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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乡协同：培养新型茶业农民案例分析 ①

———以四川省贸易学校为例

江敏，谭怀芝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四川省贸易学校是川西地区最早设立的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雄厚综合实力的中职传统名校。近年来，学校
实施内涵建设、特色发展，以学历教学、技能提升为抓手，充分发挥学校茶叶生产加工专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优势，

全面深入开展校乡合作，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真正实现了办学在乡间、教学在田间、研学在车间、讲学在民间，形成校乡协

同培养新型茶业农民的模式，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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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建设现

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

出，要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由于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受益者和实践者是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并最终决定新农村建设的结果，因此，要通过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培育具有高素质文化的新型农

民［２］。为充分发挥学校在区域内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快学校改

革发展步伐，使学校办学水平迈上新台阶，成为中职教育改革创新、提高质量和办出特色的示范，四川省

贸易学校在积极创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办学有效

资源，以茶叶为纽带，在农村实施职业教育，与农村乡镇合作办学，培养新型茶业农民，提高中等职业教

育的引领和辐射作用，真正实现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合作共赢的目的。四川省贸易学校茶叶生产与加

工专业贴近服务四川西部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思想，开展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建设计划项目，对师生具有导向、教育和熏陶的作用；而对社会而言，则具有明确学校定位、彰显学校办

学理念、凸显学校办学特色的功效［３］。

１　四川省贸易学校培养新型茶叶农民的实施目标
学校在建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的过程中，形成校乡协同培养新型茶业农民的模

式，为新农村培养新型茶业农民，服务新农村建设，确立培养新型茶叶农民的目标：一是发挥校乡协同办

学模式，以学历教育、技能提升为抓手，充分发挥学校茶叶生产加工行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优势，送

教下乡，助农增收。二是打造校乡合作教学示范基地（茶园），为乡镇提供技术支持和师资保障，以助推

区域内乡镇灾后茶产业的恢复重建和上档升级。三是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全面实施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进一步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培养新型茶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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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四川省贸易学校培养新型茶叶农民的主要举措
学校在“政府正确引导、职教集团参与、学校优势支撑、群众主动落实”的前提下上下一心，戮力同

行展开工作。

２．１　办学在乡间
２０１４年８月，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首选区域内３个重点产茶乡镇，即合江镇、前进乡、中峰乡，

实施“校乡协同合作培养新型茶业农民”项目，将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带到了乡间。学校

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先后在乡镇招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合计３００多名学生，就“半工
半读、免交学费、全保就业”等新模式开展深度合作，形成了“长、中、短”期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成功实践

了“招生即招工、上课即上岗、毕业即就业”的办学新模式，使农民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高度融合，真正

实现了办学在乡间。

２．２　教学在田间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今，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将送教下乡落地，累积培养茶业农民２０００余人次，培

养培训重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做到集中力量，把技能学习、技术培训与农业生产交替进行，根据茶农

学习规律，制定适宜的培养培训计划，适应农民居住分散、学习与生产兼顾的实际，以满足农民生产经营

岗位需求，充分发挥了校乡协同合作的优势［４］。建立了涉茶行业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就茶叶品

种选育技术、保障茶叶采摘技术、茶叶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标准茶园建设技术及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技术，为参训茶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茶叶生长情况，深入茶园，现场面对面指导茶农采摘加

工技术、手把手教茶农修剪茶树，督促茶农把“生产标准化、防控绿色化、灌溉自动化、作业机械化、制作

高档化、经营高效化”的生产经营措施实施到位，帮助产茶乡（镇）组织春茶开园和茶商对接活动，有力

促进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研制，开拓了茶叶市场，有效地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迫切需

求，为茶农进一步增收致富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学校把“校乡引智共建”活动与示范镇建设、“新村建

设”等活动结合起来，打造了“校乡合作教学示范基地（茶园）”，真正实现了教学在田间。

２．３　研学在车间
在校乡协同办学过程中，学校将教学开在田间、研学设在车间，教学设置满足了农民现实的生产经营需要

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的双重需求，较好地解决了茶叶专业领域相对稳定性和产业领域顺应时代变化

