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Vol. 5 No. 10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人才培养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人才培育机制研究
——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张魏琬麒　刘小凤　邓彩霞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高职院校承担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于乡村振兴是其价

值所在。而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除了职业属性，又兼具医学教育，

既服务乡村振兴又能助力乡村医疗事业。基于医药类职业教育的

专业特点和特色属性，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提出高职院校

医药类专业人才加强全科人才培养；加强技能培训；促进产教融合；

加强乡村健康卫生教育四点培育机制，以期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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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是其根本办学价值所在。因此，促进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

能力，研究其服务乡村振兴路径，探讨其专业人才培育机制具有

重要社会意义。而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除了职业属性，又兼具医

学教育，既服务乡村振兴又能助力乡村医疗事业。医药类职业教

育立足专业特点和特色属性，在全科人才培养、技能培训、产教

融合、乡村健康卫生教育等方面发挥其作用，以期更好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

（一）乡村振兴的意义和内涵

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农业是国家现代

化和实现中国梦的短板，农村是中国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短板，农

民是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村医疗是国家卫生全民健

康事业的短板。

（二）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近年来，职业教育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质培优、增

值赋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构

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千千万万年轻人提供了人生

出彩的机会。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后当前各地区重要任务，高职院校培

养技能型人才的特色使得其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特殊优势。目前我

国近千所高职院校，遍布全国，规模占比很大，每年为国家为社

会提供数以万计的技术人才，同时也能很好支持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

（三）医药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使命和任务

2021 年，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养、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

的专业，改造升级钢铁冶金、化工医药、建筑工程、轻纺制造等

一批传统专业。因此，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

的必然选择。

二、四川乡村医药振兴的意义及面临问题

（一）四川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四川发展医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厚实的产业优

势和坚定的政策优势。一、从资源优势看，四川省的藏、彝、羌

等民族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医药文化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二、从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看，“十四五”

期间，四川重点打造“一体两翼四基地”，加速构建具有较强影

响力和活跃度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圈。

站在西部看四川，医药健康产业坐拥多个第一：2021 年，四

川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473.9 亿元，居中西部第一；目前已培

育科伦药业、先导药业、汇宇制药等 18 户上市企业，其中科创板

上市企业 5 户，科创板上市企业数居中西部第一。站在中国看四川，

医药健康产业依然实力强劲：中药资源品种数和道地药材数均居

全国第一，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疫苗等生物药在品质和规模

上稳居全国第一位，其中血液制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当前，作为医药大省的四川，正抢抓“双循环”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和活跃度的医药

健康产业生态圈。

（二）四川乡村基层医疗面临的问题

四川农村人众多多，医疗服务在农村的特点在于“短板在基层，

薄弱在农村”。助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卫生技能服务培训，

可作为高职院校医药专业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切入点。而同时随

着目前医学模式改变和疾病谱的变化，基层医疗对传统中医药的

理解加强、需求日益增加。医药类专业可通过相应中药材资源开发，

帮助农民合理加工利用，有持续收入来源，让农村产业更能持续

发展。

三、医药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一）加强全科医药人才培养，助力基层医疗体系完善

目前我国全科医学人才 8 年培养周期，即“5+3”培养模式，

此模式时间长、成本高，难以满足基层医疗人才需求。且许多医

学生并不愿意进入基层工作，导致难以真正对全科医生匮乏的区

域进行针对性培养。

职业院校，采取“3+3”或者“3+2”模式培养全科助理医生，

此模式周期短、起点较低，专科毕业生进入基层工作的意愿度更

高、稳定性更好。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学校医学与健康学

院开设有护理、医学影像技术、药学、口腔技术、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美容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现代家政服务、康复

治疗技术等医学相关类 10 余个专业。2021 年，学校以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为引领，以护理和康复治疗技术为支撑，以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为协同打造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专业群，成功申报四川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培育单位。

除了需要业务能力强的全科医师团队之外，还需要相应的设

备支持，例如影像、检验等设备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以四川城

市职业学院为例，学校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超声科、四川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医学成像及图像处理实验室、海宏智像医疗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组建“超声智能医学产教研融协同创新中心”。

