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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国家农综区产教联合体项目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农综区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项目负责人 贺志强

依托单位 潍坊职业学院

合作单位 潍坊市农业农村局

申报日期 2023 年 11 月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农综区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项目
依托
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 潍坊职业学院 单位类型
公办全日制

普通高职院校

所在地区 山东省潍坊市东风东街 8029 号

联 系 人 徐艳秋 手机号码 15965023258 电子邮箱 Hannah0301
@163.com

项目
负责
人情
况

姓名 贺志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11

所在单位名称 潍坊职业学院 所学专业 高职教育管理

职务 副院长 职称 教授

学历 本科 学位 硕士

手机号码 13608950958 电子邮箱 Hannah0301@163.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职务 职称 所在单位

巨荣峰
科技处处长

产学研合作中心
主任

教授 潍坊职业学院

徐艳秋 科技处副处长 教授 潍坊职业学院

韩吉林
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
副教授 潍坊职业学院

李海涛
继续教育学院农
民培训科科长

副教授 潍坊职业学院

单鹏飞 科技处科员 助教 潍坊职业学院

孟香香
继续教育学院综
合办公室主任

副教授 潍坊职业学院

崔正华
继续教育学院

科员
讲师 潍坊职业学院

项目完成期限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2 月



二、项目建设规划

（一）项目建设思路和规划

潍坊职业学院发挥农科办学优势，聚力服务乡村振兴和潍坊“三

个模式”提档升级，育训研一体、产教科融合，精准赋能乡村振兴的

人才战略，为区域输送了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有情怀的现

代农业人才，形成了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独家品牌”和技术服务

“闪亮名片”。

1.以农林类专业为主，聚焦农技创新与推广人才培养，实施教学

-科研-生产-服务的“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将生产、科研和技

术服务真实项目、典型案例融入课程体系；以项目教学为带动，紧贴

岗位群需求，融汇科研、生产与服务综合要素，育训研用一体化推进，

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全面提升。

2.在潍坊市政府支持下，用好潍坊职业农民学院育人平台，坚持

育训并举，搭建“学院-分院-教学点”三级教学架构，组建“专家+

能工巧匠+乡土秀才”三类教师团队，打造“固定课堂+田间课堂+空

中课堂”三个课堂，以项目为驱动，实施农闲学习、农忙生产“农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以学校为主体，实施长期培训、集中培训、学

历教育，面向种养大户（能手）、农业工人、农业服务人员等开展职

业农民全过程、开放型、多层次培训，助力农民素质能力提升，满足

农民求学与生产兼顾的实际需求。

4.与区域大型企业合作，搭建全国农产品电商职教集团、全国农

村法治教育基地、山东省农林职教集团、山东省服务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潍坊市大姜脱毒种苗研究院等科技服务平台，组



建服务团队，开展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等，充分发挥潍坊职业农民学

院作用，进行现场指导、结对帮扶，将最新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二）项目建设目标

聚焦乡村振兴，充分发挥潍坊职业农民学院作用，广泛开展面向

农业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整合县市区资源建设分院及教学基地，

完善师资库建设，有针对性开发精品培训课程，打造特色品牌培训项

目，到 2024 年底，争取建设分院累计达到 14 个，教学点累计达到

38 所，师资库累计达到 100 人，培育学员规模每年 10000 次，为现

代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人才助力，在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开放发展

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传统农民素质偏低问题

伴随着农村产业不断升级，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加快，农业生产呈

现出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等特点，生产工具日趋机械化、

智能化，传统农民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生产需求，高素质农民培育

为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培育了适需高素质人才。

2.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一些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培育高素质农民，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高

素质农民是现代农业中不可缺少的骨干农民，高素质农民的培育能有

效解决提高生产效能、多种田、种好田，从而解决农村现有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



三、建设进度与保障措施

（一）建设进度

1.教学基地建设（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月）

2.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学员(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2 月)

3.总结验收(2024 年 12 月)

（二）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学院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把建设农

综区产教联合体项目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切实承担起推行实施的责

任。要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根据各自的职责和工作分工落实责任,进一

步细化工作安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和完善实施机制,把项目任务

和措施落到实处。

2.资源保障。学院科研团队、技术服务团队、科研平台、课程资

源、实训设备、师资力量等，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优先为共

同体项目开放使用。持续运行“学院—分院—教学点”三级培训运行

模式，面向种养大户（能手）、农业工人、农业服务人员，实施农闲

学习、农忙生产“农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新型农民。推进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同打造特色品牌，促进横向合作，推进农业职业

技能标准开发。

3.制度保障。《潍坊职业农民学院培训安全管理办法》《潍坊职

业农民学院培训费管理办法》《潍坊职业农民学院培训管理实施细则》

《<潍坊职业农民学院培训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保障职业农民培

训。



四、预期成效

一是深入结合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农村一线开展调研，精准化把

控农民培训需求、提升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加强《潍坊职业农民学院档案管理实施细则》《潍坊职业农

民学院培训管理实施细则》《潍坊职业农民学院培训费管理办法》等

规章制度的遵循和实施，进一步增强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规范性。

三是不断挖掘和整合有效资源，加强职业农民学院分院和实践教

学基地建设工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供资源支撑。

四是结合农民培训需求，不断开发培训项目，不断提升培训效能，

打造职业农民培育“金字招牌”。

五是进一步丰富完善“学院-分院-教学点”三级办学体制，深入

整合全市培训资源，形成覆盖全市、资源统筹、上下联动的办学格局。

五、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说明

1 设备费 600
多媒体教学器材、仪器设备、

维修维护等

2 培训费 700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授课费、

场地费、交通费等

3 教学基地建设费 200
教学基地场地建设、

教辅设备购置等

4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30

文章版面费、专利费、著作费

等

5 运行管理费 100
差旅费、水电动力费、专家费、

管理费等

合计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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