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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村工作的重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

容。乡村振兴是乡村工作的着力点，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共同富裕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乡村振兴

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的全面振兴，需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职业教育理应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振兴的现状与需求，随后论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职

能，继而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问题。我们提出职业教育应

深度融入国家和地区的乡村振兴大局，积极参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各项建设，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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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
side is the focus of rural work and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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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country.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focus of rural work,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
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are important goals of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re-
vitalization is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talents, culture, ecology, organi-
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first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n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n study the func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help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We propose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dustry, talents,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tribute more “pow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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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重要报告，并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二十大报告

给农业农村现代化赋予了新的内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在建党百年之际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在脱贫攻坚结束之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在 2023 年的全国两会上，

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作为农业农村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支

持，凸显了国家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视。 
截止 2022 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5.22% [1]，但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我国仍然有近 5 亿乡村人口。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城乡融合意味着城乡二者地位的均等，城乡

二者之间不存在主次的区别，不是以往的以城带乡，而是城乡的人口、资源、市场等相互融合，逐步消

除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22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职业教育是

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2]，从法律上对职业教育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界定。职业教育

不属于义务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的教育类型。普通教育更侧重于培养高学历、高水平的知识型人才；

职业教育更侧重于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共

同体是教育发展的一大局势。那么在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值得思

考的重要课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欧明辉，刘胜久 
 

 

DOI: 10.12677/ae.2024.142204 1317 教育进展 
 

在乡村建设中，前阶段的脱贫攻坚主要指的是乡村从经济、社会等方面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指的是乡村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的全面振兴，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前，全国各地的乡村振

兴学院、乡村建设学院、新农村建设学院、新农村发展学院等各类学院先后成立，积极探索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新路径与新方法[3]。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

兴中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发挥更大的作用[4]。 
本文首先针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目标，分析了乡村振兴的现状与需求；随后结合

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定位，分析了职业教育的职能；继而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农村建

设的路径，提出职业教育应深度融入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的大局，积极参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的各项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乡村振兴的现状与需求分析 

我国的乡村主要集中在以“老少边穷”为代表的偏远、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交通相对比较闭塞、

发展缓慢、产业单一、收入水平低。在城镇化的大潮下，乡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求学或务工，留守乡村

的大多是老弱妇孺，使得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总体上讲，乡村振兴面临

的现状与需求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 适应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特点的产业建设 
乡村地区大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现阶段的主要产业以农林牧副渔为主，这些产业往往投

入多、周期长、收入低，极其依赖气候状况，在部分水利设施不完善的地区甚至存在“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当前，反贫困策略日益强调区域发展的带贫益贫作用[5]，部分乡村地区没有合适的产业，

直接导致当地居民没有合适的收入，使得乡村的青壮年大量外流到城市，以农民工的身份投入城市建设。

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较乡村更高的收入，但从长远看来，农民工的外流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6]。一个地区青壮年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未来，

十分有必要通过产业建设留住乡村的青壮年。 
(二) 适应乡村地区教育科技特点的人才建设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培养与造就一大批扎根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乡村的高

素质高技能高学历人才。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均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农业服务工

业、乡村服务城市的方针在我国实行了较长一段时期，使得大量人才从乡村流入城市。在城乡一体、城

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是全方面的，各行各业的人才均能在乡村振兴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在乡村振兴中，人才建设需要适应乡村地区教育科技特点，通过定向、委培、单招、轮训等为乡

村培养自身需要的教育、科技、医疗等方面的人才[7] [8]。 
(三) 适应乡村地区生活风俗特点的文化建设 
众所周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持续时间是长久的，有可能会影响上千年之久。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乡

土文化，虽然近几十年受到现代文明的重大冲击，但文脉仍在。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风

俗习惯差异较大。各地风俗文化的存在对新时代乡村文化工作的建设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如何实现两者

的有机融合是乡村振兴工作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之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行动一方面需要继承并发扬