的新技术、新工艺变化的矛盾，使现代农业发展更加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从而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实现

产业互融、城乡一体的特点，使农民具备多种能力素质，拥有较大的职业选择、提升、发展的空间［５］。

在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学校对项目化教学模式进行全面探索、反思、总结，校乡合作办学将技能

提升课程带进车间，在技术攻关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整合行业、企业、乡镇、学校茶叶加工技术

高技能人才资源，实施重点突破、重点攻关，形成团队优势，共同研究开发茶业加工新技术、试制推广茶

叶新工艺、新产品，承担教学培训任务，服务于地方，服务于社会，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真正

实现了研学在车间。

２．４　讲学在民间
学校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通过两年建设期培养，培养了专业带头人２名、骨干教师４名、

青年教师５名，并聘请了雅安市茶叶企业、行业的１５名专家作为专业兼职教师，共同为广大农户开展项
目教学培训。对茶农进行劳动力转移创业培训，一方面，依托现有的茶叶技术资源，扶植壮大当地的茶

叶产业，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现有茶产业的发展基础，降低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创业风

险，又好又快地开展农民创业培训［６］。通过校乡协同，学校为企业技术咨询服务、培训员工的能力和接

受其他中职学校师生到校实践的能力进一步提高，面向企业行业和社会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技

能鉴定的能力明显增强，年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达７０００人次以上，真正实现了讲学在民间。

３　四川省贸易学校培养新型茶叶农民的主要成果
３．１　成果

１）校乡合作建立合江镇“塘坝”示范茶园基地，示范带动周边茶园增收，助推观光茶园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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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分发挥校乡合作优势，建立“涉茶行业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有力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推
广、研制和市场的开拓。３）四川省贸易学校“服务地方、校乡合作”，充分体现“立足雅安、服务三农、彰
显特色、辐射川藏”的发展思路。４）送教下乡、助农增收，使区域内茶产业上档升级，带动第三产业发
展。５）学校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先后在乡镇招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合计３００多名学
生，培养了一批新型茶业农民。

３．２　效益
经济效益。带动区域内２０万亩茶园进行良种栽培和标准化茶园管理全面升级，茶园提质增效成果

明显。平均每亩年产值提高５００元，农民人均增收３００元；带动全区５０余家茶叶加工企业对现有厂房、
技术进行升级改造，生产出品质更高的产品。

社会效益。随着项目工作有序进行，深化校乡协同合作，为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提供条件；

促进全区２０余万亩茶园可持续发展，带动雨城区、名山县、洪雅等相邻市、县的茶园改造，进一步提高全
省茶叶产品质量，成为全国产业科学发展的亮点。

生态效益。通过以建设特色旅游小镇与花园式特色生态茶园相结合的模式，推进茶叶产业化改造

升级，打造地方特色产业，促进茶叶提质增效，增加茶农收入，促进了社会和谐。随着亩均效益的提高，

改变长期以面积促增收的现状，促进了生态天然林的保护工作，农药化肥使用量的减少使生态环境得到

了进一步的改善。

４　结语
１）根据区域内涉茶乡镇的资源条件、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共建形式，以项目带动产业、以产

业促进项目，形成良性循环，达到一定的规模，为促进农民增收、改善民生奠定基础。２）“校乡协同培养
新型茶业农民的模式”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目标提出的，具体内容是以乡镇行业企业为依托，以校

乡协同合作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达到资源互补、政策共享、订单培养、科学发展的目的。３）现阶
段，应从茶叶农民迫切需要技术培训与落后的培训机制严重脱节的实际出发，逐步建立起一个茶叶农民

科技教育培训体系，这个体系要适应需求、灵活高效、手段先进，形成由农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协

作配合、政府统筹、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茶叶农民科技培训运行机制。

“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千千万

万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劳动者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多年来学校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培训新型茶业农民，多渠道促进农民致富，真正实现

了校村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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