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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双创”教育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作用,从涉农高校“双创”教育的视角解析乡村振兴战

略,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双创”教育实践探索为例,分析了涉农高校“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及

现状,提出了“四结合”助力模式,如“农民＋专家”模式促进人才振兴,“科技推广＋信息技术”模式促进科技振

兴,“乡村文化＋乡村旅游”模式促进文化振兴,“科研项目＋乡村宜居生态”模式促进生态振兴.探索出“四结

合”助力模式的实践路径,包括开展多形式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实践育人平台;构建教学新模式,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指导和帮扶“特殊”学生群体,鼓励其在农村就业创业;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科研创新.总之,涉农

高校需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深化“双创”教育改革,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多学科背景、
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
关键词:涉农高校;“双创”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２１
基金项目:吉林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一般课题(CXCYHZW２０２２０２１);吉林省教育科学“十
四五”规划２０２２年度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课题(ZX２２０６).
第一作者:刘玉兰(１９７１－),女,硕士,高级实验师,从事高等
教育与教学方法、作物遗传育种与高产栽培实践教学研究.
EＧmail:jllyl２００６＠１６３．com.
通信作者:张秀峰(１９７１－),男,博士,高级畜牧师,从事高等教育
与教学方法、畜禽养殖教学研究.EＧmail:２７２９４４６９６＠qq．com.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三
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重
点在于理念,关键在于人才[１].国家教育部于

２０１９年１月印发的«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中强调,要充

分发挥高校人才与科技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组

织引导,积极开展精准脱贫行动,助力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２],为推动高等院校深度参与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明确了目标.金绍荣等[３]认为农科教育

变革与乡村人才振兴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二者不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而且实施过程中互动,
结果互补.这里所说的农科教育变革包含涉农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即“双创”教育.“双创”教育是

由一系列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

价等内容组成[４].根据乡村振兴需求,本文以吉

林农业科技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双创”教育实践

探索为例,从高等教育角度探讨了涉农高校“双

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提升涉农高校的人才培养

定位和质量,促进涉农高校“双创”教育持续健康

发展,有助于完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推进乡村

振兴.

１　涉农高校“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特殊性优势

１．１　涉农高校“双创”教育的特殊性

“双创”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实践活动,更加

注重人才质量的培养,其目的是培养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点燃学生的创新创业激情.涉农高校

“双创”教育起步相对较早,教育实践活动形式很

多,“双创”教育成果显著,在社会基层影响力较

大,尤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能够直接

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战略.

１．２　特殊性优势

涉农高校在大学生中加强“双创”教育是高等

农业院校服务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现实要求.涉农

高校“双创”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具有特殊

性优势.
首先,涉农高校在近些年开展的“双创”教育

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经验和特色,并根据办

学特长,与优秀地方企业开展校企联合乡村振兴

项目,有利于开展乡村振兴服务.
其次,涉农高校“双创”教育在农业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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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位独特.“双创”教育模式下的涉农高校具有

独特的学科建设优势、课程培训优势和科研实践

优势,能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接地气的乡村振兴

建设人才,涉农高校“双创”教育独特地位更加

突显.
最后,涉农高校“双创”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

优势明显.涉农高校作为农业高素质人才密集的

场所,专注农业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与创新,
可充分发挥其拥有优质农业专业人才并可以持续

培养人才的优势.涉农高校开展的“双创”教育模

式,可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优秀农业人才.

２　涉农高校 “双创”教育对接乡村振兴
现状

２．１　“双创”教育模式需与乡村振兴进一步融合

涉农高校在大学生中加强“双创”教育是高等

农业院校服务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现实要求.近些

年涉农高校大力推广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双
创”意识、塑造“双创”精神、提高“双创”能力、增强

“双创”知识教育、开展“双创”实践活动,“双创”教
育模式培养的学生能较早地融入社会工作中.涉

农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形式有多种,
各层次都有成功案例,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但

也存在“双创”教育模式下部分专业人才培养的

“高度专业化”与乡村振兴要求的人才“综合化”相
矛盾,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难以满足乡村

振兴的综合化人才需求;教学内容与乡村振兴不

够契合,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脱离了乡村振兴实际

需求,难以满足其需要[５];学生返乡创业成功几率

不高,服务乡村振兴意识不够强烈.学生职业适

应能力不强、多数科研成果不能直接应用于生

产[６Ｇ７],招生、就业模式需创新,学科设置、人才培

养方面需适应社会需求[８].涉农高校如何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以适应与满足乡村振兴人才的需求

是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９].现实要

求“双创”教育模式需与乡村振兴实际需求进一步

融合.
２．２　“双创”人才数量的供给难以满足乡村振兴

需求

　　乡村振兴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涉农高校毕

业生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数无法满足乡村振兴人

才需求,包括农学在内的部分高校毕业生不愿意

回到县城和乡镇工作[１０].乡村专业人才严重不

足,人力资本不足、精英缺位问题已成乡村全面振

兴的瓶颈[１１].根据农业农村部调查,目前大学生

农村基层就业创业人数的占比仍然较小,实用人

才供不应求,农技推广人才“青黄不接”,农业新产

业新业态人才紧缺[１２].现实需求是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仅仅加大农业

类别的人才供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导多元人

才共同加入到农村发展建设中.农村急需“双创”
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多元化人才.

