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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依托自身优势构建参与扶贫的长效机制研究

王俊雄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在精准扶贫、长效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众多高职院校亦纷纷加入扶贫队伍，因为高职院校可依托自身教学特点与教学优势，参与

至教育扶贫中。因此，本文以高职院校长效扶贫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其与扶贫之间内在联系，以及时下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究高职院校

如何发挥自身特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以期为高职院校与相关部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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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man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also	 joine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because	they	can	rely	on	their	own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o	participate	in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how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give	play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help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well	as	the	current	major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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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大的落幕，拉开了我国脱贫事业的冲破阶段，乡

村振兴战略已进入新时期，作为培育现代综合技术人才的摇篮，高

职院校应积极响应党与国家的号召，充分运用自身独有的特质，开

辟高职院校精准扶贫的路径，实现高职院校与扶贫之间的交融，共

同助力国家扶贫事业。

1 高职院校与扶贫事业的关联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义务教育与素质教

育的大面积普及、各大高校与职业类学校生源地扩招，致使大批贫

困家庭的学生也有机会步入高等院校的校园中，共同接受优质的教

育。据 2015 年中国教育网统计，高职院校超九成的毕业生为家庭

内部第一代大学生，超五成的毕业生为农村家庭，为此，高职院校

可利用自身的教育优势、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教育扶贫

项目，降低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促使教育扶贫进化为教育长效

扶贫 [1]。

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与国家培育技术型人才，

在开展长效扶贫计划时，可紧扣附属区域的地方特色，培养能够扎

根基层、会创新、知管理、勇于奉献的综合型技术类人才，推进区

域内部乡镇扶贫事业，发展“造血式”扶贫项目，使当地拥有源源

不断的技术类人才共同助力扶贫项目。

高职院校深度参与长效扶贫事业，是职业教育教学特色的表

现方式之一，是教育扶贫的重要体现，是贫困家庭的学生扭转自身

命运与降低代际贫困传递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对贫困区域人民脱贫

攻坚需求的现实考量。在当地政府统筹兼顾的脱贫战略发展计划、

高职院校专业的教育扶贫行动与社会多方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必定

将教育资源、技术手段与人才管理等扶贫“资源”落实在贫困地区

的扶贫事业中，共同助力地方扶贫事业，为共同富裕的社会战略发

展总目标贡献力量。

2 存在的问题分析

首先，人才培养模式欠佳。前文已述高职院校的教学特点与

办学目的，但多数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项目时，并非将自身教学特

色整合至扶贫策略与乡村振兴发展中，毫无重点地培养人才、部分

参与扶贫学生的专业与扶贫项目不符、缺少合理的教育扶贫计划与

专业人才指导，致使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项目时过于强势与生硬，

项目中涉及的培养人才计划、技术课程建设以及创新基地的创立均

不足取，致使整体扶贫效果不佳。

其次，驻地扶贫效果不理想。高职院校在分配、派遣支教教

师时，并未依据当地地方发展特色与教师自身专业进行周密、细致

的分配，而是将教师“随机”分配至各扶贫区域，教师受自身专业

的掣肘，不能将长处最大限度地发挥。此外，教书育人是高职教师

的正业，学校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派遣教师下乡、扶贫，极少数

情况下教师会长期在扶贫区域进行教育，但多数也仅为一两年。因

此，高职教师深受专业与时间的局限，无法因地制宜地将扶贫工作

落实到深处，不能高效开展。

最后，帮扶点帮扶不到位。高职院校的扶贫重点主要是教育

扶贫，但多数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项目时与政府、企业的帮扶策略

几乎一致，并未将自身的优势运用在当地扶贫事业中。对所属区域

的帮扶也仅是勘察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项目是否存在风险、

经营方式是否正规且正确等，再与当地负责人进行短暂交流，投入

部分资金以示帮扶，同样不利于扶贫事业的长效开展。

3 高职院校依托自身优势开展长效扶贫的策略

高职院校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时，不仅要帮助贫困人群实现

物质生活上的脱贫攻坚，也要促使他们完成精神方面上的脱贫攻坚，

运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与特长，辅助其完成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

任务。

3.1 发挥教育资源优势

扶贫事业是一项长期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民前仆后继、共

同努力的事业，因此，高职院校开展长效扶贫项目时可从“娃娃”

抓起，对贫困地区的学生进行教育或技术的培养，使其能够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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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学反哺家乡，为家乡脱贫攻坚出谋献策，就像黄文秀女士一样。

因此，教育扶贫是高职院校开展扶贫项目的根本，也是促使区域长

效扶贫、脱贫的必然选择。多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思想理念

与技术手段较为落后，致使贫困地区的学生受到的教育十分有限。

再加之多数极度贫困地区的家长赞同“学习无用论”，认为在家庭

如此贫困的情况下应放弃学业、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

致使部分极度贫困地区的学生很难正常地完成学业教育，造成世代

打工、代际贫困的情况发生。这也是在各种国家统一考试项目中，

贫困地区的学生获取的成绩不是很高、过线率不是很理想的原因。

高职院校是国家开展优质教育的主要场所之一，是提升学生

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的重要机构，具备上乘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

包括但不限于知识、经验、技术手段、科研成果、师资力量、设施

与制度等，这些资源是贫困地区开展教育所欠缺又必得的资源。因

此，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事业时，应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教育资源

优势，将部分资源投入至所属地区的教育事业中，如定期举办师生

支教活动、定期接贫困地区教师至学校进行交流与学习、将高新的

教学设备与最新版的教材捐助给贫困地区的学校等，以便贫困地区

的学生能够及时知晓当前教育的主流发展方向与最新发展政策，为

贫困地区的学生创建优质的教育环境与平台，尽可能缩减学生之间

的差距与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使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与其余学生站

