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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请党放心 强农有我”
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闽

考察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的意见》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以及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精神，全面践行

强农兴农使命、履行服务“三农”职能、融入乡村振兴“主战场”，

大力推进“国家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建设，在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的历史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请

党放心 强农有我”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为切入点和发力点，深入挖掘农业院校在乡村振兴事业中的潜

力，发挥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决策咨询、文

化传承和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优势，为促进区域特色现代农业持续

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项目开发合

伙人、农民发家致富带头人、农村基层组织接班人，为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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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学院农类专业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农类专业办

学实力显著增强、支撑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向社会输送一

大批服务乡村振兴的高素质农业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的体系更加完善，“百千万”工程取得实质性成效，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优质校品牌更加响亮。

三、重点任务

（一）建设服务发展“智库”，以理论研究助力乡村振兴。

增强办好涉农高校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学院的智力和人才

优势，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点、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长期观察、跟踪研究，开展碳中和研究，探

索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生态农业等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探寻解

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争做新时代高职院校强农兴

农的排头兵。（责任单位：党政办、教学科研处）

（二）实施“百千万”工程，以科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充

分发挥农类院校独特作用和优势，深化“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集

成示范基地”建设，持续优化“服务乡村振兴 1611 体系”，统

筹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技术集成示范和技术推广服务，打造一支

强大的科技特派员队伍，鼓励支持广大教师“送智下乡入企”，

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为乡村振兴助力赋能；主动对接省内乡

镇产业和农村发展需求，精准服务 100 个乡镇、1000 个村、10000

个农户，打造“百镇千村万户”服务乡村振兴品牌。（责任单位：

现代农业培训学院、教学科研处、各二级学院）

（三）建设强农兴农“主力军”，以培养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 3 —

聚焦乡村人才振兴需求，统筹教育农业资源，持续优化“341 福

建新农培育模式”，巩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品

牌成果，将农民培训与职业教育有效衔接，建立与农业产业链紧

密联系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围绕农村电商、农村产业

规划、乡村旅游规划等相关主题实施“订单式”定向培养乡村人

才，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大专学历培训班、短期示范培训班以及基

层农技人员骨干培训班等一批优质“三农”人才培养培训项目，

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和社会认可度。推广“一县一策”的“二元

制”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弹性学制、农学交替、送教下乡、农民

学分银行等方式，培养一批在乡大学生和乡村治理人才。(责任

单位:现代农业培训学院、产教融合中心、教学科研处）

（四）打造强农兴农“输血库”，以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振兴。

以省级“双高校”建设为契机，精准对接福建特色现代农业，进

一步调整优化专业群布局和专业结构，增设乡村振兴急需专业、

开发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开设特色工艺班，切实加大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职业教育供给力度。打造畜牧兽医、园艺技术 2 个省级高

水平专业群，形成智能化养殖、现代园艺、智慧农业、农村经营

管理等专业群，开设畜禽智能化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等

专业，逐步实现涉农（农业产业链）相关专业在校生占比不低于

60%。（责任单位：教学科研处、教学质量监控与发展规划处、

园艺园林学院、动物科技学院、现代农业工程学院）

（五）建设农业人才培养高地，以开放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创新多元合作、开放办学新机制，大力推进“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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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示范点”和“福建省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用好

用足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政策、项目和平台资源，与福建农

林大学、全国农类职教“双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福清市、

永泰县签署校地合作协议，与金山学院、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等本

科高校合作举办“3+2”专本衔接型职业本科专业，推进农类本

科专业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南亚与非洲国家高校

深化产能合作，与台湾农类高校、福建台湾农民创业园、在闽台

企开展产学研合作办学，不断提升学院办学层次和水平。（责任

单位：党政办、教学科研处、产教融合中心）

（六）打造产业振兴人才“硅谷”，以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

兴。拓展国家级“动物保健与食品安全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功能，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联合现代农业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

教融合型产业学院，与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建“智能

畜牧产业学院”，与福建慕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相思岭乡

村旅游产业学院”，力争建成省级特色产业学院。推动产教融合

型、开放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共建“现代农牧科技技术技

能实训基地”和“农产品电商创新创业技能实训基地”，助力至

少 2 家合作企业获批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典型案例。（责任单位：产教融合中心、教学科研处、动物科

技学院、现代农业工程学院）

（七）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兴。

积极发挥协同作用，打造“乡村振兴论坛”，与企业共建“乡村

振兴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在全省建设乡村振兴调研地 10-15

个，通过论坛交流、实地调查、项目合作等多样化形式，合作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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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中亟待解决

的难题，构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将学院科技

成果和人才优势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产业新动能。（责任

单位:教学科研处）

（八）厚植“三农”情怀，以耕读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紧密

结合学院农类办学特色，加大“耕读书院”建设力度，坚持将传

统农耕文化有机融入校园文化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融入思政教

育和专业课程教学，融入技能训练和劳动教育全过程，举办耕读

教育、农耕文化系列活动，全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专业技能、

三农情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的“一懂两爱”人才。（责任单

位:宣传统战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学校助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党

委书记、院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挂靠现代农业培训学院，分

管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现代农业培训学院负责人任副主任，具

体负责方案的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部署推进学院实施助力乡村振兴重要行动和重要工

作，确保把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加大同省内外相关乡村振

兴工作机构交流合作，靶向引进乡村振兴专家团队和专门人才，

夯实人才基础。

（二）落实任务分工。各责任单位要将助力乡村工作作为部

门重点工作来落实，要分解细化工作任务，精心制定实施方案，

精准规划时间表，精细设计路线图，逐项逐条落实责任人，强化

工作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各责任单位要主动进取，确

保作风在状态、工作在状态、精神在状态、责任在状态，以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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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的紧迫感，努力推进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建设。

（三）强化经费保障。设立专项经费对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项

目予以支持，各责任单位要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与学校“双高”

建设、省级“文明校园”创建等重点工作相结合，选准项目，狠

抓落实，切实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顺利实施。

（四）强化督导考核。实施方案落实情况将纳入年底目标考

核，考核情况和评价结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与

绩效工资相挂钩。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大督导力度，及时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措施，指导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各责任单位要及时

上报工作进展情况，每学期将召开工作交流，总结经验、发现纠

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五）加强工作宣传。开辟网上工作专栏，及时发布工作动

态和简报,通过内、外部媒体广泛宣传我院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

施情况，及时总结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大力营造

党建引领助力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