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需要学习并借鉴一切先进的现代文化。文化建设需要结合地区的生活风

俗特点，移风易俗，与时俱进[9] [10] [11]。 
(四) 适应乡村地区自然环境特点的生态建设 
“两山”理论及“双碳”目标对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态建设工作不仅仅是城市地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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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城市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加强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稳步投入，

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乡村地区由于民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对落后及“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思想观念的依然存在，使得部分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部分偏远地区的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也不尽完善，使得“脏乱差”的现象迟迟得不到有效地改观，乡村美育迫在眉睫[12]。生

态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不能简单的“一刀切”[13]。 
(五) 适应乡村地区结构形态特点的组织建设 
我国能彻底解决在中华大地上延续千百年之久的贫困问题靠的是强大的国力，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优势的重要体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国家和地区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是重要原因。乡村

振兴的顺利实施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投入更大的资源，需要更为完善、全面的组织建设作为支撑[14]。
鉴于乡村地区由于民众的观念更新缓慢，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程度不高，更需要注重组织建设。需要按照

现代社会结构的标准逐步改进并完善乡村地区现有的组织结构，使得乡村振兴各项政策的落实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提高办事效率。 

3. 职业教育的职能分析 

现阶段，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分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在管理体制

机制方面，我国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如在教育部的下属机构中，是将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并列的，设置有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目前，已经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与普通教育同等重

要的地位，但是职业教育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

如何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职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时代课题。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是高等教育的 4 大职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承担着这 4 大职能。新时代，职业教育除了承担传统的职能之外，也需要

为全面建成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新时代职业

教育的职能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承担符合自身能力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高等院校是重要的科研基地和人才库，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人才，是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主力军。以

985、211 及“双一流”为代表的高校历来是科研的主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科研项目，获得了绝大部分

的科研资源。职业教育迎来了 40 多年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到 90
年代中后期，高等职业教育才应运而生，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

在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职业教育通过校企合作、校际合作、国际

交流合作等，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项目，获得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完成了大量的技术

发明创造，有力的推进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新时代，尤其是职普一体、职普融合的时代背景

下，职业教育必将摆脱旧式的印记。承担符合自身能力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是职业教育的职能之一。 
(二) 培养地区行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为高技能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高学历的复合型人才，以工匠精神助力技能强国

建设。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是以培养专科层次的毕业生为主的，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寥寥无几，研究

生及以上层次的职业院校目前仍是一片空白。职业院校普遍办学规模较小，招生主要面向所在的地区及

特定的行业，往往只能针对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开设合适的专业。按照相关规定，专科层次的专业设置只

需要省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即可，这使得大部分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极为灵活，能根据市场变化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及招生情况，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原因也在于此。培养地

区行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的职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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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职业教育的师生员工思想活跃、精力充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不能仅靠职业教育的师生员工，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职业院校的师生员工通

过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走访、实习实训等，积极投入农村地区、所在社区、田间地头、企事业单位

等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带动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

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国际国内的风险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

的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职业教育的师生员工必须为化解风险、应对挑战发挥更大的作用。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是职业教育的职能之三。 
(四) 传承优良的学风校风并传播先进的文化 
高等职业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学风校风。在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推进职业本科建设的政策环境下，职业教育优良的学风校风理应得到继承和发扬。职业教育要

赢得社会和民众的拥戴，必须使得职业教育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职业教育的优势与

特色，在全社会营造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在职业院校内部，通过传承优良的学风校风，向全

社会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通过传播先进的文化，助力职业院校优良学风校风的传承。优良

的学风校风的传承及先进文化的传播双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职业教育和全社会整体素质的同步

提升。传承优良的学风校风并传播先进的文化是职业教育的职能之四。 

4. 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分析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职业教育的作用责无旁贷，更是下沉到基层、一线

的中坚力量。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经济、社会层面的振兴，而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

