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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基层干部的培养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村
务管理方向)专业从2018年至今一直承担着京郊乡村基层干部学历提升的重要任务。五年来，学院在课

程设置、课程标准、培养方法、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模式探索和有益的改革创新，最终

通过实践研究总结出一套符合乡村基层干部人才成长和发展特点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乡村基层干部，学历提升，人才培养模式，乡村振兴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Academic Degrees  
Improv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ili Hu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Beijing 
 
Received: Sep. 26th, 2023; accepted: Nov. 17th, 2023; published: Nov. 24th, 2023 

 
 

 
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cadres in rural areas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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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ural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Village 
Affairs Management Direction) program at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has been un-
dertaking the important task of elevating the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i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since 2018.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ollege has actively explored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urriculum design, course standards, training method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and has implemented beneficial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Through practical research, 
they have ultimately developed a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at alig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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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基层干部学历提升职业教育的背景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1]。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备要素和重要资源，是落

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推动力量和重要保障。乡村基层干部

是乡村有效治理的“细胞”，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2]，总而言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乡

村振兴战略是否能顺利实施。 
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农工委的领导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依托长期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和实施高

素质农民学历提升工程的经验，首先在 2018 年 4 月完成了在延庆区、房山区和门头沟三区试点首届农村

新型经济组织管理(村务管理方向)专业招生和录取工作。2019 年北京市涉农各区全面招生，至今已经连

续招生 5 年招收 6 批学生。近两年已经毕业 746 人，目前在校生为 1086 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村
务管理方向)专业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长远的前瞻性、鲜明的创新性和示范引领性。 

五年来，学院在市委组织部、农工委和市教委的领导下长期坚持高等教育准则不减低、职业教育底

色不动摇、农民教育质量稳提升的原则，在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培养方法、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进

行了积极的模式探索和有益的改革创新，为乡村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具有爱农、知农和兴农情

怀，掌握农村基层工作方法、熟悉农村政策与法规、具备发展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实现乡村振兴的高

素质乡村基层管理人才队伍。学院积极发挥校内外各类优势资源优势，探索和实践出了一套符合乡村基

层干部人才成长和发展特点的“23345”人才培养模式。 

2. 乡村基层干部学历提升职业教育“23345”人才培养模式 

2.1. 校政双主体培养 

为确保乡村基层干部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农工

委共同发挥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优势，从乡村基层干部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生源组织、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人才培养工作的具体实施、顶岗实习的安排和指导等全过程、全方位进行管理、协调和指导。为

高质量落实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村务管理方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学院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主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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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门成立了乡村振兴学院，从组织架构、师资队伍建设、资源配置等体系统一确保农村新型经济组

织管理(村务管理方向)育人工作的顺利实施，积极承担着京郊乡村基层干部人才培养重任。学院经过五年

的培养实践，逐步摸索、形成和政府主管部门双主体融通的培养管理机制。 
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农工委协调北京市涉农各区农业农村局落实各区至少安排一人承担校外班主任，

学院按照班级安排专职辅导员和一名专业教师担任校内班主任，校内校外双班主任互相配合，加强对学

生的学习管理力度；校外班主任帮助协调好学生顶岗实习的岗位安排和确定校外指导老师，配合学院做

好学生顶岗实习工作。顶岗实习期间，校内指导老师和校外指导老师定期沟通交流，确保良好的实习效

果，指导学生在实习期间丰富实践工作经验、开拓工作视野和培养优良的工作作风。 

2.2. 强化教学管理，采用“三三”弹性教学机制 

学院立足学生工作在乡村基层一线在职学习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的人才培

养模式，切实帮助学生解决了工学矛盾，促使学生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完成课程学习。农村新型经济

组织管理(村务管理方向)专业教学组织采用了“三三”弹性教学机制，即“集中面授、线上教学、现场指

导”各占教学课程安排的三分之一。集中面授完成三分之一的课时学习，即学生到校在教室集中上课，

现场听老师们讲解主要知识点，课堂上师生沟通拓宽思路；线上教学完成三分之一课时学习，即通过超

星学习通平台、腾讯会议和企业微信群等多种媒介方式，给学生完善知识点讲解、布置作业、线上交流

答疑解惑；现场指导完成另外三分之一的课时学习，即教师组织学生实际到村学习，实地参观乡村并围

绕乡村实际问题研讨交流学习。这种弹性教学机制和灵活多元的教学形式式，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的工学

矛盾，同时也满足了村干部多元化的学习需求[3]。 

2.3. 构建“三个课堂”阵地体系，提升教学质量 

“三三”弹性教学机制必然要求教师对传统课堂主阵地主动进行改革，积极构建“三个课堂”阵地

体系，努力架构教室课堂、超星学习通空间、校外合作教学基地三位一体化育人的体系。第一课堂是传

统专业理论体系必修课程的学习空间，教师在课堂中引导学生汲取专业知识、领会专业本领；第二课堂

是超星学习通的泛雅阵地，教师建设开放课程，将各种学习资源呈现给学生，学生在学习通平台按照教

师制定的学习计划自主汲取各种学科的拓展资源、开拓实践思路；第三课堂是校外合作教学基地的实践

阵地，学生在实习岗位输出已汲取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并在输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将自身的素养汇入校外合作教学基地的发展，与校外合作教学基地共同成长[4]。 