中心将医学影像成像、医学影像图像处理、生物医学系统等系统

知识充分运用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培养及培训智能医学引领下

的超声技术性人才，提高智能医学、生物医学模式下的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进一步试行培养符合现代医学影像诊疗水

平的创新型人才。

（二）通过技能大赛培训，助力乡村医疗人才发展

在目前老龄化越发严峻的时代，紧跟当前养老需求和养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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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转变，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与管理专业已成为学校的一个特色与亮点专业。学院构建“教

学 + 竞赛 + 实践 + 研究”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专业

教育、专题报告、志愿活动、社会服务”四种形式，构建“认知 -

对标 - 体验 - 融入”渐进式职业精神培养模式，帮助学生了解行业、

提升职业素养，增强学生职业认同度。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国家三等奖 3 项，省级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4 项；四川省“互

联网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1 项；人社部全国扶贫技能大赛

铜奖 1 项；全国职业院校民政职业技能大赛国家级奖项 16 项、省

级金奖 1 项。

订单班的兴起，成为当地培养医学类专业技术的人才，形成

逐级下沉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投入有力的人才支撑。通过与企

业合作定向培养模式，开创了一条面向农村地区医学人才培养的

有效途径，使得农村医疗人才队伍的建设成为有源之水。以四川

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智慧养老专业实行“校企共育、双线并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互通，深度融合，既培养学生的实践

操作技能，又培养学生的机构运营与管理能力。目前，已与成都

市老年康疗院、礼爱年华、四川必顾养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单

位合作建立订单班，开展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为企业培养具有

现代服务理念、专业服务技能的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并与四

川必顾养老联合组建必顾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学院，引导养老机构

依托新兴技术手段，构建“互联网 + 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模式，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中的应用，培

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养老服务人才。

（三）通过产教融合，助力中草药资源开发及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

四川作为“医药强省”，中药资源品种数和道地药材数均居

全国第一，具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健康旅游资源，但由于地域、

经济、技术、意识等原因，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医药类

高职院校应推动产学研，充分给予技术支撑，尤其是在中药资源

开发、中药药材种植、中药产业发展等方面，让农民有持续稳定

的收入来源，让农村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产业转化为收入，让

农民有收入有工作，以此推动乡村产业更好更持久的发展。

四川作为医药大省，川产道地药材主产区，充分发挥医药类

专业在中医中药方面的科研优势，加快成果转化，助力中药材产业。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药学专业实训室目前建设较完备，设有功能较

完善、设施较齐全的药剂学实验室、药物化学实验室、药理学实

验室和药物分析实验室，具备一定的科研基础条件，且学校一直

充分重视科研工作，在政策与资金上给予很大支持。

（四）通过线上线下的健康知识讲座，助力乡村卫生健康教

育普及

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体系构建尚在起步阶段，基层健康教育网

络主要以学校、工作场所、社区、医院 /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

乡村的健康教育体系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有病却不知有病的情况

产生，结果延误治疗良机，增大治疗成本，加剧看不起病，甚至

拖成不治之症，导致人财两空的悲惨时有发生。

高职院校医药专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一系列的

公益活动，定点定期到农村开展健康培训服务，为农民提供健康

医药知识培训，如如何预防感冒、老年人常见疾病、急救培训、

如何防止溺水、孕期知识科普、哺乳期注意事项等。同时可开展

线上、远程等多种多样的网络健康教育活动或科普讲座，对于防

未病具有积极意义。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布局，为高职院校以及

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在此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应该充分借助政策

优势，优化办学理念，加强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设置布局，为“业

强、村美、农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奉献自身的力量。四川城

市职业学院近 10 年间借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开展专业改

革，经过长期深入的实践研究，探索出医药类专业人才培育机制，

研为社会为基层为乡村提供了数以万计的技术型人才。但发展的

同时还有很多不足，未来在科研工作、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能力

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以期未来更好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更

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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