方面的振兴。职业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教育优势，积极投入乡村的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 
(一) 对乡村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排在首位的。在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乡村的大部分地区结合各自的实际

情况，开办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主要从事纺织、造纸、包装、副食生产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部分乡镇企业的技术、设备、产线等日益落后，亟需进行现代化改造。乡村居民由于教育文化水平相

对较为落后，难以从事高端、精密、对科学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工作，外出务工往往从事的是餐饮、服

务、建筑等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在产业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对乡村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充分

发挥乡村地区独特的优势，开设适合乡村地区实际情况的轻工业产品生产企业。此外，对部分地区的地

理标志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加工与精加工，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也是可行的方法。 
(二) 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和资源优势，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地区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使得乡村地区的教育、医疗资源日益短缺，乡村地区的教育人才、医

疗人才面临后继高水平、高技能人才缺乏的窘境。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国家通过教育扶贫、智力扶贫、

健康扶贫、医疗扶贫等，大大改善了乡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与医疗状况。扶贫不是长久之计，振兴才是固

本之策。最了解乡村地区教育状况及医疗状况的还是乡村自身，解铃还须系铃人，乡村振兴要求乡村必

须培养出自己的教育人才与医疗人才。职业教育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和资源优势，在招生方面，

可以通过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培养乡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及医务工作者；在实习实训方

面，可以通过定期及不定期的轮训、培训等，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及医务工作者的医务水平，提高传染

病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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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我国有着将近 2400年(公元前 475年至公元 1840年)的封建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在部分乡村地区，

仍遗留了一些封建残余。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如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活动、文化旅游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文化阵地的

保护工作显得十分重要。社会上的一些文化企业通过开发传统文化的 APP 来助力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一些地区通过各种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容忽视的是，职业教育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可以通过与乡村民众联合

开展乡村文化艺术节，设计农产品及手工业品包装及标志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四) 对乡村生态修复及生态保护进行研究，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我国乡村地区的农产品是以施用化肥为主的，化肥的过量施用使得土壤的肥力持续下降，乡村居民

反过来进一步增大化肥的使用量。由于城市的扩容，城市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逐步转移到周边的乡村

地区，“三废”使得乡村地区的土壤板结、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部分地区

土壤原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如部分地区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有毒化合物含量超标

等，使得乡村地区的人居环境遭到破坏。部分乡村地区对生活垃圾没有进行集中化处理，使得白色污染

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职业教育在前期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对乡村地区的现状有较为

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对乡村的生态状况有一定的研究，可以继续投入到乡村生态修复及生态保护的研究

中，建设美丽宜居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五) 以党建引领对乡村组织结构进行塑造，助力乡村组织振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乡村振兴需要在乡村

地区构建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体系，形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管理治理网络，带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城市地区由于民众的素质相对较高，各种组织结构较为完善；乡村地区由于民众的素质相对较低，各种

组织结构相比城市不尽完善。在部分乡村地区，宗族社会观念浓厚，乡贤往往比基层官员拥有更大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乡村地区由于民众居住分散，对政策的理解认识不够，国家和地区的各项政策并不能得

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大学生村官虽然提高了乡村的管理治理能力，但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与治理网

络。职业教育可以针对乡村的组织结构特点，开展以提升乡村基层干部能力为重点的各项培训，充分发

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建为引领塑造乡村组织结构。 

5. 总结 

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使得在我国延续千百年之久的贫困现象彻底成为历史，乡村振兴成为乡村

工作后续的重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不

仅仅是指乡村经济、社会层面的振兴，而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的全面振兴。新时代

的职业教育获得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职普一体、职普融通是教育的重大趋势，职业教育理应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针对乡村振兴的具体需求，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产业建设、人才建设、文

化建设、生态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现状与需求，随后结合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定位，分析了新时代职

业教育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职能，继而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提出职业教育应深度融入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的大局，积极参与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各项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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