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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引领 文化浸润 产教融合 专创融通”

乡村振兴新农人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背景与脉络

（一）政策指引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了立德树人

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在大会上对立德树人作出深刻论述和鲜明表达，强调了立德树人的重要性。但在

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两张皮”的现象，价

值引领不深入、难贯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大批“下得去、

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需要通过教育培训培育大

量高素质农民和乡村治理人才。

（二）产业需要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坚持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大文章，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重任，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在加快农业强省建设进程中，迫切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管

理”的高素质有情怀的乡村振兴新农人。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黑龙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创新粮食生产经营

模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建设等方面对垦区寄予厚望，

并将“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个农业发展重任交在北大荒集团手中，这为垦区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指明方向。

（三）形成脉络

团队成员从 2013 年开始，依托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省卓越农业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及高职院校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卓越农业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研究与

实践、“模拟公司”教学模式在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等 6个项

目与北大荒集团合作开展“思政引领 文化浸润 产教融合 专创融通”乡村振兴

新农人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19 年 6 月开始，团队从“理念、路径、模式、

机制”等方面使成果得到固化并实施推广，5年内陆续拓展至 7个项目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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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图 1 成果形成脉络

二、成果研究内容

成果立足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和龙江农业强省战略，深入推进“思政引领 文

化浸润 产教融合 专创融通”乡村振兴新农人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学生

为中心，以职业素养为核心，以知农、识农、爱农、兴农为育人之标，以北大荒

精神为育人之基，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北大荒企业文化为育人之魂，形成了“理念

+路径+模式+机制”的实践育人特色，致力于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干得好”高素质有情怀的乡村振兴新农人，服务龙江农业振兴。

图 2 成果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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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践行“思政引领”一主线双循环育人理念

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用北大荒精神办学育人的优良传统，

紧紧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践行“思政引领一主线

双循环”育人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双

循环协同合作发力，为乡村振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农人。

成果在实践期，20 多名学生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志愿者行动，“北大荒精神育

人铸魂”获得高校宣传教育优秀工作案例二等奖。“传承北大荒精神、书写奉献

之青春”团队入选 2024 年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示范性团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团队入选 2023 年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二）探索“文化浸润”二平台四融入育人路径

学院连续多年将北大荒精神融入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纳入工作要点，搭建勤工

助学、创新项目孵化、专业实训、社团活动、文体娱乐等校内实践平台和社会公

益、社区服务、专业实习、企业实践、素质拓展、红色教育等校外实践平台，将

北大荒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企业文化等融入校园文化、融入专业育

人文化、融入教育教学活动、融入人才培养标准，打通了校企一体文化育人的藩

篱。通过文化育人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大农业、大企业、大基地，转变传统观

念，提升学生“爱农业、爱农村”的情怀。

成果实践期间，学校获全国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一校一品”学校称号。多个

志愿服务团队及个人获 2023 年度全省优秀志愿服务嘉许。

（三）实施“产教融合”一驱动四融通育人模式

学院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学院、现代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大师工作室、农产

品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与建三江七星农场、闫家岗农场等 28 家企业共建

北大荒远程互动教学实训室、生产性实训基地、优质教学资源、企业标准等，形

成“共建共研共育共享”产教融合育人特色；根据作物生长季节性及生产管理技

术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形成特色鲜明的“农时驱动”教学模式，实现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无缝对接；通过“岗、课、赛、证”四融通，将学生培养为“素质高、

懂理论、会实践、多证书、能上岗”的高素质乡村振兴新农人，实现个人成长的

职业素养、人文素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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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实践期，182 人获“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院

连续两年荣获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优秀组织奖”，建成企业大师工

作室 3个，校企合作研发项目获专利 21 项、培育水稻新品种 4个、制定企业标

准 9个、获黑龙江省丰收计划奖一等奖 2项、科学技术进度奖二等奖 1项。

图 3 “产教融合”一驱动四融通育人模式

（四）构建“专创融通”跟踪培养长效育人机制

学院发挥集团龙头企业优势，坚持校企行多元教育主体，借助各类大赛、专

业社团、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指导、职业规划指导、社会服务等多元途径，

构建“通识课+专业课+创新创业课+实践课”的“专创融通、多阶递进”课程体

系，完成学生→学员、在校生→社会人的全程跟踪培养。遵循“理论巩固→技能

提升→职业规划→-创业指导→需求调研→方案调整→个性指导”路径，为学生

精心定制农业新技术普及、创业就业精准辅导、职业规划深度解析等能力提升计

划，不仅聚焦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重视其职业生涯发展与终身成长，致力于让每

位学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迄今为止，社团育人典型案例获得中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案例一等

奖，学生获各类大赛省级以上奖 32 项，完成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4项，涌现出郎国栋、伭印等一批创业典型，多名在基层工作的毕业生获得

了“优秀”“先进”等称号，学校被认定为省首批共享型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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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解决农业人才“三农”情怀不高的问题（下不去）

以“三农”情怀为价值引领，深挖育人元素，通过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劳

动教育、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增强学生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依托北大荒

博物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馆、云农耕博物馆等资源，开展“北大荒精神在行动”、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北大荒精神”、“保护黑土我是行动者”等系列实践活动

