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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5.07
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

示范基地
国家级 农业部、共青团中央

2015.12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
国家级 农业部、国家旅游局

2015.12
福建省大学生社会实

践基地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共青团福建省委

2017.03
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园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8
福州市青年就业创业

见习基地
市级

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福州市青

年创业促进会

2018.07
福州市乡村旅游精品

示范点
市级 福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8.12
福建省农村创业创新

园区（基地）
省级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19.06 福建省星创天地 省级 福建省人事厅、共青团福建省委

2019.12
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

化与实训基地
国家级 中国农业农村部

2021.10
福建省粮食安全宣传

教育基地
省级

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福建

省农业农村厅、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妇女

联合会

2021.11
福建省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4 年 11 月

完成：2020 年 10 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 2016 年 10 月

年限：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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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

人才匮乏是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

才瓶颈制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福建省教育厅直属的农类全

日制综合性高等职业院校，2011 年“引凤筑巢”引入了福建慕农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校内共建了“相思岭休闲产业园”，2013 年

共建了“相思岭大学生创业园”，2016 年共建了“观光农业学院”

（2020 年 1 月更名为“相思岭乡村旅游产业学院”）。校企双方

深度融合，依托产业园探索了一条“1+N 三共”人才培养的路子，

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难作为”的

痛点问题。经过 5 年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效。

（1）创建了“1+N 三共”乡旅乡创人才培养模式。

“1+N 三共”即基于校企双方共建的“相思岭乡村旅游产业学院”

作为“1”个大平台，在人才培养、资源对接和项目落地等“N”个方

面进行“资源共享、项目共创、成果共赢”的模式。通过“1+N 三共”

聚焦于人才培养，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着力解决乡村振兴中人才培

养的痛点问题。

（2）创新了“田间课堂”场景沉浸式教学与“项目师徒制”

教学方式。

针对乡旅乡创过程中，不同岗位执行的实际技能训练要求，开

展“田间课堂”场景沉浸式教学，让学生在岗位工作的真实环境中

实践动手，掌握实际技能；针对田间种植、乡旅开发等情景，建立

明确项目实践团队，由项目实践老师和高年级学生，以老带新的“项

目师徒制”教学方式，保障学生学习的实操代入感和沉浸式训练效

果，解决当前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就业岗位技能需求脱节而导致

的“下不去、用不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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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出了一条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下不去、用不

上、留不住、难作为”痛点问题的新路子。

依托“相思岭乡村旅游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平台，培养一批农

业项目开发的合伙人、农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农村基层组织的接

班人。同时，发挥产业学院的各种优势资源，组建一批有情怀、有

技能、有资源的项目实践型师资团队，与“N”个乡旅产业基地对

接，对基地总体发展规划、项目设置与开发、人才培养与输送等方

面实施共建与帮扶带动，解决“N”个“美丽乡村”和乡旅基地建

设中面临“缺规划、缺模式、缺人才”的尴尬局面，破解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中“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难作为”的痛点问题。

（4）实现了乡旅乡创人才的培养实践与持续影响

落实“1+N 三共”人才培养模式，乡旅乡创人才发挥“头雁”

作用。修订了 4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 20 门课程标准，编写 2

部教材及 4 门校本教材与活页教材，引进了 10 个研学项目及 40

多支创业团队入驻，开展 3 万多人次实践培训并获得省级专业紧

密型产教融合基地等数十项认可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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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聚焦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三个突出痛点问题：首先，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缺乏灵活有效的长效体制与运行机制；其次，

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与乡村振兴人才需求错位脱节严重，学无可

用，导致“下不去”“留不住”无处依托的问题；最后，乡村振

兴人才供需渠道不畅通，导致人才“用不上、难作为”发展受限

的问题。

（2）解决问题的方法

1）建立了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

为全面构建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学校创建“1245”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图 1），出台了《福建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校企合作工作管理办法》等管理文件。同时，学校与福建

慕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从体制机制上保

障了产业学院长期稳定发展。

图 1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长效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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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建“产业学院”“1”个大平台，连接“N”个方面进

行 5 个层次的“三共”合作

第一层次，依托“产业学院”“1”个平台与台湾高校及 “政、

行、校、企”多方合作；第二层次，以“产业园区”为“1”个

龙头，整合“N”个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第三层次，以“创客

平台”为“1”个平台，联合“N”个大学生创业团队；第四层次，

以“1”个大学生核心创业团队，联合“N”个创业大学生团队或

个人组成；第五层次，以“1”个“核心三共人才”发挥头雁作

用，带动“N”个乡旅乡创执行人员（图 2），分为 5 个层次，

开展“N”方面的“三共”合作。

图 2 五层次“1+N 三共”模式图

3）开展了“三教”改革，突出劳动实践及“三创”教育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首先是引入高校教授、科研专家、行业