2.4. 基于村务管理岗位能力培养的“四模块”课程体系设置，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选取上，根据北京市农村、农业的实际情况，遵循了普通高等职业教育规律。

根据村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对应岗位分析，将村务管理专业学生应达到的素质、知识、能力要求，

按照模块化的结构构建本专业方向“四大模块”课程体系。四大模块主要指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经济发

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村务管理能力提升四个方面的模块，各模块下又分为若干课程，相互衔接、相互补

充、综合安排。这四大模块基本涵盖了乡村基层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农村基层党建、农村经济

管理、乡村治理、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乡村文化、农村社会保障、涉农政策解读

和农村常用法律法规等知识，都是乡村基层干部工作急需掌握的主要内容，主动适应了北京市“三农”

工作的发展趋势，有效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5. “五融合”教学方式，为乡村培养“技能 + 学历”双提升的实用性人才 

“五融合”教学方式主要指理论与实践融合、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资源学习融合、社会服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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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融合、德育教育与课程思政融合。 

2.5.1. 理论与实践融合 
理论与实践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各环节均能够有机融合。老师们在授课过程中，认真分析最新的

农村农业形势，开展案例教学或项目教学，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相关知识并能够在工作中加以运用；

村务学生在课程学习阵地和学习通资源阵地中汲取知识、技能和素养，在现场指导和顶岗实习等环节中

输出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不断进行自我提升，与乡村共同成长和发展。 

2.5.2. 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资源学习融合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是互联网时代教学方式变革的积极探索，将“线下”面对面学习和“线上”丰富

资源学习的优势融合。基于村务管理学生不同于普通高职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村和社区的基层工

作者，在参加日常学习的同时，还是当地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坚持工作在乡村治理第一线，学习时

间不固定。利用超星学习通阵地，村务学生可以灵活规划线下课堂与线上资源融合学习的具体路径，依

据课程教师制定的教学计划，学生自主转换，动态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 

2.5.3. 社会服务与实践教学融合 
村务管理专业前期签订了 60 多家校外合作教学基地，主要是和村务学生所在的乡村，从 2021 年开

始专业加大对乡村的社会服务力度。2022 年，专业承担了北京市委组织部赋予学院的与小黑垡村党建和

村务管理帮扶合作项目任务、专业教师积极参加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休闲农业专家团帮助乡村申报休闲

农业项目，通过这些社会服务的深度合作，专业和小黑垡村、龙头村和水峪村等 20 个乡村治理示范村签

订了校外合作教学基地协议，合作教学基地对专业教学配合得更加紧密。专业教师社会服务与村务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融合，能够为村务管理专业下点教学、顶岗实习、专业数字资源库建设提供扎实的合作基

础、有力的保障。专业教师还积极指导村务管理学生申报了大学生科技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利用所学进

行社会服务，从而巩固专业理论和业务知识，并利用所学内容分析和解决乡村实际问题，提升自身工作

的能力和效率。 

2.5.4. 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融合 
为拓宽村务管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视野、提升创业理念和能力，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相融合，专业团队指导村务学生参加北京市“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通过大赛洗礼坚定

创新创业意识和信念、激发创新思维。专业教师指导村务管理学生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屡创佳绩，4 年斩获北京赛区 1 等奖 1 项、2 等奖 1 项，3 等奖 3 项。结合学生自己的产业或乡村经济发

展开展创新创业实战，学以致用，把所学的知识、技能和理念应用到农业农村发展之中。村务 19 级有一

学生入学后，将所学理论与村中实际工作联系，以冬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为契机，带领全村百姓共同

打造了北方第一个民宿产业集群——“合宿·延庆姚官岭”，不仅实现了村庄经济的逐步发展，姚官岭

村还获得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荣誉称号，学生还当选了“2022 北京榜样”、北京市十三大党代

表。 

2.5.5. 德育教育与课程思政融合 
高职院校教师都肩负着培根筑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荣使命，乡村基层干部人才培养中通过

专业课程思政开展德育教育更是必不可少。乡村基层干部必须具有浓厚的“三农情怀”，扎根农村，致

力于推动农业发展、带领农民致富。村务管理专业是服务于北京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成败的首要任务，关系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专业每一位教师都

准确把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深刻内涵，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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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们都增强对村务管理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专业教研室多次组织开展主题“深

入探讨村务管理专业课如何融入思政元素”的教研活动。老师们互相交流学习在课堂挖掘、融入思政的

方法，创新思政进村务课堂的方式，加强专业课三全育人的效果，并在学院专业(教研室)教研活动评比中

获奖。村务管理专业坚持德育教育与课程思政融合，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出优秀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3. 结语 

经过五年的实践和探索，学院“23345”村务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完善成熟，而且还取得了丰富、卓越

的成果。2018 级有 3 名，2019 级有 35 名毕业生都顺利专升本被农学院录取。根据学院追踪调查研究，

16.17%的学生在校期间新成为村两委成员。学院“23345”村务人才培养模式帮助乡村基层干部提升了业

务知识和业务水平、开拓了工作视野，进一步助推了京郊乡村振兴，大多数村务管理毕业生都扎根乡村

基层为乡村振兴持续奋斗。学院专业团队也将对“23345”村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持续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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