在共同的起跑线上，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学生的命运与代际贫困

的情况，促使教育长效扶贫的实现与发展 [2]。

3.2 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扶贫的根本是促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因此除教

育扶贫外，技术扶贫也有利于长效扶贫项目的开展。贫困地区应根

据当地的农业条件与地区发展特色，创建独有的农产品生产模式，

依靠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高

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大力支持农业的发展，不仅免除了农户农作物

上缴的本职，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以工助农等战略措施，不仅大

量地减轻了农户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

但因种种原因限制，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依旧欠佳，部分农户生活

依旧十分困难。因此，高职院校也应勇于担负时代的重任，积极投

入至脱贫攻坚的事业中，将自身优势运用在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中，

发展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模式，对居民进行理论与实际的引

导与培训，使其改变旧式的、错误的思想观念，革新当地的生产方

式，从根本上推动当地农业产量的进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详细来说就是，高职院校应派遣学院内部专业与农业相关的

师生与技术人员带领先进的农业理念与科技手段深入贫困地区，依

据当地的地质条件、气候等具体因素探索适合种植在此地的农产品，

并对当地居民进行详尽而细腻的指导与培训，使其掌握基本的、科

学的种植知识与生产技术的运用方式，使当地农作物提质增效。其

次，高职院校专业的农业师生应依据当地的基本条件培育新型农作

物品种，并研发与之配套的设备与技术，因地制宜地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群众依靠政府救助的消极现状，使其能够

运用自己的双手推动家乡经济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3]。

3.3 发挥人才资源优势

扶贫是惠民利民的国家大计，更是关乎国民根本的基础项目，

是党中央共同富裕战略思想的体现，因此，扶贫工作不是一蹴而就

的，是长期的、繁冗的、琐杂的项目工程，需要前卫的思想与前卫

的手段辅助进行，然而理论与行动均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深入

贫困地区，脚踏实地地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摆脱现状，持续探索脱

贫的措施与计策。因此，高职院校是完成此项重任的基点，内部聚

集大量优秀的良才，可在开展扶贫项目时发挥此项优势，挑选部分

高精尖的技术骨干深入贫困地区的扶贫事业中，通过实际经验归纳

所属地区的主要问题与现状，并针对性地探讨解决措施，高效完成

扶贫工作。

只有深入至贫困地区，躬行实践地感受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

现状，才会明确致使当地居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此前实行的

帮扶措施的漏洞与不足，并依据具体造成贫困的原因探索帮扶举措。

此外，高职院校也应考虑自身的安排是否存在差错，例如，派遣师

生的专业是否能够真正地帮助当地经济发展 ；师生是否能够适应当

地的生活并且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平衡 ；师生是否能够胜任此

项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效完成派遣的项目等。而解决上述问题

的关键举措，就是师生不断地在帮扶实践中，探索帮扶路径与解决

贫困的措施，将学习的理论整合至脱贫的实际工作中，高效率地进

行扶贫攻坚工作 [4]。

因此，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项目时，高精尖的人才不可或缺。

只有大量将良才投入至扶贫事业中，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历与脱贫

工作的实际效果，才能促使所属区域的脱贫事业提质增效，并将其

升华至扶贫方案，以供相关部门、院校的参考。

3.4 发挥科研优势

高职院校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各项科研实践的研究

场所，甚至包含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研析，不仅帮助国家决策下一阶

段的发展方向，也为当地政府未来短时间内的发展提供参考。因此，

国家为表示对各大高校科研项目的支持，教育部为各大高校提供大

量的科研经费，以便从各大高校的科研成果中决定当地今后的主要

发展方向。因此，高职院校内部的科研人员就是国家分配科研项目

的研讨者与监管人。所以，高职院校可借助科研项目帮助所属脱贫

地区完成扶贫工作，依靠科技与经济的双重助力实现长效扶贫工作

的完成。

举个例子，高职院校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就包含

区域精准扶贫的策略、当地可利用资源的开发、一、二、三产业的

发展、当地基础教育资源、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区域

内部各民族相处情况等。其中，除最后一单元的钻研与探索，上述

研究均能从理论、实践等多种角度探究能够实际解决所属贫困区域

的相关问题，并且高校内部的科研项目均有国家专属的研究经费，

足以让高职院校内部的科研人员深入调研致使所属区域致贫致困的

原因。同样，将研究项目投入至区域脱贫事业中，不仅有助于脱贫

攻坚项目的完成，也为高职院校内部的科研项目提供实践素材。

除上述四项措施之外，高职院校也可在贫困区域定向招生，

破格录取具有潜力的学生，细致地教授他们知识与技术，以实现“高

职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推动所属

区域能够实现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预期效果。高职院校也应在所

属区域构建一支抗压能力强、能吃苦、留得住的脱贫小队，提升区

域内部的自理能力，推动其经济发展。

总之，高职院校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国家技术型人才培育的

摇篮，一定要紧随时代发展的主体方向，尽最大的可能走在时代发

展的前沿，并在扶贫脱艰的事业中充分发挥自身所拥有的各种优势，

促使扶贫工作能够科学、持续、长效的进行。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引领并指导贫困居民早日走向富裕的道路，真正实现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的美好预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结语 ：高职院校在开展扶贫工作时，应以总书记的思想理论

为主要前进方向，将自身独有的特质整合至脱贫攻坚事业中，依靠

自身的教育资源、专业资源、人才资源以及科研资源等，全方面、

多角度地开展扶贫攻坚工作。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防止

扶贫复艰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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