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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为乡村振兴“加油赋能”，而人才是创

新创业的“源头活水”。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

了一大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为乡村产业振兴提

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但总体来看，农村创新创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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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连续发出高职“扩招令”。高职连续扩招在给更多青年人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引擎，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培育注入了新动能。高职院校应结合农村创新创业带

头人培育的现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对策，重点在加强创新创业培训、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强化思想教育引导、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职业培训下乡等几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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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years, higher vocational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has been issued continuously 
by the state. The continuous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s young people with mor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a talent engin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which 
has injected new momentum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optimize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cultivating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 and 
focus the power on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strengthen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he 
innov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the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guidance, the updating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training to the rural area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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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的数量、整体层次和带动力仍与乡村振兴提出

的目标相去甚远。2020年6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等九部门共同颁布《关于深入实施农

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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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强调要通过加强政策扶持、优化创业培训和创

业服务、强化组织保障等一系列举措将农村双创带

头人培育行动走深走实。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的总数量，到2025年要达到100万人以上。开展农村

双创带头人培育行动将有利于缓解当前农村发展人

才严重匮乏的现实困境，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

路，以及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1]。加之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完成《意

见》提出的总目标，培育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目标达成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意见》明确

了大中专毕业生是农村双创带头人培育的重点对象

之一，高职院校作为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高

地，一直以来在推进农村创新创业工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尤其是自2019年起，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高

职连续扩招的决定，要求将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作为招生对象单列计划，并提

出使用1 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的措施，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在

政策叠加下，高职院校在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方面，具备了生源、地缘、培训、资金等方面的独特

优势，通过引导学生关注乡村，支持乡村发展，既可

以为学生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机遇，又可以为实现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人才引擎。因此，对高职院校

而言，如何顺应时代的需求、积极回应《意见》提出

的新任务、投身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培育是一个

富有时代意义的新问题。

一、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现状

为积极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

策部署，早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

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农业农村部每年宣传推介全国

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2020年，《意见》

进一步明确：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饱含乡土情怀、具

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是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乡村企业家。培育

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就是培育农村创新创业的“领

头雁”，培育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和科技人员、“田秀

才”“土专家”“乡创客”等能工巧匠都是农村创新创

业带头人培育的重点对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

生产、贸易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创新创业带头

人培育工作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1.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迎来良好机遇

结合文献研究和多地实地调研的结果不难发现，

近几年，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范围和力

度越来越大，农村创新创业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创

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层

次不断提升，农村创新创业的热潮再次兴起。

（1）环境不断优化。《意见》带来的一系列新支

持和新政策，给农村双创能人创造了大有可为的机

会，“钱、地、人”三方面都享有了保障：落实一次

性补贴政策，加强金融扶持；强化用地计划保障，盘

活现有土地资源[2]47；政策激励等社会保障措施很大

程度上为农村双创能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此外，农村

创新创业带头人的典型事例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

传，生动的事例、奋斗的精神、创新的想法吸引着更

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其中。由此可见，农村创新创业的

生态环境日益提升，农业农村正成为当下返乡入乡

创新创业的新热土。

（2）层次不断提升。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和创

新创业环境持续好转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愿意返乡

下乡，到农村开展创新创业，农村创新创业的主体更

加多元化，且参与主体的层次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

升。除农民工之外，还有大量有理想、有信心、有情

怀的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军人以及都市白

领积极投身农村创新创业的大潮，有效地激活了农

村各类资源要素。据监测，40%的农村创新创业人员

具有高中以上学历，60%以上的创业项目具有创新元

素，80%以上属于产业融合类型[2]46。

2.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1）创新创业带头人才稀缺。一方面，通过调查

发现，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许多地区，驻留在农

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并不多，人才的外流使得“空心

化”现象已经成为很多农村的普遍问题。面对城市良

好的基础设施等条件的诱惑，不少年轻人更倾向于

在城市就业。他们的就业择业观念还没有及时转变，

多数人认为在城市就业更有面子，不愿意去农村工

作，其中包括很多农村生源的大学生。以省内5所高

职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在网上发放调

查问卷所获取的数据资料显示，仅有5%左右的高职

学生有到农村创新创业的意愿，8%的学生处于观望

状态，大部分学生表示“没想过”或者更愿意留在城

市创业就业。也有一部分选择到农村创业的人，由于

经验缺乏、资金不足等原因，失败后离开农村，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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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新创业或就业。真正能够扎根农村，走进来、留

下来的人还远远不能达到《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另

一方面，参与农村创新创业活动的人员中不少人员

文化程度并不高，也很难积极主动关注关于农村创

新创业的相关政策。吕莉敏、石伟平研究指出，仅有

4.2%的返乡农民工对政策内容非常了解[3]，更多的人

对政策理解存在不知道、吃不透、不到位的情况，有

疑惑也未能及时咨询相关部门。此外，在实地调研中

发现，多数人经营管理才能、创新意识、营销能力、

网络信息技术和融资能力也相对缺乏。在当今“互

联网+”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年龄较大、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人，在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时往往力