行家、企业技术能手等建立一支多学科、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并

以此带动一批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其次是强化中青年教师实践锻

炼，并鼓励其参与园区科研、创业、项目的开发与管理等活动中，

极大地提升了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在教材建设上，立足农业

园区生产实际，开发适配于生产实际的课程及技能项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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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相应的校本教材用于教学。在教学改革上，创新了“田间

课堂”场景沉浸式教学与“项目师徒制”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手段。

一方面，建立“相思岭劳动公社”构建“三线五阶”劳动教

育模式（图 3）；另一方面，发挥“产业学院”平台及创业团队

的扶持与培养，致力于大学生“四农人才”与“三创”能力等职

业素养的提升。

图 3 劳动教育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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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创新了嫁接式“1+N 三共”人才培养理念

该成果提出了全过程、多环节注重学生实践技能提升和“三

创”能力培养的理念，有效解决当前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就业

岗位需求脱节严重问题，从 5 个“1+N”层次培养适应乡村振兴

的乡旅乡创人才，破解了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下不去、留不住、

用不上、难作为”的痛点问题。

（2）创新了人才培养平台基地组网方式

该成果搭建了“产业学院”“1”个大平台，整合了高校支

持、农业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实践、乡旅基地训练、校内生产性

基地实训等“N”方面资源优势，在政策、资金、师资、技术等

方面联合打造一个高水平人才培养平台基地。

（3）创新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才下沉通道

该成果一方面通过以“产业学院”“1”个载体，整合了“N”

方面资源，建立了“N”个产业园区，开发了“N”个创业项目，

入驻了“N”个创业团队，共建与帮扶了“N”个乡旅基地；另一

方面，通过充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深度开展“三教”改革，特

别是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多措并举致力于学生良好职业素

养的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了一套复合型人才培养与输

出的运行模式（图 4）。产业学院除了为各需求单位开展人才输

出及指导外，各相关的企事业经营与开发单位、乡旅基地、项目

团队可按照“产业学院”打造出的模板进行复制，使得人才培养

输出与需求开发实现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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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N 三共”人才培养模式执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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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科技助力，乡村振兴，高度评价

由于成效突出，园区先后获得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实训孵化基地、国家级农业科技与集成

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全国青少年农业科

普示范基地等 5 项国家级荣誉及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福

建省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福建省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

10 项省级荣誉。

（2）乡旅乡创，社会服务，品牌卓著，广受好评

5 年来，产业园区为福建省中小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教育、农

业项目研学实践教育、企业团建、乡村旅游等累计达 50 万人次

以上。

依托“产业园区”接纳了来自全省各地新型职业（高素质）

农民各类培训班实践教学达 3 万多人次；开展就业与创业培训达

1000 多人次；赴全省各地开展新型职业（高素质）农民短期培

训班培训达到 5000 多人次，深入全省 200 多个基地的生产现场

进行技术指导与咨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3）示范带动，基层共建，辐射推广，成效显著

由于“产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知名度日益提高，许多省

内外从事乡旅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纷纷慕名而来，园区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带动与辐射推广作用；帮扶带动了福清星巢等 6 家乡旅基

地，为共建帮扶基地开展了基地总体发展规划、项目设置与开发、

人才输送（就业）等方面的服务；对口帮扶闽东北、闽西南农业

职业院校 8 所，参与国家东西部协作项目、帮扶甘肃、宁夏、新

疆农业职业院校 4 所，在对口帮扶院校推广“1+N 三共”人才培

养模式，助力涉农特色人才教育品牌的形成和影响提升。

5 年来，通过参与“产业园区”创业、创业实训、专业实践、

劳动教育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能强、“三创”能力高、吃



11

苦耐劳的高质量毕业生。已帮扶 300 多名大学生实现在农村就业

创业，其中 20 多名大学生成为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就

业典型。

（4）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质量，成果丰硕

充分利用校内优越的劳动、创业、实训等条件，以强化实践

教学的原则，修订了 4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 门课程标准；

编写 2 部教材及部校本教材与活页教材；开发了 10 个研学项目；

入驻了 40 多支创业团队；获得了省级专业紧密型产教融合基地

等数十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