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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三农”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项目
依托
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所在地区 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南路 8979 号 

联 系 人 邹昕 手机号码 18562604062 电子邮箱 Wf3857231@163.com 

项目
负责
人情
况 

姓名 王波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11 

所在单位名称 农林科技学院 所学专业 遗传学 

职务 农林科技学院副院长 职称 副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手机号码 18765676612 电子邮箱 115034469@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职务 职称 所在单位 

马永婷 骨干教师 副教授 农林科技学院 

张明岗 院长 教授 农林科技学院 

陈进 教研室主任 讲师 农林科技学院 

董明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青州市鞓红花卉职业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王春玲 项目部经理 中级 
青州市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李青春 生产部主任 中级 青州市花卉产业服务中心 

刘明洋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农林科技学院 

项目完成期限 2026 年 12 月 1日 

 

 



二、项目建设规划 

（主要说明项目建设思路、目标、规划及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超过

2500字） 

建设目标：厘清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三农”人才培养需解决专业交叉融合的方法、

途径等问题，针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出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通过发挥企业、行业、政府优势

对现有资源进行协调优化使用、对新型资源大力开拓引入，依据核心素养的全面性勾画出“三

农”人才核心能力结构图，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农业人

才，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一是为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需求，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能、拥有创新能力和

绿色发展理念的新型农业人才。二是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

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帮助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三是探索和实践新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一体化、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等，

以更好地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建设思路：以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人才培养为导向，面向产业转型升级，以潍坊现

代花卉、果蔬高效农业园区为依托，明确项目实施主体着力点，构建“分层分类、能力递进”

人才培养体系，形成行业特色突出、工学协同并举的课程体系。 

建设规划：一是短期规划。成立专项小组，针对产教融合“合而不深”的问题，分析摸

清产业转型与人才适配度不高的原因，在“三农”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方面，提出具体的解决

思路，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明确项目实施方案，并推动实施。二是中期规划。以项目

开展为契机，校企实施深度合作，推动“专产”对接，开发一批新形态教材，将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新规范引入实践教学。三是长期规划。从与产业契合度，学生培养质量等方面对项

目成效进行全方位评价，构建长效、可持续发展的“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同时，

紧跟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数据化转型步伐，探索更加开放畅通的社会培训模式，兼顾校

政行企四方利益，有效服务产品工艺改进、技术研发。 

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解决人才培养与县域农业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发展匹配度差的问

题。建立适应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的“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落脚到县域农业产业

的发展，通过分层分类培养体系、“县、乡、村”三级培养网络，将人才培养“一杆到底”，



解决人才培养与县域农业产业匹配度不高的问题。二是完善县域“三农”职业教育链，解

决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求问题。研究从“三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对象特点以及涉农人才

从业特点出发，以县域高职院校为中心，通过涉农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体系、实用人才教育

培训体系的构建，形成县、乡、村三级人才培育网络体系，延伸职业教育人才培育功能，形

成“专业学历教育+培训+学徒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的职业教育人才培育链，解决县域农业发

展对不同人才需求问题，促进产教融合、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效能发挥，为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助力。 

三、建设进度与保障措施 

建设进度  

1.项目启动阶段：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各任务和计划，分配负责人和时间节点 

2.项目实施阶段：按照计划和任务分配，有条不紊地推进项目的实施。打造功能兼备、

管理完善、保障到位的运行机制。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对接产业用人标准和岗位

新标准、新技术和新方法，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协同开发实训课程和教材，将行业新技

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过程，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要素的全方位对接。

同时，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和科研项目，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为培养“三农”

人才提供师资保障；对现有资源平台整合，实施改建、扩建，联合共建，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和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 

3.总结评估阶段：形成标志性成果，将评估实施效果，持续改进。具体措施包括：定期

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和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就业情况；对实践教学

基地和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评价和反馈，及时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对教师教学水平和

专业素养进行评估和反馈，鼓励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建立项目实施档

案，记录项目实施过程和成果，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保障措施 

为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将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1．成立专项小组。成立学院院长任组长，分管副院长任副组长的专项领导小组，具体

负责统筹协调项目进展等相关工作。2.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各项目组依据项目研究内容制

定相应的计划。项目计划中应包含项目的具体进展计划、责任分工、进度安排、资源调配以

及决策流程等内容。各项目组挂图作战，在确保项目计划的详细性的同时，还需要确保项目 



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 

3．采取分阶段、分事项推进。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项目组认真研究，详细拆解任务，

一个个完成，还可以按照不同的事项将项目拆分开来，逐步推进。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 

4.建立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各方资金投入机制，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申报上级项目

资金支持等形式确保所需经费的及时投入和实用。 

5.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和解决，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四、预期成效 

一是整合人才培养资源、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围绕国家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

经济发展现状，进一促进产教融合，整合校、政、行、企四方优势资源，深入推动产教融合

发展，“依托行业、对接产业、锁定职业、服务就业”，提升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优化专

业布局，重构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多层次多类型“三农 ”人才，探索一

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二是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领域的优势作用，着力为地方产业培养高素

质复合技能型人才。构建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职院校“三农”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和学生满意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也为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助推

“三教”改革贡献力量。 

三是为探索政产学研用多主体知识生产、应用、转移、共享机制建设做出有益探索，

建立健全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着力破解建设主体参与度不高、产教融合不深的问题，改变传

统的农科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以产助教、以教兴产融合，有效解决途径，推动产教融合、提

高人才与产业的契合度，赋能乡村振兴，打下基础。 

五、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说明 

1 调研费 1.0 
 

 

2 专家指导费 2.0  

3 差旅费 2.0  



4 图书资料费 0.5  

5 课程资源开发 10  

合计 15.5 

六、声明 

我承诺：前述所填报内容均真实、准确、有效，并自愿接受有

关方面核查。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自愿退出认定，并接

受处理。 

                            项目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七、建设单位审核、推荐意见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