不从心，不少人仅仅局限于在当地村、镇销售、推广

自己的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将产品、产业推广出

去，跟上市场的需求，打造品牌更是难上加难。多数

人员没有从商的经验，缺乏相关的基本素养和基础

技能，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再加上没有接

受过系统培训，缺乏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的帮扶，虽然

有满腔创新创业热情，但是创新创业项目的成功率

并不高，承担着较大的投资风险，也很难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2）培育管理体系不完善。尽管各地都纷纷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举办了各类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

训班，为广大农民创新创业提供了技术支撑，进一步

培育壮大了农村创新创业群体。但是，这类培训目前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大多是零散的、不系统

的，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课程设置上不能尊重、了

解农民的实际需求，造成授课内容大而空；在授课

方式上，也只是简单地灌输式讲授，方式较为单一，

缺乏灵活性。农民参加培训时没有兴趣听讲，没有实

际的收获感，在学习之后又缺少实践锻炼的机会[4]。

政府、学校及相关社会团体相互配合程度不高，缺乏

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农民教育的师资力量比较

薄弱，并且有的教师缺乏双创的知识、能力和相关经

历，难以起到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二、高职院校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优势

1.生源结构的优势

据教育部权威数据统计，全国高职院校的学生

超过七成是农村户籍。也就是说，高职院校的生源主

要来自农村。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毕业后愿意到农村

创业的学生中，农村籍和城市籍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81.4%和18.6%，并且农村籍学生更有优势。他们对

农村创新创业的环境更加熟悉；对农村的特色资源

有更加直接的了解和掌握，有利于结合本土特色开

展创新创业项目；他们的适应过程更快。同时，农村

籍学生由于从小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具有一定的人

脉资源，更加便于创业活动的开展；此外，不少农村

籍学生都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更愿意用所学

知识反哺家乡、回报家乡，扎根农村进行创新创业的

意愿相对较强。所以，广阔的乡村不仅是高职院校的

生源地，更成为高职院校培养人才服务农村创新创

业的重要阵地。

2.招生形式的优势

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招生形式更加灵

活。在连续扩招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传统的生源结构

发生变化。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退役军人、下

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也成为高职院校招生

的对象，并且这一部分非传统生源群体的数量和比

例进一步提高[5]。而这一人群，恰恰是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的重点培育对象。他们既对当地乡村发展状

况十分熟悉，又有改变现状、提升生活质量的迫切愿

景和动机。高职院校在对其进行培养的同时，若能充

分挖掘其潜能、顺势引导，则可以达成具体的服务目

标，从而增强其推动乡村发展的能力[6]。为此，很多

高职院校建立了在线教育平台，开展远程学历与函

授教育，既可以满足他们提升文化素养的需要，又可

以为农村培养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为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的培育增添新力量。

3.课程设置的优势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地区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以高素质和技能型为主要

特征。基于此，高职院校非常注重校企合作、产学研

深度融合，鼓励学生参加工学交替，通过参与校企合

作实践项目锻炼自己。在课程设置上，会把公司的用

人标准和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起来，并提供创新创业

教育的相关培训；尤其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提

高，在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加大实践课的开设比

例，给学生创造了外出实践的机会，使很多学生在实

践的过程中产生了投身农业农村进行创新创业的启

发，开阔了思路。

三、高职院校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对策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

重要阵地，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在创新

创业培训、人才培养模式、思想教育引导、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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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职业培训下乡等方面精准施策，努力培育一支

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

奉献精神的农村创新创业“领头雁”，真正实现乡村

振兴的宏伟蓝图。

1.加强创新创业培训

（1）创新培训方式。面对乡村人才短缺、结构不

合理的尴尬局面，要从本土育才与广聚英才两个层

面加速乡村振兴人员重构，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7]。

一在理论知识训练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可以组织丰

富多彩的下乡活动，让学生们切切实实地来到田间

地野，走到农民当中，真真实实地体验农村的魅力，

感受农业发展的不足，激起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的热

情；要加大校企合作的力度，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可

以借力于大中型涉农企业、知名村镇、特色行业公司

等建立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习实训基地，并大

胆尝试校企深度融合的“混合制”创新创业学院，为

有意向从事农村创新创业的大学生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的平台；组建学生主导的创新创业俱乐部，通过

综合分析创新创业教育俱乐部模式的价值内涵，合

理应用农村创业政策，为高质量开展大学生创业教

育提供基础。

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该校充分发挥科研

优势，致力于打造农科教一体化教育平台，把课堂从

学校搬到“田间”。他们的合作对象不仅有温州各县

（市、区）政府，还有当地众多涉农企业。借助政府和

企业的力量，建立起了综合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

科技推广示范基地，以及学生实习就业基地，每年组

织涉农类专业学生到科技示范基地、推广示范基地、

实习就业基地学习、实训近万人次。不少学员正是在

一次次的实习实训中打开了思路，为后期返乡入乡

创新创业奠定了基础。该校成功入选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示范基地，为高职院校创新培训方式提供

