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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业高职院校在精准扶贫战略环境中的 

优势和发展途径 
◆何溯源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154007） 

 
摘要：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必须有效的利用教育资源，高校在开展教育
扶贫工作时通过对教育扶贫路径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农业高职院校精准
扶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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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在党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全
面小康决胜阶段。为了推动小康社会健康发展，本文将针对农业
高职院校在精准扶贫战略环境中的优势与发展途径进行分析。 

（一）农业高职院校在精准扶贫战略环境中的优势 
1、存在思想与组织优势 
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高校，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

的主要堡垒就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它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动
力。同时，农业高职院校中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对党建设和谐社
会具有积极作用。高校也是学术、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具有
文化带动与散射、延续三农文化的作用。另外，农业高职院校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农文化知识内涵及特色精神，并
且将农文化演变成了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农业高效具有
思想与组织优势。[1] 

2、存在技术与人才优势 
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而农业高职院

校的农业教育实现了培养肯下去、能用上、肯留下的优秀人才；
同时，校内也汇聚了大量的双师型优秀教学人才，使朝农村传递
农业生产技术及知识的目标得到了保障。农村地区在国内占据的
面积较大，因此，很多农业高职院校教学人员、学生都出身与农
村、曾经或现在就读与农业高校，他们时刻都在关注三农问题，
所以在看待三农问题时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如何实现脱贫
攻坚，他们更能将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发挥到极致。另外，农业
高职院校能够为农村提供所需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推动“三农”
文化建设时可以有效的输出技术知识、信息服务等，这些作用是
其他高校无法取代的。 

3、存在平台与专业优势 
顾名思义，农业高职院校就是设置了大量有关农业专业的院

校，所以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中，农业高校具备了先天的专业
优势。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科研教学，其最终成果都能在精准扶
贫中进行应用，所以，有助于实现特色扶贫。而高校在教育教学、
学术研究、实践培训中建设的农业技术实训室、培养基地等，也
成为了精准扶贫的最佳平台。 

（二）农业高职院校在精准扶贫战略环境中的发展途径 
1、科学设计顶层，明确主体责任 
在精准扶贫战略环境中，农业高校党委要明确整治责任，增

强主要领导的责任，做好顶层设计。高校党委书记要带领全员深
入农村贫困地区进行调研，设计科学的扶贫计划，并撰写指导建
议。另外，要在所有党支部的党建考核中纳入扶贫考核指标，提
高各级精准扶贫意识。所以，高校党委书记要号召、组织全体党
员主动的去农村探访、调查，帮助贫困人员掌握脱贫致富、自力
更生的技巧。同时，要组织学生开展实践调研、帮扶活动，要带
领学生深入农村，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三农”问题，激发学生的
责任意识与使命感。要利用共同、精准、齐心发力的方法，营造
合力，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动力。 

2、积极构建阵地，做好人才技术优势的发挥 
农业高职院校在专业培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

学校教师也为专业人才的供应奠定了基础。因此，高校要主动联
系贫困农村地区党组织，要帮助其优选项目、制定科学的发展方
向，要为贫困地区集体经济、扶贫项目的开展提供融资支持，要
鼓励当地发展集体经济、特色经济，要协助贫困地区建设一村一
产模式。若农业高校自身基础实力雄厚，可联合当地政府建设农
业科技园区，并输出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支持。对于贫困地区获

得成果，高校要及时的进行宣传推广，让农民相信精准扶贫的作
用。 

同时，农业高职院校要在贫困地区建设驻村团队，并挑选政
治素养好、专业技术知识扎实的优秀人才入驻农村，协助当地党
委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中，驻村人员要积极
配合党委工作人员，要为农民做示范指导，要带领农民一起干、
一起赚钱，要为贫困农户提供帮助，要让贫苦群众在党与高校精
英的帮助下坚定改变现状的信心。同时，还要做好扶贫政策的宣
传，要让基层百姓了解国家精准扶贫状况。 

3、做好教育扶贫模式的有效创新 
教育扶贫应该成为农业高校精准扶贫的重要优势，高校要以

精准为起点、思想扶贫为基础。要帮根据当地实际状况，做好扶
贫、扶志、扶智等“三扶”工作。同时，农业高校要优选从贫困
家庭走出的优秀学生重回贫困村进行扶贫指导，使学生所学之知
识、能力得以有效发挥，实现贫困地区“造血式”扶贫模式的有
效建设。 

4、科学建设“造血式”扶贫模式 
首先，农业高校要挑选“精兵强将”，派遣优秀专家、专业

教师等进入贫困地区进行调查，要通过调研为贫困地区设计“品
种+技术+服务”的精准扶贫套餐，并根据当地环境推广农业种植
新品种、新技术等，并为当地农产品寻找销售路径；在提高当地
的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解决销售等问题。 

其次，组织广大师生开展推广农业新技术服务。面向特色产
业县，学院师生与职中师生组成服务团队，以“科技助农团”形
式进村入户，利用寒暑期学生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三下乡”
等活动载体，推广果树品种改良、适地适树、科学管理、果品贮
藏、加工与畜禽科学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安全用药、产品加工
等技术。[2] 

最后，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要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培养
优秀人才；比如，可以在贫困乡村或县内的职业院校中建设农业
技术培训站，并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状况，设计针对性强、操作性
好、专业化程度适中的项目，通过精准培训，实现精准扶贫。 

5、做好长效工作制度的建设 
首先，做好监督考核制度的建设。农业高校要以高校党委领

导核心、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中层干部骨干带头、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状况为基础，做好结果应用与考核，要积极构建
奖惩制度，做到奖罚分明，从而鼓励党员干部深入贫困地区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 

其次，完善调研工作制度。农业高职院校要以贫困地区问题
为向导，通过实际调查，掌握贫困地区人民的根本诉求，要彻底
消除被调研、假调研现象，要鼓励、领导学生、党员深入贫困地
区开展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等状况调查，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
撰写贫困地区实际发展现状报告，同时，还要在报告中提出有效
的精准扶贫意见，从而使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良好的成
效，给高校党委在精准扶贫计划的决策中提供科学参考，为精准
扶贫中调研成果的有效转化提供制度支持。[3] 

结束语：综上所述，农业高职院校应坚定不移的跟随党的步
伐，要结合贫困地区现状制定精准的扶贫战略内容、目标，要积
极的发挥自身优势，做好精准扶贫途径选择，为精准扶贫工作的
开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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