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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education sector worldwide is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ways in which

universities can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Mohamed Hashim et al., 2022; Xing & Marwala,

2017).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they face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technology-driven services and education

(Alexander, 2020; Selwyn, 2012).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have emerged as the two most popular approaches to

suppor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fering control

and security. In contras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has

gained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its agility,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 (Bajaj et al., 2020;

Laszewski et al., 2018). However, there is a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nefits,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of both approaches in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y critically evaluating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rawing on empirical data. The study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What are the benefits,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ndergo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mainder of this thesis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provides an in-depth literature review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valuating their benefits,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Section 3 describ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research

design,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Section 4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nd compares the impact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ction 5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s findings and pres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onside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Section 6 provides a conclusion

summarizing the study's key findings and contributions

and identifies potential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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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terature Revie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focu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it is seen as a

key factor in improving efficiency, reducing cost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lenezi, 2021).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represent

two of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es employed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s. This section delves

deeper into the benefits, drawbacks, and specific use

cases of each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factor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ider when selecting

between them.

2.1 Cloud-native IT architecture

Cloud-native IT architecture is a relatively new

approach gaining popular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involves building and deploying

applications in the cloud, using modern development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designed for the cloud

environment (Arundel & Domingus, 2019). Some of

the main benefits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nclude

rapid scalability, high resilience, and fault tolerance,

which ensure that critical applications are always

available (Laszewski et al., 2018).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can support better

collaboration among development teams, resulting in

faster delivery of new features and updates (Arundel

& Domingus, 2019). Additionally,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can provide cost savings through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more efficient usage of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Laszewski et al., 2018).

2.2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is a more established

approach that has been us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many years (Dong et al., 2020). It

typically involves hosting applications and data

on-premises, using legacy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Whil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are some of the main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due to its

well-understood nature and proven track record, it can

be rigid and slow to chang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applications.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offers better control

over data, addressing data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concerns that some institutions may have. However,

mainte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costs can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cloud-native environments,

leading to long-term budgetary implications

(Laszewski et al., 2018).

2.3 Decision-making factor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ider a variety of factors when

deciding between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Institutions must

evaluate the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ir data, as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may provide better control in this area

(Kumar & Goyal, 2019).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offers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

allowing institutions to adapt quickly to changing

demands (Dutta & Pathak, 2022).

Cost: While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can

provide cost savings through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efficient usage,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may be

more cost-effective for organizations with existing

on-premises infrastructure (Arundel & Domingus,

2019).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ability to

2



support agile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development teams is a key benefit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which may result in faster innovation

(Zhang et al., 2022).

In conclusion, the choice between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depends on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and objectives of eac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By carefully considering these factors,

institutions can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that

supports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oals.

3 Methodology

The methodology for this study will b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tudy will utilize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with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ensur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by incorporating triangulation and multiple data

sources.

For the quantitative aspect, data will b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s and analytic tools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urvey will be distributed

to IT professionals,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selected using stratified sampling, to gather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two IT architectur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student services. The survey will consist of Likert

scale questions,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The survey instruments will be

pilot-tested to ensure their valid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llected data will be measured using

Cronbach's alpha.

For the qualitative aspect, interviews with key

stakeholders, such as IT managers and faculty

members (n = 15-20), will be conducted to gather

more in-depth 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each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rticipants will be selected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guides will be developed and reviewed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to ensure content validity. Interview data will

be audio-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verbatim to ensure

accuracy and authenticity.

Data collected from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will be analyzed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matic analysis, respectively. For

quantitative data, appropriate statistical tests, such as

t-tests and chi-square tests, will be employe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For qualitative data, a

coding framework will be developed and iteratively

refined to identify themes and patterns in the

interview responses. The analysis will enable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tterns, trends, and themes in the

data, which will help to draw meaningful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eking to underta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s.

Triangul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ill

be conducted to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findings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under investigation.

4 Results

4.1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n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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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has been

using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to improve its digital

capabilities. In 2019, the university launched a

multi-year project to move i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the cloud,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security,

scalability, and cost efficiency. Harvard has also been

exploring the use of microservices and

containerization to support its digital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renowned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also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investing heavily in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and DevOps practices to improve its IT

capabilities. This has included migrating many of its

legacy applications to the cloud, adopting containerization

and microservices, and investing in cloud-based tools and

platforms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and it has also been an early adopter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In 2016, the university

launched a maj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 that

included migrating many of its core applications to the

cloud, adopting DevOps practices, and building a

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been investing in cloud-based tools and platforms to

support i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is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Asia, and it has also been a leader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NUS has been

investing in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and

microservices to improve its IT capabilities, including

the launch of a cloud-based platform for student

services and a microservices-based application for

managing research grants.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been exploring the use of DevOps practices and

containerization to support its digital initiat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also been a leader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investing heavily in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DevOps practices, and microservices to

improve its IT capabilities, including the adoption of

containerization for its research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s. Stanford has also been exploring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support its digital initiatives.

