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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农我农”平台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农新模式研究 

马状状  奚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摘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已取得脱贫攻坚的历史性胜利，国家也在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让

我们农村更加富裕。在今天，我们的农业发展整体上现代化程度还是不高，如何让农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能成为更大的受

益者值得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今年 3 月也发表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通过让学生体

验农务实践来发展农村经济，让学生懂得农业的重要性，感受自然生命力，培养坚强的毅力，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同时打通农

村与高校之间的通道，相辅相成，取得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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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本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你农我农”平台建设-乡村振

兴背景下助农新模式研究》是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的助农新模

式探究性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通过使用五力分析和 SWOT 模型等工

具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大学生对于农村社会实

践的意向、农民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开展活动的态度等基本要素，以

此预测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而根据研究结果建设“你农我农”

助农新平台。 

一、国内外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 

1.1 国外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美国许多大型农场采取了“全要素信息

融合发展”的模式，在高度发达的精准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基

本实现了所有农作物和畜产品生产的机械化、精准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日本开始重视农业信息化建设，1993 年就推出农业信

息技术全国联机网络（DRESS），此后日本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规划，

目前日本已成为亚洲地区农业信息化较为发达的国家。 

通过对上述国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及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

模式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各国农业信息化的具体实践存在一定差

异，但均是从提升农民信息化素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

社会信息资源、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农业信

息化发展，其建设思路和运营机制对于推进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

心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2 国内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强调要发展富民

乡村产业，鼓励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推动农产品进城，为

农产品找到更多更有效的销售渠道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新

型网络直播模式的电子商务模式给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新

思路，“助农直播”的产生也给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互联网时代下促进农产品营销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问卷调查分析 

2.1 关于大学生参加农村社会实践的调查问卷 

表 2-1 职业统计分布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积百分

比 

大学生（在校、应届毕

业生） 
99 48.5 48.5 48.5 职业 

高校就业创业者 43 21.1 21.1 69.6 

农民 21 10.3 10.3 79.9 

基层三农工作者（县级

以下政府工作人员） 
15 7.4 7.4 87.3 

其他 26 12.7 12.7 100.0 

总计 204 100.0 100.0  

本次共发放问卷 204 份，有效问卷收集 204 份，有效发放率为

100%。其中如表 2-1 职业统计分步情况所示，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

样本中，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占总人数的 48.5%；其次是高校就业

创业者，共有 43 人，占比 21.1%；占比最少的是基层三农工作者，

仅有 7.4%。 

表 2-2 会选择的社会实践活动类型分布情况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

比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 86 18.0% 60.6% 

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区 
66 13.8% 46.5% 

理论宣讲 52 10.9% 36.6% 

社会调查 60 12.5% 42.3% 

挂职锻炼 32 6.7% 22.5% 

社会服务 50 10.4% 35.2% 

学习参观 43 9.0% 30.3% 

科技创新 23 4.8% 16.2% 

勤工俭学 24 5.0% 16.9% 

就业实习 40 8.4% 28.2% 

会选择的社会

实践活动类型 

其他 3 0.6% 2.1% 

总计 479 100.0% 337.3% 

问卷提问中对大学生及高校就业创业者进行单独提问，得知更

容易被他们所选择的社会实践活动类型，共收获数量 142 份。其中

结果如表 3-3 会选择的社会实践活动类型分布情况所示，142 人共

投出 479 票，百分比为 337.3%，被选择最多的是“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选项，占比 60.6%，获得了 86 票，是更容易被选择、参与

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次是“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和

“社会调查”选项，占比分别为 46.5%和 42.3%；三者和占比超过

总票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大学生及高校就业创业者倾向于选

择有组织、有理论知识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或较为方便的调查活

动，且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服务活动普及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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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大学生及高校就业创业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目的 

 

