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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江凤香  史立军  刘嘉怡  朱春瑾  李珂歆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国家的重点战略，民办高校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党员乡村振兴战略主

题学习平台，开展 “三农”公益活动，服务于地方乡村振兴目标，构建民办高校党员“下乡活动日、助农公益活动，服务乡村振兴”

的三位一体模式。民办高校要不断创新理念、载体、机制、模式等，探索建设高效的学习型组织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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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玲俐（2018）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各级党组织抓好党建工

作的重要行动指南。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建设学

习型、服务型党组织，深入学习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开展助力乡

村的实践活动，积极对接乡村基层党组织，帮扶乡村文化建设与产

业发展[1]。肖卓霖（2019）指出，地方高校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乡村

振兴战略，地方高校要明确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防线，充分发挥自

身的优势构建完善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2]。孟铁鑫

（2021）提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对于高校自身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意义重大，高校可以通过改革人才培育定位、人才培育模

式，丰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与形式有效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

略[3]。秦秋（2021）提出，地方农业院校要发挥自身优势，突破传统

的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乡村人才供给与需求矛盾，创新服务乡村社

会模式，深度契合乡村发展需要[4]。韩嵩、张宝歌（2018）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高校要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支持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服务地方特色产业体系，助力乡村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服

务农村新型经营组织主体[5]。已有的文献研究了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较少的文献研究了民办高校党组织通过建设学习型组织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但是为本文研究民办高校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提供了一些参考价值。 

1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价值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民办高

校发挥功能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是推动民办高

校转型升级与发展，实现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 

1.1 有助于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 

民办高校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积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主动适应地方需求，服务于地方特色产业，培养“爱三农”、“懂三

农”、“为三农”的人才，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能管理的

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人才保

障[6]，做到为乡村提供科技服务、文化帮扶和智力帮扶。 

1.2 推动民办高校转型升级与发展 

民办高校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动适应时代要求，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发挥自身的专业特色、人才优势，提高自身服务于乡村

社会的能力，让师生参与乡村振兴的活动，提高师生的乡村振兴体

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民办高校转型升

级与发展，实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2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及其存

在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办高校党组织逐渐重视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也有针对乡村振兴开展一些学习活动、观摩活动，但是民

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落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配套机

制不完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和形式单一，没有凸显民办高

校的知识与技术优势。 

2.1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落后 

民办高校党组织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要 定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的目标，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与思想，但是当前一些民

办高校党组织的认知高度不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较为落后，

对于民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解不够系统、不够全面，难以建立

创新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模式，民办高校无法深入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7]。 

2.2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民办高校虽然逐渐重视乡村振兴战略，但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的配套机制不完善，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没有建设系统的配套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难以对乡村振兴战

略服务产生高质量的成果，难以推动民办高校的科研成果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中的转化。 

2.3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和形式单一 

民办高校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工作的认知不够，民

办高校服务于“三农”的主要方式依然是暑期大学生三下乡活动，

而且能够参与的师生主体较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形式比较单一，

同时，民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容主要是支教、关爱留守儿童、

医护等，部分学生参与其中得到了锻炼，但是民办高校在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的内容方面需要优化与丰富，增加其他实践活动，深入为

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2.4 没有凸显民办高校的知识与技术优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振兴要是要产业、人才、组织、生

态、文化的振兴，民办高校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发挥自身

的知识与技术优势，但是民办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缺乏动态性，对于

人才培养也缺乏对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针对性，没有凸显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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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与技术优势。 

3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以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民办高校要建设学习型组织，开

展乡村振兴战略主题教育活动，建设网络化的乡村振兴战略主题学

习平台，搭建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基地，持续不断地建设学习型组

织，有效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3.1 确立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大的农村地区需要人才，民办高校

要把科研服务于“三农”，把论文写到乡村大地上。因此，民办高校

党组织要确立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从党员的主题学习、活

动载体、实践活动等方面强化党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识。 

3.2 开展乡村振兴战略主题教育活动 

民办高校要加强党员主题教育活动日的建设，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主题进行教育活动， 民办高校要对接乡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基

层党组织深化对接，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党员主题教

育活动日学习乡村振兴战略、学习“三农”领域的人物故事、学习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案例等。 

3.3 建设网络化的乡村振兴战略主题学习平台 

民办高校党组织要重视党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识培育，加

强党员学习乡村振兴战略，根据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需求，组织

乡村振兴战略主题进行，加强系统化、专业化的网络培训平台建设，

建立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理论

课程体系，架构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教育/党性教育/时政解读/智慧乡

村/农村改革/农村基层党建/村社治理/农业科技/乡村文明/政策法规

等方面相关内容，提高民办高校师生学习实效性，为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3.4 搭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基地 

民办高校党组织要加强与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对接，建立乡村党

员活动日实践基地、爱心支教基地、文化帮扶基地（普法宣传教育、

文化娱乐活动等）、产业帮扶基地[8]。结合乡村产业、文化发展的需

要，民办高校师生党员发挥自己所学、所长对乡村进行帮扶，形成

“党建+文化服务”、“党建+电商”、 “党建+消费”的帮扶基地。 

4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性措施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化工

程，因此，民办高校党组织要从组织、机制、人员、经费来进行相

关的保障。 

4.1 组织保障 

民办高校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加

强组织保障。在学校内部建立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建立

乡村振兴调研团（师生三下乡和教师社会服务）、乡村振兴研究团（三

农政策研究）、乡村振兴课程开发团（针对现代职业农民进行培训课

程开发）、乡村振兴培训团（走进乡村给农民进行职业化培训）、乡

村振兴媒体团（融媒体推广师生乡村振兴的研究、实践）等。 

4.2 机制保障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建立健全

的长效机制。民办高校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建立动态的专业

设置机制，结合乡村发展需要，设置乡村发展需要的专业，或者动

态的安排一些关于乡村发展类课程或者培训活动，定期与不定期安

排乡村实践活动[9]。民办高校要加强党组织学习机制建设，构建三大

学习平台“寻问初心”、“成长赋能”、“技能提升”、“服务社会”的

乡村振兴学习与体验平台，做到民办高校全员学习、终身学习、开

放学习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知识。 

4.3 人员保障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要有一支强有力

的队伍保障。民办高校要建立“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党建工作室，

工作室以“跨部门、跨职责、跨专业”的自由兴趣组合为工作机制，

聚集信息协作、视频制作、宣传推广、课程开发、课程推广等方面

的优秀党员，打造乡村振兴领域的党建研究与实践人才集合阵地。 

4.4 经费保障 

民办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的工

程，需要民办高校加强经费保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保障，

确保民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系统规划、有效安排、长效

运行，真正达成民办高校党组织引领师生思想与行动，积极投身于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10]。 

结论 

总而言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办高校要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能力，改变民办高校师生的思想，

提供师生乡村实践机会，建立健全的长效机制，激励更多的师生积

极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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