３　涉农高校 “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模式

　　涉农高校“双创”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既要熟悉

创新创业的基础理论,也要结合农业特色.针对

乡村转型发展,围绕地方特色产业,探索“双创”教
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吉林农

业科技学院通过“双创”教育实践活动,探索出了

“四结合”服务模式,提升了师生服务乡村振兴的

能力.
３．１　“农民＋专家”模式促进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振兴需要创新

型人才、专业化人才、综合性人才,还需要农业领

域留住高等农业人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求加快

推进与落实乡村人才振兴工作,切实助力乡村振

兴与发展[１３].“双创”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能较

早、较快地融入农业、农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近些年开展的“双创”教
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经验和特色,为促进

基层人才创新振兴,学校举办各种农民培训和相

应的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提高基层农民素

质;采用大学生支援西部、“三支一扶”、大学生村

官工作等项目,为乡村输送更多的农业应届毕业

生,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新生力量;另外,依托特

色农科为乡村地区输送农业科技、农业工程与农

业经营管理等紧缺高素质专业人才,解决了缺乏

专业人才的痛点;根据办学特长,与优秀地方企业

开展校企联合乡村振兴项目;选派“三区”科技人

才、科技特派员深入贫困地区,成立乡村振兴专家

团队、乡村振兴博士工作站,把已有技术、成果投

入到特色乡村改造,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乡村振

兴智力支持.
３．２　“科技推广＋信息技术”模式促进科技振兴

涉农高校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尽可能把农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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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充分应用到农业发展中,可加快农业科研成

果在农村的推广应用,使科技成果价值最大化,为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１４].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双创”教育起步相对较

早,教育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师生积极参加“双创”
教育实践,“双创”教育成果显著.与吉林省多家

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科研成果转

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方面建立了长期帮扶合

作关系,在助力吉林省乡村振兴过程中得到了社

会广泛认可.目前已形成校企、校村、校社科技服

务模式,以乡村振兴工作站为立足点,科技服务带

动辐射,助力企业、农户增收,为助力乡村振兴提

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保障.
３．３　“乡村文化＋乡村旅游”模式促进文化振兴

涉农高校“双创”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战

略,要紧密融合现代农业文化,充分运用涉农高校

特色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深入挖掘包装打造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开
展乡村 特 色 旅 游 推 介 活 动,促 进 乡 村 文 化 振

兴[１５].另外,涉农高校可把校内外有关乡村文化

及文旅方面的“双创”教育成果应用于乡村文化创

新振兴.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结合“双创”教育实践活

动,挖掘人文旅游资源,有效对接区域文化名城建

设和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打造地方文化创意产业,
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创意农业、文化与乡村旅

游相结合,利用我校现有的技术、成果等方式投

入,支持吉林省抚松县沿江乡滩头村进行特色乡

村改造,打造了沿江乡滩头村融合冰雪旅游、生态

采摘、特色园区、摆渡市集、威士忌文化、精品民宿

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将乡风文明建设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学校选派第一书记进住长岭县落实

村,提出乡村文明理念.
３．４　“科研项目＋乡村宜居生态”模式促进生态

振兴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１６].吉林农业科

技学院立足农业农村发展现状,从粮食安全、食品

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开展“双创”教育实践活动,
加大生态创新科研的支持力度,院校鼓励师生从

生态宜居角度创新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乡村振兴和绿色发

展注入强大的原始创新动力和科技活力.其中农

学院水稻栽培团队提供有机稻米种植及稻谷贮藏

加工技术,促进稻米产业转型升级,黑土地保护团

队提供有机施肥体系建立及稻草低温腐解还田技

术,为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提供

了技术保障与支撑.通过师生近三年“双创”教育

实践活动新技术模式示范,大大减少了化肥农药

的使用,促进了当地乡村宜居生态的发展.

４　涉农高校 “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路径

　　涉农高校作为农科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
创新服务路径助力乡村振兴.结合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近几年“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效,总
结出涉农高校“双创”教育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可
以从以下４个方面入手.
４．１　开展多形式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实践育人

平台

　　“双创”教育需要广泛的教育实践,仅仅依靠

校内资源是不够的,应充分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
学校要积极与所在地政府、社会组织团体、大型企

业等部门密切合作,形成校内外协同推进“双创”
教育的良好生态,有助于“双创”教育全面对接乡

村振兴.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科教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多方合力,建设

优质合作平台,共同构建学生专业发展体系,打造

实践育人平台,强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学

校实施“一导二师三保障”育人模式,建立与行业

企业共建共享的“两平台、四路径、四共同”协同育

人机制,探索出“三进三出”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学校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夯实“平台＋
模块”理论教学和“三实一研”实践教学体系.学