了新思考和新路径。

（2）提升培训质量。以创新创业培训融合专业技

能培养的模式为引领，结合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

特点，对标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要求和目标，研

发一批特色专业课程和示范培训项目，大力实施互

动式课堂、实地观摩课堂，定期举办农村创新创业带

头人经验分享班，详细介绍具体创新创业历程和具

体经验。同时组建一支专业化、规模化、制度化的专

家咨询队伍和农村双创导师团队，对接广大农村创

新创业学员，形成长效的跟踪服务制度，持续关注农

村创新创业大学生的情况，掌握最新动态，及时解答

他们在双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方面，在连续扩招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应该

主动创新招生政策，扩大录取对象的来源。除招收普

通高中毕业生以及中职毕业生外，还可以吸纳农民、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退役军人、农村留守妇女、种植

和养殖大户等，采用定向培养与非定向培养相结合、

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村

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储备更多的后备力量。如，陕西

省的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施了职业农民“学历

+技能”教育，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新兴职业农民的

培育试点工作。通过组织自主招生考试，招录了一批

职业农民、村干部、养殖大户、种植大户等到学校全

日制学历提高班就读涉农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重点

围绕电子商务、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管理经营等方

面突出地方特色和实用性，还编写了专门的教材。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订单班、“新生代农民塑造工

程”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新型职业农民掌握了

更多的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为活跃在乡间地头

的“田专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设置农村创新创业相关的专业。其

中，不仅涉及农学，也涉及林学、生态学、城乡规

划、文旅、养殖、农艺教育等学科领域。一些条件允

许的院校也可以开设乡村振兴专项计划，在专业领

域内培养一批创新创业意识强、愿意投身农村创新

创业的优秀人才，储备好乡村振兴人才力量。例如，

华南农业大学积极回应国家号召，助力农村发展，从

2018年开始，在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的城乡规划专

业新开设了“乡村振兴”方向进行招生，成为新一代

青年学子眼中的“香饽饽”。

此外，各高职院校还应该将创新创业作为一种

思想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在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时，要围绕创新创业展开专题论证，设置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模块，把创新创业的内容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8]。

3.强化思想教育引导

当前，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加之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高职院校应该以

“大职业培育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思

想。有研究表明，自主意识的觉醒在研究返乡创业行

为影响因素中发挥着主体作用[9]。既要培养学生积极

投身农村参与创新创业的热情，又要让他们清醒地

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对于有意向的学生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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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引导其养成积极乐观、健康

向上的创业心态和敢于挑战、应对挫折的逆商。

通过继续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教学，

指导学生逐步培养起农村创新创业思想体系；要根

据本校学生的实际状况，定期举办创新创业相关比

赛、专家讲座、名企参观、创新创业沙龙等创新创业

素质锻炼活动，以农村创新创业大赛及农村双创成

果展示展览为载体，让学生在实际参与和体验中提

高对农村创新创业的关注和兴趣；在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和课程思政中融入创新创业元素，让学生自觉

萌发出爱农村、爱农业、爱农民的“三爱”情感，帮

助学生养成敢于拼搏、不怕困难的农村创新创业精

神。在强化日常思想教育引导中，让大学生跳出课

本、课堂，了解国情社情，增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

感，自觉主动投身于农村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水平也是影响培训成效的关键因素，高职

院校要做好农村创新创业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

一支职业素养高、专业技能好的教育教学队伍。从数

量和人员结构上进行不断优化。既可以从本校中挖掘

符合条件的优秀教师，也可以从涉农企业或农业研究

部门引进专业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人才，

或者是农村创新创业优秀校友，聘请他们担任农业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导师，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

此外，为达到良好的效果，要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对创新创业师资队伍进行定期专业培训，在法

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争取不断全面提升。

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挂职锻炼、脱产学习的

机会，在实践实战中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5.推进职业培训下乡

农村创新创业的成效关键在于创新创业主体的

思想观念、创新意识和创业技能。实地调研中发现，

目前从事农村创新创业的主体中，很多人文化水平

不高，管理能力、创新意识、互联网技能和融资能力

较为缺乏。很少人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也缺乏专业导

师的指导，虽有满腔热情，但创新创业成功率不高。

高职院校拥有充足的教师资源，他们实践经验丰富，

善于指导实习实训、技能比赛等，经常性参加外出实

践锻炼等活动。很多教师具有“双师型”素质，有的

直接来源于企业，或具有创新创业经历，理论和实践

结合紧密。这对于农村创新创业的主体而言，具有很

强的指导作用。

高职院校可向农村输送专业的师资力量，定期

送科技下乡，开展短期业务培训、技术推广、资格认

证；建立城乡技能人才培养合作交流，加强就业与

职业生涯培训[11]，培训的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农

业创新创业技能，在职业道德、心理健康、生态意

识、政策法规和法律观念等方面也应加以指导，可以

有效提升农村双创带头人的培育实效。

近年来，各级各类政策导向都指向乡村市场，与

残酷激烈的城市创业相比，农村创业的创新空间和发

展空间更为广阔[12]。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成为

乡村振兴伟大战略部署的客观要求和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关键因素。作为培育创新创业人才的主要阵地，

高职院校理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回应时代要求，结

合自身优势，主动承担起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

使命和责任，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在农村找到广阔的发

展空间，实现自身价值，让乡村振兴的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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