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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专递课堂 助力乡村振兴
——精准育农专递课堂应用案例

李立军　李宝建　李世财

（泰来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2400）

一、基本情况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专递课堂建设，

推广“中心校带教学点”“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教学组

织模式。专递课堂成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的重要手段，

也是打通教育均衡发展“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组织模式，在促进

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提高中等职

业教育发展水平，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

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2018 年泰

来县完成第四批全国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工作，

完善了县级职教中心、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及村级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三级网络覆盖。我校建成了具有远程直播的功能智慧教室，

依托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信息化网络平台，通过专递课堂，发挥

开放与共享的职成教育远程网络体系优势，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

乡村一线，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二、主要做法 

（一）用先进技术做引领

年初，学校聘请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金光辉教授来校为新

型职业农民及合作社理事长等做了《马铃薯“四优一管”高产优

质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药肥一体化》专题讲座，通过远程

直播在汤池镇乌诺村成人文化学校、泰来镇成人文化学校设立分

会场，培训 235 人。金教授从选种、栽培、筛选、水肥一体化、

药肥水管理管理等方面讲解了马铃薯的栽培技术及管理要点并与

主会场及分会场的学员进行了互动交流。之后又聘请了牡丹江市

晨光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到我校以专递课堂模式为水稻种植大户

及合作社理事长进行水稻秸秆育秧盘应用技术培训，满足了水稻

种植专业户就近学习的需求。

培训结束后，职教中心驻汤池镇乌诺村扶贫工作队、佳园马

铃薯合作社理事长张小平与乌诺村两委共同研究落实具体的马铃

薯栽培工作。最后决定在基本处于撂荒的 2.5 亩土地上建设马铃

薯水肥一体化示范园，为农民做示范。

驻村工作队把大垄双行覆膜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用于具

体的实践过程中，严格按照技术要领进行规范化管理，及时进行

灌溉施肥、除草铲趟。亩产达到了 36000 公斤以上，总产量达到

15000 多斤，有的最大个重一公斤以上，喜获丰收。亩实现增收

2400 多元，真正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在真帮实扶中见成效

佳园马铃薯合作社理事长张小平、御坤园榛子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许军等免费为贫困户发放种子等生产资料。鼓励贫困户

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脱贫致富。

在忙碌的春耕季节，张小平理事长抽出时间指导帮扶贫困户

胡忠信种植马铃薯。胡忠信，泰来县泰来镇宏程村人，男，65 岁，

家中有七口人，老伴患有心脏病，大孙子患有脑瘫，没有自理能

力。家中自有耕地只有 2 亩多。没有收入途径，全家住在 40 多平

米土坯房中。且该土胚房已多年失修——简陋、阴暗。张小平来

到胡忠信家，为其讲解种植马铃薯的优势、销路和种植技术。并

免费提供马铃薯种子，提供相关技术支持，鼓励胡忠信大胆尝试，

争取早日脱贫。通过张小平的不断努力，得到了胡忠信一家人的

充分认可。种植了 2 亩马铃薯，收获 6000 余元。

（三）线上线下谱新曲

万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万成通过专递课堂为各

村中草药种植户进行远程实用技术培训，激发种植户的种植热情，

使今年全县中草药种植达 6 万亩，其中以板蓝根为主、桔梗、黄

芪次之，收购价格则以葵花药业指导价格为准。目前该合作社有

成员 102 户，种植中草药 14000 余亩，与葵花药业、安徽普仁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等签订 2 千吨订单，使种植户从种到收到销，都

能得到专业的指导与帮助。

泰湖湾食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董文波引进福建宏绿集团

落户泰来。该集团董事长黄天金带团考察联盟的以水稻秸秆育秧

盘应用技术育秧的聚祥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 400 吨 / 月

的大米购销合同，用泰来大米作为该集团生产的自加热米饭的大

米，并注册使用泰湖湾商标，使该合作社每月增收 6 万元。促进

了泰来大米向深加工发展，打响了泰来名片。该合作社首次参展

第 19 届齐齐哈尔绿色食品博览会，历时 3.5 天现场销售大米 15 吨，

订单 800 吨，实现开门红，夺得泰来大米的销售状元。同时通过

抖音、小火山视频等在线直播及在一、二线城市建立 80 多个代售

点，销售 600 余吨，创泰来大米销售新高，目前为合作社成员增

收 3000 余元，为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

三、成效与思考

依托三级网络体系的专递课堂，为偏远农户学习新技术掌握

新方法搭建了平台。异地同步培训，弥补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

扩大了培训的范围，提高了培训效率，实现了优质资源共享，提

升了农民综合素质，助力乡村振兴。

（一）通过专递课堂实施的马铃薯水肥一体化种植示范园

区，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现在，不少村民都主

动参加专递课堂的学习，提高自身种植技术，为实现美好生活

奠定基础。

（二）通过中草药种植技术、水稻育秧盘技术的专递课堂培训，

掌握种植技术的人增多了，使中草药种植面积扩大，稻农增产增收，

促进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以中草药种植为依托发展旅游观

光农业，必将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三）专递课堂培训互动效果不理想。培训教师与教学点学

员身处不同空间，缺乏沟通，学员与教师有距离感。教师要多提

问开放性问题，有助于引导学员学习、思考，增强互动效果。

（四）由于网络的延时，设备的不稳定使学员与教师间互动

存在时间误差，使互动不及时，教学效果与理想存在差异。因此

需要在专递课堂的组织管理、设备维护等多方面提供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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