校建有省级科研平台１５个,省级农产品检测中心

１个,坚持加强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９个办学学

院均成立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理事会,通过建立稳

定的校外科研示范基地,以服务吉林省区域经济为

出发点,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助力乡村振兴

为己任,逐步形成规模适度、体系合理、特色鲜明的

应用型学科,学校现有省级特色优势学科３个.
４．２　构建教学新模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乡村振兴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因

此,涉农高校“双创”教育对接乡村振兴,要构建适

合乡村振兴的学科建设体系,要走学科专业交叉

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要建立

适合培养农业农村发展通才的课程体系,同时,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实践技能水平,优化

“双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造就复合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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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使他们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强大力量[１７].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的智慧农业专业,

主干学科为作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

心课程为现代作物生产技术、现代作物育种学、现
代植物保护学、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农业大数

据;综合运用农学、生物学、信息技术、统计学等知

识和技能交叉融合,运用计算机应用、数字图像识

别、物联网、农业遥感、智能装备、设施农业等技术

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实际问题;在教学体系

方面形成“三段九步”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四融合

四变革”的农业应用型课程体系.
４．３　指导和帮扶“特殊”学生群体,鼓励其在农村

就业创业

　　据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调查,本校

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这些来自农村的生

源,更加了解农村、农业、乡村产业等,也愿意从事

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信息产业和其他乡村服务

行业,可以作为农村创新创业的主力军进行个性

化指导和帮扶.鼓励这一群体学生将所学专业知

识尽早融入农业生产实践.通过生产实践,不仅

有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而且提高了学生

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这些学生可以把前

沿的知识、先进的技术更好更快的普及到农村农

户,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农业,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

与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４．４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科研创新

农业和农村是检验涉农高校“双创”教育成效

的主战场.为更好检验“双创”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成效,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进一步健全助力乡村振

兴的农业推广系统,完善在校师生到乡村和企业

挂职、兼职和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多种方式的人才

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估方案,对科研

及农技推广人员进行精神及经济方面的鼓励和肯

定,同时把这部分工作和教职工专业技术职务评

聘、年终考核及学生奖学金发放、优先就业相结

合;鼓励师生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的实际

需求,以政府为导向,联合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开展

农业科研工作,把在校“双创”成果推广应用到农

业生产实际中,并对相应的科研及成果给与肯定

和宣传.吉林省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以企业、行
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新型职业农民需求为导

向开展学科学术研究,开展的“东北平原中部直播

稻区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科

研项目,通过直播稻品种筛选、有机肥部分替代化

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使化肥农药减量

３０．８％,使水稻增产０．１２７５万t,新增经济效益

３８９．９万元;采用“科研项目＋农场”产业升级模

式助力乡村振兴,以项目带动农场转型升级,以农

场辐射村镇转型升级,以科技服务促进稻米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建立校企农业产业创新平台,让
教师和学生共享共创“双创”教育成果,加快推动

乡村振兴关键技术创新.

５　结语

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当

前一项重要任务,需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涉

农高校需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在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中深化“双创”教育改革,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

多学科背景、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涉

农高校“双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需精准定位服务

方式和服务内容,方可做到服务到位、服务成功,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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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AnalysisofModeandPracticePathAbout
“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Education”HelpingRural

RevitalizationinAgricultur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
LIUYulan１,ZHANGXiufeng２,FANWenzhong１,JIANGLong１,WUNan１

(１．AgriculturalCollege,Jil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Jilin１３２１０１,China;２．Animal
ScienceandTechnologyCollege,Jil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Jilin１３２１０１,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facilitationroleof“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Education”totheruralvitalization
policyinourcountry,thepaperexplainedtheruralvitalizationpolicyfromtheviewof“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
Education”ofagriculturaluniversity,takingexplorationofeducationalpracticeof “Entrepreneurshipand
InnovationEducation”inJil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Universityasexample,theuniqueadvantages
andpresentsituationof“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Education”inagriculturaluniversitytohelprural
vitalizationwasanalyzed．Thepowerassistmodeof“FourCombinations”wasputforward,suchas“Farmers＋
Experts”modepromotingrevitalizationoftalent,“Scienceandtechnologypromo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ngrevitaliz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Ruralculture＋Ruraltourism”promotingrevitalizationof
culture,“Scientificresearchprojects＋Rurallivableecology”promotingrevitalizationofecology．Thepractice
pathof“FourCombinations”helpingmodewasfiguredout,includingcarryingoutmultiＧformcollaborative
educationmechanismandbuildingpracticeeducationplatform,constructinganewteachingmodelandimproving
thetalenttrainingsystem,guidingandhelping“special”studentsgroupandencouragingtheiremploymentand
entrepreneurshipinthecountryside,establishingeffectiveincentive mechanismsandencouragingscientific
researchinnovation．Tosumup,agriculturaluniversitiesshalladapttotherequirementsofthetimesactively,
deepeneducationreformingof“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Education”intheserviceofrural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cultivateabatchofinterdisciplinary,highＧqualityandappliedagriculturaltalentsfor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Education;ruralrevitalization;

personneltraining























































 



协办单位
黑龙江省作物学会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

内蒙古丰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