Overall, these universities have been early

adopters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microservices,

and DevOps practices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s, reflecting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2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18, Tsinghua

University launched the "Tsinghua Cloud" platform,

which is built on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and

provides a range of services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The platform uses DevOps practices to ensure

continuous delivery and deployment of new features

and updates.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has also

adopted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and DevOps in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versity's IT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cloud service center that provides

cloud-based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has built a

cloud-native platform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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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including storage,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The platform is based on

Kubernetes and other open-source technologies and is

managed using DevOps practices.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built a

cloud-native platform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alled

"ZJU Cloud". The platform provides a range of services,

including computing, storage,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and is built on Kubernetes and other open-source

technologies. The university's IT department uses DevOps

practices tomanage andmaintain the platfor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as also adopted cloud native architecture and

DevOps in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versity's IT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cloud service center that

provides a range of cloud-based services, including

computing, storage,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to suppo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4.3 Comparison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able 1 illustrates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not only mitigates numerous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but also unlocks significant potential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Such architecture

is better aligned with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expedit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loud-native IT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in 100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ross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ensure a diverse and representative sample. The

institution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size, location,

and reputation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two architecture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ata collection involved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IT professionals,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selected institutions. The survey questions and interview

protocols were pilot tested with a small group of

participants to ens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eedback

was collected and adjustments were made to the questions

and protocols as neede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we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with informed consent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and data anonymized to protect

participants' priva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time for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for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with an average of 10

months and 15 months, respectively. Institutions that

adopted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experienced a 30%

increase in overall efficiency in the deploy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dicating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s a

more efficient op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s using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had better

security measures in place for thei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a 15% decrease in security breaches compared to

those us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is suggests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can provide better security

measur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some caveats in this study. First,

the institutions studied may not be fully representative of

al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orldwide. Second, the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may be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biases and uniqu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Finally, the dynamic nature of technology means

that the findings may not remain applicable indefinitely as

the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continues to evolve as newer

and more advanced solutions continue to emerge. Desp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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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limitations, the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s a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op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viding better security measures, greater

scalability, and reduced infrastructure costs. However, it is

crucial to consider the cavea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recognize that the choice between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each

institution's unique needs, goals, and context.

Table 1 Cloud native platform VS Traditional data center
Cloud native platform Traditional data center

Operations Automatic operations, offering routing, network, and
log and alarm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Lack of unified container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coupling Applications are infrastructure- independent and
loosely coupled.

Local applications are stateful and single services are
heavily coupled.

infrastructure Unified management of all infrastructure, not easy to
be bound to a single supplier.

Depending on a single infrastructure, it is very easy
to be tied to one vendor.

Application
updates and
availability

Applications for the runtime environment are always
up to date, and cloud native applications are always
available.

Locally deployed, the app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vendor, and updates require an interruption of
service.

Application
interrupt time

Cloud native applications support flexible expansion,
smooth upgrade, and agile iteration.

If the local device is faulty, the running will be
affected. Applications will be interrupted, and the
fault recovery time is uncontrollable.

Elastic
computing

Elastic. The cloud native platform can flexibly
expand and shrink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scenario
during the peak business period.

Resource waste, periodic usage peaks, and inability
to automatically expand or shrink capacity lead to
resource redundanc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Transform and upgrade to cloud native maturity
standards for unified application services and data
governance norms with clarity and organization.

The historical burden is heavy, the system/application
is many, the transformation is complex,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needs to be sorted out and
improved.

Work efficiency
Minimizes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efforts,
enabling agile iteration and automation with minimal
staffing.

Incomplete integration leads to high communication
costs and reduced work efficiency.

Construction
cost

Maximize resource utilization for cost control and
enabl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agile iteration of
information projects.

The cost is high and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s not
optimal

5 Discus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impact is evident in the areas of flexibility, scalabil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allows for

more flexible and scalable systems, making it easier to

adapt to changing needs and requirements. It also enables

cost savings by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expensive

hardware and infra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has

some advantages as well,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security

and control. With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the institution

has more control over the systems and data, which may be

important for institutions that handle sensitive information.

