增长的重大阻碍[6]。 
为确保我国农村旅游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全面高速增长，做好农村旅游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势在必行。但当前，地方的高职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办学方式还是停留在传统模式上。课程案例内容陈旧，

缺少对当下业界最新先进案例的思考与掌握，在校理论知识讲授与生产中实际衔接不充分，对旅游行业

人才培养供给和需求的针对性不明显，导致人才培养方向和职业要求的不对称。所以，高职学校旅游管

理专业必须根据产业实践开展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创新[7]。 

4. 对策建议 

4.1. 创新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培训方式变革，针对中国农业季节性、周期性的特征实行淡季集中设置理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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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在旺季集中设置顶岗实习，并实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的学徒弹性活动制度。积极推进

“三化融合”的农业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式，即学院与政府部门、部门、公司共同建立“协作化的教学”、

“本土化的教学”和“无界化的教学方法”，以推动农业电商人才和乡村电商行业企业的紧密结合。 
通过“教育环境协同化”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在“哪个场所学”创造了现实的农业农村生产活动职

场氛围；透过“教学方法本土化”为农村电子商务专科教育“学什么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优质教学信

息和实践内容；透过“教学方法无界化”为农村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怎么学”创造了生动活泼的课堂组

织形式并充分调动自我学习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以乡村电商实际项目引领，开展电商专业实战课程和

企业项目孵化“双线渗透”教育过程，突破传统课堂界域教育实施，融入课堂和乡村实际，提高学员对

乡村电商的运维能力[8]。 

4.2. 做好三级物流节点建设，夯实体系根基 

一是做好市、县级仓配处理中心，对四川乡村各家快递公司市/县级仓配处理中心要充分复用现有地

市、处理中心场地进行改造扩建，现有场地条件有限的应采取租赁、新建方式，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在

电商产业园区免费提供建设场地。以“邮快合作”框架各快递公司在县级处理中心场地业务功能区根据

进村邮件和集镇邮件进行分开分拣，进村邮件由邮政公司邮车到各公司处理场地装件，下行至各乡镇邮

政仓配运营中心，然后投递到村[9]。 
二是建设乡镇级仓配运营中心(乡镇支局所)，各类邮件收寄、封发、投递；邮政包裹快递和社会快件

进村分拣周转、配送服务；下乡畅销工业品、分销品周转暂存；本支局及所辖村级自提代投站收寄的进

城农产品暂存；代销代购、助农取款、水电缴费、客运票务等便民服务。 
三是建设村级收投服务站(自提代投站、村邮站)，通过邮政公司已建成的村组快递自提点实施邮快合

作甩点代投，由邮政公司各乡镇投递员通过带车加盟，实现送达进村邮政快递包裹和社会快件代投自提

服务；同步叠加批销下单、代收代缴等其他便民服务。 

4.3. 旅游产业融合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乡村文旅“产教结合”成为高职学校培育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的首选模式[10]。利用我国对产教结合的

利好方针政策，进一步拓展了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维度。在选择共建企业项目时，要充分考虑校

地距离、教育资源的匹配性和合作内容的可靠性、稳定性[11]；充分考虑共建企业的经营范围、模式、业

务量和内部管理机制等实际情况，建立了完备的企业教育支持制度，也可能采取企业智力支援与协作的

形式，推动企业旅游项目深进校园，在校园给学生创造真实的企业氛围，便于毕业生通过以见习、实践

等方式的企业实践，从而保证校企合作的效率;并要注意保存文献、图片和合作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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