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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资团队成为所有学员的“智囊团”，专家团常年答

疑解惑，目前班级群已经成为学员良好的学习及沟通平

台，持续对所有已毕业学员进行终身教育服务。

结　语

学校始终积极践行育训结合的法定职责，创新培育

模式，突出党建引领，注重实效，为基层培养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理念思路上对

“三农”工作者有所启发，不断增强造血功能，是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的具

体实践。“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立足新起点，

把握新机遇。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为遵循，不断构

建学习型社会新平台，创新拓宽全民终身教育学习新路

径，引领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职业

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杨职方案”，

贡献杨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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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与陕西府谷县、定边县、彬州市、杨凌

示范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地探索实施“培训+乡

村振兴”整县推进行动，通过三产融合培训，府谷海红

果、黄米、湖羊，定边县荞麦、马铃薯、辣椒等已形成

品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与城乡发展结合，做好“城乡融合”文章。城乡融

合系统性强、覆盖面广，而说到底人的提升才能加速城

乡融合步伐。如何提升人？培训是关键。近年来，学校

为做好“城乡融合”文章，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

创新，培养了一批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基层干部和高素

质农民。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把提升城镇

建设能力付诸高端，通过开设基层课堂、技术指导，让

城镇人口掌握技能，从而带动城乡融合水平整体提升。

与乡村振兴结合，构建乡村振兴“智库”。为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学校不断探索办学新模式，建

立高素质农民教育体系，培养更多掌握先进农业科学技

术的新型农民。学校主动融入国家“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战略，先后与贫困地区结成帮扶对子，在杨凌

王上村等十多个村子设立乡村振兴专家工作室，从种植

业到养殖业，从农产品加工到乡村休闲游，从产业规划

到组织能力提升，为群众送技术、送服务、送希望。

（四）“五化五同步”，创新培训新体系

通 过 “ 三 进 三 结 合 ” ， 推 动 培 训 “ 精 准 化 、 全 息

化、国际化、公益化、持证化”的五化培训体系，助推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五大振兴同步发展。

一是精准化，以需求为导向，培训前期结合实际进

行系统调研摸底，分析调研结果，定制课程菜单。二是

全息化，开放式办学理念，多个主流平台同步直播，传

播力强、受众者广。三是国际化，特聘外国专家线上授

课并实时互动，学员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寻找差距，开

拓思维。四持证化，凡参加者即有机会获得双证书（培

训证和技术职称证），探索学分互换、学时互认。五是

公益化，学校坚持公益化办学理念，把公益化培训项目

作为学校的特色项目，助力创新创业、服务乡村振兴、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五）跟踪服务，关注学员终身发展。

学校形成并扎实推动“1+一生”和“3+一生”服务

机制，对于在校进行学历教育的学员实施“3+一生”服

务、对于参加过培育的学员实施“1+一生”的终身学习

服务。创新“培育+学历”教育新模式，将培育与学历进

行有效衔接，做好学员终身教育服务工作。学校近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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