Overall, it is important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ir specific needs and

goals when deciding on an IT architecture.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institutions that

prioritize flexibility and cost savings, while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institutions that

prioritize control and security.

Although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and

the scop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loud-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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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on other types of organizations.

The study acknowledges several limitations,

including the lack of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methodology. Additionally, the

focus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imits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findings. To improv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tudy, future research could include a more detailed

methodology section and broaden the scope to include

other organization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as follows:

•Challenges: Ensuring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acquiring specialized expertise for 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these architectures, and providing reliab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Benefits: Greater innov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easier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IT systems, and improved scalability.

6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rough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IT professionals, the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loud-native and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and their impact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while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s may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are better suite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provide greater flexibility, scalabil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They also facilitate easier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IT systems and can support greater

innovation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d several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including

the need for specialized expertise in 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these architectures, concerns about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and the need for reliab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Overall,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offer significant advantag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at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ider migrating to these

architectures to enable greater innov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their use of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However, institutions should als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work to address them to

ensur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use of

cloud-native architectures. Future research could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nd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methodology to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existing knowledge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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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评价在政府、高职院校、企业之间架起了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桥梁。伴随着高质量发展时代

的到来，企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作

为输出高技能型人才的农业类高职院校，应该注重

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全面深刻探析职业能力本位

的教育理念，结合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湖南“三

高四新”战略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树立以职业

能力为导向的学业评价观，确保技术技能人才的高

质量培养，是十分必要的，职业能力导向下的农业

类高职学生学业评价研究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有

着深远的实践意义。

1 农业类高职院校定位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得

到了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和实践对农业

职业教育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农业类高职院校

应该秉承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正确把

握人才培养定位，努力提升办学核心竞争力，为中

国农业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培养更多优秀农业人才。

1.1坚定农业人才培养定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人才是第一资源”，经

济社会对应用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逐渐

攀升，进一步加剧了相关人才数量和人才质量供不

应求的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规划和

实践行动中，我国的职业院校数量将越来越多、规

模将越来越大、教学质量越来越好，带动整体职业

教育领域的向好发展。在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完善发

展中，生源数量质量齐升，将能够在未来为社会输

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下，农业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

职业发展路径更加光明，为农业类高职坚定农业人

才培养定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1.2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诸多职业院校都普遍存在发展瓶颈，办

学资源不足、办学模式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较为突

出，直接影响了自身的办学质量以及在教育市场上

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能够转变职业院校办学观念，引导职业院

校回归教育初心，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体

系。首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导下，职业院校办

学更加关注到自身的办学质量，能够不断升级和优

化现有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获得

感。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也强调以市场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因素，充分调动各要素市场的积极性。最

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数字中国”战略也给职业

教育指引了一条科技转型的道路，在智能化、数字

化以及信息化的技术条件和发展模式下不断提升

教育效率和效果。在此背景下，农业类高职院校更

要开放视野，多多与市场接轨，与其他意向组织或

者机构寻求合作，搭建起农业人才培养的“立交

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学业评

价的价值取向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学业评价是在尊重

高职生主体性的前提下，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为抓

手，以促进评价与学习的有效衔接为途径，以实现

8

高职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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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价可以提高高职生的学习迁移能力，评价可

以拓展高职生的学习面，评价可以促使高职生进行

反思和自我管理。树立评价即学习理念，可以提高

高职生的学习自觉性。

2.4 树立为了发展而评价的价值取向

评价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高职生全面、和

谐、可持续的发展。在具体的学业评价过程中，要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这既为高职生

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后续的评价提供了依

据；要关注高职生的发展条件和学习资源，这有利

于评价者对高职生的发展程度作出价值判断，同时

也使得评价者对影响高职生发展的因素进行深入

的探析，了解高职生学业发展中的困难；对学业评

价结果的分析需要有针对性和建设性，为学生后续

的发展奠定基础。

3 高职学业评价存在的问题

3.1 评价主体单一

学业评价的直接体现就是对学生成绩的给出，

是对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评测，在高等职业

教育领域就是对学生理论课与实践课综合评定的

结果。因而，在学业评价主体这一部分也有所区别。

就目前而言，高职教育学生学业评价体系中，教师

成为了以学校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学生学业评价中

的唯一主体，所谓企业、行业的评价都如同虚设，

评价标准、评价内容等都由教师或学校来制定。

3.2 评价类型单调

评价方式有多种，其中以诊断性评价、形成性

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更具有针对性，这三种评价类型

中的摸底考试、平时测验或随堂测验、期末考试三

种形式更明确。所谓的摸底考试，是为了解学生在

一段时间之内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而这种摸底

考试在我国中小学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一词

常和开学联系在一起。平时测验或随堂测验即为字

面意思，就是在课程开展中对学生掌握知识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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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坚持以高职生为本的价值取向

