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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地区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文在产业振兴视域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民

族地区高校“双创”面向产业振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结合民族地区资源优势，提出民族地区高校“双

创”服务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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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ouble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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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bines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put for-
ward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double innovation” service industr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and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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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使得农村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政策支持。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振兴主要有五个主体：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创

新创业、产业发展模式等[1]。同时，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不断深入，就业创业市场由城

市向农村延伸，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简称“双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既顺应

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也要发挥地方资源优势，积极创新“双创”的方式方法，提高教育效果，促进地

方发展。因此，需要对产业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双创”路径进行探讨与分析。 

2. 民族地区高校“双创”面向产业振兴的必要性 

第一，产业振兴的需要。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产业振兴关键在于人才振兴[2]。随着广大农

村各种产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更多的各级各类建设人才，同时也催生了许多创业机会，为双创提供了大

有可为的广阔舞台。高校作为培养“双创”人才的重要基地，需要加大“双创”力度，积极培育与社会

发展、乡村建设需要相吻合的“双创”人才，主动承担起新时代“双创”人才输出，助力产业振兴和乡

村发展。 
第二，“双创”理念更新的需要。民族地区高校应把“双创”与专业教育、服务社会进行“双结合”。

首先，“双创”要与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结合起来，在丰富知识、加强锻炼的基

础上，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双创”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其次，“双

创”要与国家发展形势、乡村建设情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主动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扎根乡村沃土，

大胆地开展“双创”实践，自觉将个人理想、智慧、价值贡献于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事

业中，做新时代发展的领头雁。 

3. 民族地区高校“双创”面向产业振兴的可行性 

第一，政策的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当前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政策，创

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具有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和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参与[3]。国家、

地方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引导大学生参与乡村创新创业，构建了“大学生 + 农业 + 创新创业”全面

融合的新格局。通过发挥大学生在智力、科技等各方面的独特优势，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创造新的农业

产业形态和发展项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

新“引擎”。目前，各民族地区积极围绕农村电商、“互联网 + 农业”等领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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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资金扶持，提供场地条件，全面激发大学生参与“双创”的积极性。 
第二，民族地区资源的优势。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地区学生“双创”的源动力，民族文化、

民族传统是民族地区特有的“双创”资源。民族地区高校通过“双创”与民族资源的融合、转化，学习

和推进本土民族文化研究，传播传承民族文化[4]，塑造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如百色学院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壮族“麽乜”为例》《壮族传统

织绣手工产品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苗族蜡染工艺的传承与保护——以融水县苗族染蜡为例》等项

目，都是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现代产业发展相结合，也是民族地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体现。因

此，高校要意识到民族文化对“双创”的重要性，开发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这也是民族

地区高校“双创”不断取得突破的关键之一。 
第三，“双创”的实践基础。目前，民族地区高校都积极实施“双创”政策，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

建设，整合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以及大学生创业园等平台，已逐步积累比较丰富的“双创”实践基础。

比如：通过实践平台建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共用，为学生“双创”提供条件；推进实践教学

改革，调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完善“双创”实践课程体系；推进“校企合作”，校企共建校

内外“双创”孵化基地；创办“双创”学院，采取“2 + 1”模式，面向毕业班进行招生，在“双创”学

院继续进行一年“双创”实践锻炼；举办“双创”大赛，师生组建团队、研发项目、参加各层次大赛竞

技，促进成果转化。所有这些，都为“双创”人才培养、“双创”促进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产业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双创”的策略性 

民族地区高校要结合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围绕产业振兴这个目标，着力探索“双创”人

才培养与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4.1. 完善“双创”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双创”意识的培养。民族地区高校通过改变学生的观念，提升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5]。民族地区高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创业精神、创新意识的培养，而且还要培养他们热爱

农村、建设乡村的感情和思想，进而增强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自觉意识和荣誉感。为此，要充分

利用各类媒体积极宣传大学生“双创”的相关动态，加强对农业领域创新创业人物及事迹的宣传，激励

大学生的农村创业热情，稳固自我创新创业的信心。同时，向学生客观介绍目前农村发展的双创机遇，

让学生真实了解乡村的发展状况，提高学生对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视，加深对乡村的热爱，

