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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垫江县职业
教育中心作为“教育部第
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
位”启动“网络环境下服
务三农培训模式探索”研
究，逐步探索职业教育信
息化与服务三农的深度
融合，培养新型农民和新
型农村实用人才。

2014年垫江县职业
教育中心成为重庆市首
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建设学校，继
续开展“网络环境下服务
三农培训模式”研究，搭
建职教三农服务网络平
台，构建县、镇、村三级培
训网络，开展定制培训、
资源共享和在线服务，于
2017年4月通过专家评
审验收。

2018年垫江县职业
教育中心成为重庆市高
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项目
学校，成果在“互联网+服
务三农”特色项目中推广
和深度研究，建成县内外
培训点，开展线上线下培
训。2018 年学校加入
“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
协作联盟”，并在联盟内
推广服务三农经验。

2019 年 11 月垫江
县职业教育中心参加全
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扶贫专项工作交流活动
并 作 扶 贫 经 验 交 流。
2020 年 12 月获全国职
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
盟先进集体。2021年 6
月，学校牵头成立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东部服
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职
教联盟，有高校、中职校、
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
构等62个单位加入，项目
在川渝42所学校试点推
广，应用于26个镇、38个
村，建成20个教育培训基
地。

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创新实践服务三农转型升级新模式

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所作
为，是当前党和国家对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在这一新机遇和新挑
战下，职业教育应积极对接
乡村，推进创新转型，为农
业现代化服务。

近年来，重庆市垫江县
职业教育中心紧紧依托教育
部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建
设单位和全国职业院校“巩
固扶贫成果服务乡村振兴”
协作联盟，联合政府部门、科
研机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
业，系统构建了数字赋能县
域中职学校服务三农转型升
级“三贯通三维度两结合”的
服务新模式，培育了大批服
务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职
业农民。

核心提示

“我们创新了数字赋能县域中职学校
服务三农转型升级‘三贯通三维度两结
合’理念 ，创新了‘政校企村一体化’县域
中职学校服务三农转型升级管理机制，创
新了‘多技术融合’的融媒体县域中职学
校服务三农转型升级新方法。”王文森坦
言，该校通过数字赋能县域中职学校服务
三农转型升级新模式的创新实践，切实提

高了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了教师能力，
促进了学校专业发展，助推了县域经济发
展，并在市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据了解，9年来，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毕业学生15252人，优化了县域农村劳动力
结构；垫江职教三农服务网注册学员15623
名，在线互动答疑33156次，访问量121567
次；开展技能培训8627人次，提供现场指导
52场；与县妇联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妇女专
题培训5次，累计培训留守妇女215人。

该校研究团队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9个，编写出版论著5部、教材26本，公开
发表论文121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农
业技术推广成果奖、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等
省部级以上奖励7次，获全国职业院校精准
扶贫协作联盟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农
业先进个人、重庆市劳动模范等省部级以
上荣誉10次，晋升正高级职称1人。

与此同时，该校立足于县域产业发
展，新增社区康养、幼儿保育、物流服务与
管理等专业，与企业联办数字媒体技术应
用、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等专业。政、校、
企、村横向合作，共同修订15个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46门课程标准，推动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学校成
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计算机应用、会

计事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成为重庆市重
点骨干专业。

该校还在26个乡镇38个村委建立服
务点，与20个企业合作建立培训基地，培
养县域科技带头人13名、致富能手31名，
创办三农小微企业11家，有市级驰名商标
6家，产值3亿元/年，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保
持增长势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位列渝东北前列。垫江县更
成为全国首批农村职成教示范县，国家数
字乡村试点县和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
设示范县。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创新实践成果被
垫江县人民政府、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等10个政府及职能部门作为咨政意见采
纳，被市内外26个乡镇、38个村委和20个
企业推广运用，被重庆市职业教育学会、
垫江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等5个科研部门采
纳应用，并在市内外会议上推广交流26
次，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和声誉。

职业教育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面向未来，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将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进一步探索职业教育
服务三农的新路径，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
服务三农水平，更好地为乡村振兴赋能增
效，进而促进办学特色的彰显和办学品质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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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公室供图

推广运用 彰显服务三农效应

“我们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乡村
振兴为目标，基于传统培训局限和‘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确定了‘多技术融合’的新
方法，基于培训内容陈旧和县域产业布局
确定了对标区域生态的学习资源，基于培
训模式单一和农民需求多样性确定了‘三
贯通三维度两结合’的立体架构。”垫江县
职业教育中心校长王文森介绍说。

该校深入三农调研，依托高校三农专
家和网络领域专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云计算、大数据等多技术融合，搭建“垫江
职教三农服务网”，开通了服务三农微信
公众号。网站前台开设了职业教育、交流
咨询、垫江文旅、农业技术、培训视频、特
色产业、供需信息等栏目；后台功能包括
信息管理、栏目管理、用户管理、反馈管
理。网站基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追踪
实时更新有效的农业新动向、新技术信

息。通过新型的融媒体技术，将学习资源
在抖音、B站等平台进行宣传和技术推广，
让服务三农灵活多变、高效便捷，保持服
务手段的“先进性”。

同时，该校以本校教师为主导，联合西
南大学农学专家，当地农业科技员、产业带
头人、能工巧匠等组建三级服务团队，共同
开发耕植于区域生态的资源智库。根据县
域三农需求，适时更新资源达到精准化，根
据县域产业发展，整合微视频、课件、技术
文档等资源实现多样化，根据县域三农培
训需求，将乡村幼教、社区康养、美丽乡村、
生态农业技术等资源分类呈现做到模块
化。通过网站后台数据精确分析学员学习
情况、区域学习情况、资源访问情况等，通
过专家精心优化学习资源，通过三农平台
精准推送学习资源。通过三级服务团队，
开发“三化”学习资源，整合开展“三精”学

习服务，提升服务内容的“新颖性”。
此外，该校积极搭建“县、镇、村”三级

贯通服务网络。学校为第一级服务点，在
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建设第二级服务点，
在村委建立第三级服务点，实现县、镇、村
三级培训体系的融汇贯通。并坚持“技能
培训、现场指导、技术咨询”三维度服务，
根据县域产业布局需求在服务点开展技
能培训，对专业技术操作水平要求高的工
种进行现场指导，网络注册学员依托网络
平台共享资源在线进行技术咨询。

据介绍，该校还坚持线上与线下、社
会服务与教学改革相结合。线上通过垫
江职教三农服务网、抖音等平台学习新理
念和新职业技术技能，线下坚持短期培训
与技术等级培训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就地
培训相结合。加强政、校、企、村横向合
作，共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
准，开展多样化的产学结合，注重综合职
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推动社会服务与
教学改革深度融合。

创新实践 优化服务三农模式

校长王文森带领服务三农团队在农业基地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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