科学的评价理念应突出人的重要地位，基于

综合职业能力的高职生学业评价要促使高职生

自我发展和发展自我。长期以来，高职生被单纯

的视为学业评价活动的客观对象，因而，学业评

价过程中，高职生往往是“逆来顺受”，对于学

业评价的合理性没有质疑的权利。但在整个学业

评价活动中，一个基本事实是高职生是学业评价

活动最紧密的联系者，对学业评价有着最直接的

感知，学业评价的优点和劣势他们最清楚，所以

在学业评价的过程中，需要高职生的积极配合，

这就要求高职院校遵循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进

行学业评价，本着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

生的态度，着力培养高职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

能及社会适应能力，在具体的学业评价过程中，

要充分肯定学生的创造性和潜能。

2.2 推动为了改革教学而评价的价值取向

学业评价是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有力抓

手。当前，高职院校社会声望的提高要依靠教育质

量的提升，只有培养出来的学生得到了社会的认

可，高职院校才能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教学无疑是

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而对学业评价的改革可以促

进教学及管理的改革，促使教师的学生观、教学观、

价值观发生变化，促使高职院校管理机构不断改革

管理方法，获得综合性的教学效益的提升，从而是

实现高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使学校成为未来具有

竞争力的品牌特色高职院校。

2.3 奠定评价即学习的价值取向

评价即学习是强调学习不再是知识简单的传

递，个体与新观念之间可以建立起认知重建的积极

过程。对高职生而言，其目的就是帮助其掌握一定

的技能和思维习惯，使他们能够在日渐独立中进行

自我的觉知。「团在学习的过程中，评价可以明确

高职生的学习起点，评价可以成为高职生的学习动



曹晖：职业能力导向下的农业类高职院校学业评价研究

检验。有人通过问卷调查后发现，有差不多一半的

学生认为开展摸底考试十分有必要，34%的学生认

为没有必要，16.80%的学生认为是否开展摸底考试

都无所谓。从这一统计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尚

未认识到开展摸底考试的重要性，仅有不超过半数

的学生认同开展摸底考试。随堂或课后测验并不是

完全会出现在每一门课程或课堂上，只是根据教师

各自的教学安排和教学计划灵活安排，并且不同时

期的评价在学业评价中所占的比重都是由教师自

行安排，体现出灵活性的特点，但也过于松散，可

能会造成标准的不同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等结果。

3.3 缺少企业参与评价

校企合作己成为我国高职院校提升培养质量

的重要落脚点。企业的有效参与是保证培养高层次

人才的基础，企业相关评价标准的融入更是实现高

职教育与企业有效对接及合作的关键。现实中，政

府所提倡的校企合作往往只限于顶岗实习等层面，

也就是说，企业只是熏陶了高职生的岗位适应性，

而没有真正的融入人才培养质量当中。所谓的校企

合作也只是浅层次的“面子”合作，高职生学业评

价标准中更是缺乏企业性，高职生毕业即就业的美

好愿望只能是空想了。有调查发现只有 13.8%的高

职生认为学业评价标准中完全融入了企业的标准，

这个比例是较低的，认为基本融入的也仅有 32.7%，

而认为学业评价标准中没有融入企业标准的却高

达 42.7%，还有 10.8%的高职生对学业评价标准是

否融入企业标准还不清楚。可见，高职院校在学业

评价标准的制定方面缺乏真正的校企合作，没有充

分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和用人标准。

4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学业评

价的基本原则

学业评价是影响教育质量的核心因素，在整

个高职教育教学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评

价原则是学业评价活动必须遵循的原理、准则和

要求，是保证学业评价有序进行的关键。在进行

基于综合职业能力的高职生学业评价时，应该遵

循以下原则。

4.1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原则

高职生是整个学业评价活动的核心人物，在学

业评价过程中应尊重其主体地位。一方面高职生是

学业评价正常实施的主体，离开高职生这个群体，

高职生学业评价就是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

高职生的主观能性也就决定了其在评价的过程中，

不应该只是一个被评价者，而应调动他的积极性，

让其积极参与到学业评价活动中来，此时，高职生

不但是被评价者同时也是评价者。因而，在学业评

价过程中，需正确认识高职生的地位，调动他们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4.2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原则