系统推进北大荒精神“入校、入课、入心、入脑、入行”，激发学生树立扎根基

层建功立业的理想信念，为服务“三农”提供情感支撑。

（二）解决农业人才扎根基层动力不足的问题（留不住）

积极探索“耕”“读”结合教育新模式，将“知农、识农、爱农、兴农”思

政元素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认同农耕文化、实践农耕文化的浓厚氛围，让

文化“可见”；举办演讲比赛、“创意种子粘贴画”比赛，参观北大荒博物馆、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馆、云农耕博物馆和校史馆等活动，让文化“可说”；在学院

网站、公众号上展现企业风采、推送中华优秀文化，让文化“可感”；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让文化“可行”，

为服务三农、扎根基层提供精神动力。

（三）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用不上）

学院与建三江七星农场、闫家岗农场等 28 家企业构建了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共同建设北大荒远程互动教学平台、共同研讨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资源、

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实践等，实现了现代农业生产全过程可学可见，缩短学生技能

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依据岗位需求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资源，把粮

油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植物保护、土壤肥料三门课程整合重构成水稻标准化生

产技术、大豆标准化生产技术、玉米标准化生产技术 3门模块化课程，实施“农

时驱动”教学模式，确保学生所学知识与技能能够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解决人

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通过“岗、课、赛、证”四融通，培养学生具备

“素质高、懂理论、会实践、多证书、能上岗”的能力，为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智

力保障。

（四）解决创新创业、知识迁移能力差的问题（干不好）

构建“专创融通、多阶递进”课程体系，配套了优质教材和在线课程，建成

集实践教学、教育培训、技术展示、生产服务和创新孵化“五位一体”实训基地，

既为在校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又面向社会人开展农业新技术、创业就业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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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等培训，制定长期跟踪培养机制，实施全程跟踪，培养会创业、善经营、精管

理、懂技术的高素质农业人才，为其“干得好”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成果创新与特色

（一）创新“思政引领”一主线双循环育人理念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育人主线，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

和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用职业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机，

有效提升了学生服务“三农”情怀。

（二）创新“文化浸润”二平台四融入育人路径

依托校内、外实践平台，将北大荒文化、农耕文化等育人文化融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了育人的科学化、一体化，有效提升学生扎根基层的精神动力。

（三）创新“产教融合”一驱动四融通育人模式

通过校、企、地、共、师多元协同，依据农时安排教学内容，通过“岗、课、

赛、证”四融通，将学生培养为“素质高、懂理论、会实践、多证书、能上岗”

的高素质乡村振兴新农人。

（四）创新“专创融通”跟踪培养长效育人机制

构建分层次全过程的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融合实践育人机制，将专创融通从“课

上”延伸到“课下”、从“校内”延伸到“校外”、从“在校生”延伸到“社会

人”，使专业、产业、就业、创业“四业”贯通，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和知识

迁移能力，推进“助农、兴农”能力双向提升。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成果实践应用的各专业学生整体基础理论扎实、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三农情怀显著增强，就业对口率明显提升，留在乡镇基层、农场工作的学生明显

增多，在基层工作的毕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和好评。2019 届毕业生

孙广旭被授予 2023 年度依安县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2018 届毕业生周天宇被黑

龙江北大荒现代农业服务集团授予“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其先进事迹在北大荒农业服务公众号上展播。刘杨、张洪瑞在基层工作先进事迹

被《人民日报》《北大荒新闻》等报道。10 名学生获省级“三好学生”称号，8

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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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各类大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4项，省级奖项 28 项，其中在黑龙江省“互

联网+”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中“环保生物酵素—丰产增效绿色助农推动

者”获省级金奖（高职唯一金奖项目），典型案例得到省教育厅的关注并推荐国

家案例库。

（二）师资队伍建设卓见成效

依托本成果的实践应用，打造了一支教育教学理念先进、实践操作技能强、

教学水平高、素质过硬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全国农业职业教育名师 2人、全省优

秀教师 1人；教师获省级以上奖 62 项，公开出版教材 10 部，主持课题 10 项，

获专利 21 项，发表教改论文 24 篇，建成国家级服务乡村振兴“名课名师”资助

项目 1项、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4门、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国家级教学资

源库 1门，成果团队辐射带动多名青年骨干教师共同成长。

（三）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成果在实践过程中，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加强。武汉农民创业服务指导中心首

席专家 1人，农业经理人讲师 3人，黑龙江省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岗位专家

1人、黑龙江省省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人。团队成员为企业提供

技术咨询、质量检测等服务 50 余次，参与制定专业标准 3个、企业标准 9个、

1+X 证书标准 1个，参与编写农民及农业经理人培训教材 2部，担任技能大赛裁

判员 3次。团队成员先后进行技术培训、创业指导、职业规划等社会服务累计 2

万余人次，指导黑龙江德沃长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完成 10 款生物有机肥及

施肥机械研发，并在富锦等地推广使用改良黑土地近 10 万亩，为乡村振兴发挥

了农垦职教力量。

（四）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学院被授予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农产品应用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乡村振兴示范校”；入选省第二轮双高校、省职业学校“双师型”教

师培训基地、省级共享型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省职业教育示范性现代农业产

业学院建设单位。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专业群入选省第二轮高水平专业群。成果应

用到 8所中高职学校，实践成效被 30 余家企业认可，被人民日报、北大荒日报、

黑龙江日报、龙头新闻、北大荒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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