锻炼自身

实践能

力，提高

综合素质 

积累社会

经验，增

强适应能

力 

结交朋

友 

丰富课余

生活 

发展自身

组织协调

和创新能

力 

探索并找

到适合自

己的职业

方向 

勤工俭

学、帮助

自身完成

学业 

完成学校

任务，积

累学分 

增强社会

责任感，服

务大众 

总计 

计数 78 75 41 43 43 39 28 23 27 99 

占职业百分比 78.8% 75.8% 41.4% 43.4% 43.4% 39.4% 28.3% 23.2% 27.3%  

占参加目的百分比 71.6% 67.6% 67.2% 67.2% 70.5% 73.6% 87.5% 85.2% 84.4%  

大学生（在

校、应届毕业

生） 
占总计百分比 54.9% 52.8% 28.9% 30.3% 30.3% 27.5% 19.7% 16.2% 19.0% 69.7% 

计数 31 36 20 21 18 14 4 4 5 43 

占职业百分比 72.1% 83.7% 46.5% 48.8% 41.9% 32.6% 9.3% 9.3% 11.6%  

占参加目的百分比 28.4% 32.4% 32.8% 32.8% 29.5% 26.4% 12.5% 14.8% 15.6%  

职业 

高校就业创

业者 

占总计百分比 21.8% 25.4% 14.1% 14.8% 12.7% 9.9% 2.8% 2.8% 3.5% 30.3% 

计数 109 111 61 64 61 53 32 27 32 142 
总计 

占总计百分比 76.8% 78.2% 43.0% 45.1% 43.0% 37.3% 22.5% 19.0% 22.5% 100.0% 

由表 2-3 大学生及高校就业创业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可

知，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多为“锻炼自身实践能力，提高

综合素质”或“积累社会经验，增强适应能力”，分别有 78.8%和

75.8%的大学生选择这两个选项；而高校就业创业者的选择中，占

比最高的是“积累社会经验，增强适应能力”，达到了 83.7%的比例。

由此可知，二者在参加目的上大致相同。 

2.3 关于农户参与建设农村实践平台意愿及模式的调查问卷 

在谈到对大学生前往乡村参加务农实践是否产生影响的看法

时，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在农民中占比

81.0%；而基层三农工作中则是认为能够“给农民带去新思想”的

占大多数，比例为 86.7%。 

表 2-4 助力乡村发展有效手段分布情况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发展科技 134 21.2% 73.2% 

政策扶持 147 23.3% 80.3% 

创新创业 129 20.4% 70.5% 

土地流转 71 11.3% 38.8% 

招商引资 80 12.7% 43.7% 

您认为助力乡村发展

的有效手段有哪些 

引入大学生村官 70 11.1% 38.3% 

总计 631 100.0% 344.8% 

如表 2-4 助力乡村发展有效手段分布情况所示，答卷群体普遍

认为最有效的助农手段是“政策扶持”，这一回答受到了 147 次赞

同，在其中占比 23.3%；第二名的是“发展科技”，受赞同 134 次，

占比 21.2%；紧随其后的是“创新创业”，受赞同 129 次，占比为

20.4%。由此可知，普遍认为高校生将创新创业重点转向乡村能够

有效助力乡村发展，也因此高校学生参与务农实践的需求逐渐增

大。 

2.4 数据分析 

通过对关于大学生参加农村社会实践的调查问卷的简单分析

可知，当前大学生及高校就业创业者对社会实践活动了解较少、没

有可信的了解渠道及参与渠道，参与也多处在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

动或社会调查等较简单程度，参与频率与参与深度均不高。对于农

民及基层三农工作者来说，一方面乡村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支持，

资金方面有政府补贴但自身没有形成内生动力，资金来源不稳定，

人才方面缺乏主动培养，接受也较为被动，没有与外界合作形成长

效机制，无法保证人才下乡常态化；另一方面乡村信息获取较为困

难，缺乏第三方信息平台，下乡参与务农实践的学生也缺乏专业指

导，不能效用最大化，造成资源浪费。 

三、助农新模式探索 

因此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来说仅仅通过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量

远远不够，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因素是农业人才的培养，因此乡村

振兴战略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也必然将出现

新的助农模式。即将“教育助农”与“产业助农”相结合，通过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不仅对贫困农户进行相关知识技能培训，帮助农

村挖掘本土人才，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帮助推广、销

售其农产品，从产品生产到销售至消费者手中各个环节落实到位，

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乡村振兴环节中来。新模式旨在利用搭建

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让革命老区的绿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让山

区的绿色农产品成为当地农民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因此，我们紧跟市场需求，抓住高校生与农民的需求空白处建

立专业平台——“你农我农”助农新平台，一方面加大实践务农在

高校中的宣传力度，为高校生提供专业可靠的务农实践渠道及技术

指导，提升高校生参与务农实践的比例；另一方面寻求有需要的乡

村与其合作，为其提供稳定的第三方信息平台和人才输送渠道，并

结合时事因地制宜挖掘当地特色、红色文化，加大乡村吸引力，促

使其产生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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