进而主动为乡村服务。 
第二，“双创”能力的提升。民族地区高校应整合创业、专业、产业资源，充分挖掘民族地区高校

和民族地区资源优势，紧密围绕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需求，实现专业群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高度契合，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双创”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学科竞赛、学生科研、科技社团活动、

技能培训、社会实践、创业训练、创业孵化等途径，分层次分区位培养人才，提升双创能力。如“挑战

杯”中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竞赛中容易锻炼和提高观察力、思维

力、想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等双创能力。 

4.2. 构建“双创”实践平台 

民族地区高校应搭建并充分利用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和合作平台，打造多维空间，加强彼此的协同联

动，让学校带动学、企业带动练、市场检验结果，为“双创”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一，构建 5+助力实践平台。民族地区高校结合地方民族资源优势，主动构建“校政合作、校企合

作、校社合作、家校合作、校校合作”的 5+助力实践平台，加强高校与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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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之间的有效链接，实现资源整合，充分发挥高校科技高地、人才智库的优势，为“双创”实践提供

更多实践平台[6]。 
第二，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民族地区高校可以结合地方和专业优势，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实训基地。

通过成立高校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特产品研究室、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等基地，探索与地方政府、行

业企业联合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学院，深化和具体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推动乡村相关产业发展[7]。依

托实训基地开展双创园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实践紧密结合；推动高校示范基地和企业示

范基地深度合作，建立创业导师共享机制；支持区域示范基地与高校、企业共建面向特色产业的实训场

景，加快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型技能人才。 
第三，组建“双创”型社团。民族地区高校组建“1 + 1 创业协会”“创客俱乐部”“电商协会”“助

农服务协会”等“双创”型社团，为有想法和有能力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启动资金、场地及专业培

训；对于处在对创业感兴趣但目前没有好想法的学生，通过模拟训练来激发思维，增加对创业的认识。

通过将社团实践转化成创业机会，将社团成员转变成创业团队，将社团资源转移成创业资源，提升社团

的技术含量，把社团项目有效转化为科研成果，以此形成“社团培育双创项目–项目成果转化–助推产

业发展”的“双创”社团实践模式，提高“双创”型社团助力产业振兴、服务乡村建设的作用。 

4.3. 开展社会实践调研 

第一，民族地区高校应依托社会实践、“双创”型社团、科研课题组等载体，组建社会实践团队。

社会实践这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阵营，更是大学生服务社会的良好窗口。通过开展科技兴农、

科技推广等工作，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劳动观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促

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服务社会、锻炼成才。 
第二，民族地区高校应组织师生到乡村开展实地调研，了解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的成效、问题、

困难等，以便“回来”之后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双创人才培养措施，发挥理学、工学、农学的技术优势,帮
助乡村产业完成升级换代，为乡村产业振兴献策献力，实现“技术帮扶”[8]。如电商专业学生，在社会

实践过程中，帮助当地果农建立淘宝、京东等网络店铺，同时手把手教授村民抖音网络直播技术，帮助

农民转变销售思维和建立新的营销模式，引领当地农民创新驱动发展。 

4.4. 促进“双创”成果转化 

民族地区高校应结合地区地方资源和专业特色，通过国家级众创空间、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农特产

品研究室、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互联网+项目等，

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创新项目，并将“双创”成果转化为产业振兴发展的技术和产品，

健全创新创业教育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收益分享机制建设[9]。其中，一是鼓励学生自主成立工作室或公

司，实现自主创业。如绘画类学生成立民族艺术创作工作室，传媒类学生开设民族文化传媒公司，服装

设计专业学生自主创立民族服装品牌等等。二是鼓励学生将创新成果与有关公司进行合作——联合创业。

如农学专业学生利用掌握的芒果酒酿制技术与本地酒类生产企业进行合作，通过技术入股方式获得应用

报酬。 

5. 结束语 

民族地区高校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实践平台、

开展实践调研、促进成果转化，形成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双创”路径体系，从而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的

培养能力和水平，获得发展机遇、形成办学特色以及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帮助民族地区学生实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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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服务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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