高职生在学业方面存在着客观性的差异性，我

们要正视这一事实。由于高职生的遗传因素、努力

程度、家庭环境等不同，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成为个别教师放弃差生或是

对“坏”学生另眼相看的理由。教育的本质就是培

养人，教师的职责就是实现培养人的目标，因而，

在学业评价的时候，评价者不能唯分数论，应该立

足于学生原有的基础，对个体的发展进行纵向比

较，尽可能的肯定高职生的进步，发现他们的优点

和特长，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4.3 评价体系服从职业能力的原则

无论是评价内容还是评价标准都要服从职业

能力原则。高职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必将迎来市场的

考验，学业评价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高职生

达成就业的目的。当代产业结构正处于结构布局与

工艺技术高速发展时期，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

快，岗位对高职生的素质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因

而，评价应该为了高职生的就业而服务，高职生的

学业评价不能脱离职业要求，学业评价要服务、服

从相关职业要求，要根据高职生的操作表现和和结

果来进行评定，保证高职生在毕业的时候可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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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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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指导学生发展方向的原则

评价的根本目的是帮助高职生明确发展方向，

奠定未来发展基础。高职生具有极强的塑造性，在

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将好的发展方向融入其中，这

不仅包括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也包括未来人生前

进道路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通过评价帮助高职生

树立奋斗目标，明确人生追求，与此同时，及时将

评价信息反馈给高职生，让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水平

准确定位，引导学生扬长避短，在人生前进的道路

上收获自信，收获希望。

5 农业类高职院校学业评价建议

高职学业评价一直以来都是沿用普通高校的

评价观念，重视以认知能力为主的学业评价，而忽

视了高职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在传统单一认知能力

考核观念的影响下，高职生的学业评价过分注重笔

试考核，一味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以专业知识的认

知掌握程度代替职业技能的考量，以单纯的职业技

能考核代替综合职业能力的评价，高职生的培养质

量自然难以得到提高，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

要。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国家和湖南省“双高计

划”的实施，高职学业评价观也应该与时俱进，以

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评价观念理应逐步被社会、高职

院校、高职生等相关利益群体所认可，并凸显出强

大的生命力，因而，建立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

学业评价制度是农业类高职院校学业评价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并使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学业评价理

念贯穿于农业类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双高

计划”实施过程之中，促使农业高职生真正成为适

应现代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

（责任编辑：黄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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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

徐持平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9C1099）；本院科研项目（22YSK05）；本院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17TD01）。
[作者简介] 徐持平（1987-），男，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营管理、高等职业教育。

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提升农业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抓手，也是助推农业农村

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2016年 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6〕84号）明确提出支持包括涉农高职院校毕

业生在内的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创业创新。作为农

业大省，2016年 11月，中共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推进农

业农村领域创新创业。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有了新的更高要求。2018年 9 月，《国务院关于

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

见》（国办发〔2018〕32号）提出强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培训，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双创”升级

版。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

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勉励全国涉农

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培养更多包括农村创新创业型人才在内的知农爱

农新型人才。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声

势浩大，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效却差强人意。相关资

料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仅有 1%上下，

高职院校学生的创业成功率又明显低于本科和研

究生，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亟需提升成效。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是

近年兴起的一种新教育理论，目前主要应用于国际

工程教育认证，相较其他教育理论重投入重过程，

OBE更关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能力的获得，契合高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升成效的需求。如何按照

OBE理论的要求，剖析诊断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据此加以改进，是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特征分

析

1.1 应强调学习收获与成果

OBE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与学习模式，尤其注

重教育产出或学习结果，通过明确学生毕业时应达

到的能力和水平，要求学生按照一定的规定、课表、

时间和进度进行学习。OBE理念基于合作和能力导

向，旨在通过学习产出驱动整个课程活动、重构课

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倡导整合、协同的教学模

式。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评价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应强调学习收获

与成果，并依据学生成果评价对各创业教育教学各

个层面进行改进，实现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从学生学习收获与成果出发，倒过来对学生农

业领域创新意识培养，农业领域创业 能力提升以

及农业领域创新思维开拓等方面进行目标规划。鼓

励涉农高职院校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促进创新创

业教育发展。

1.2 应突出全程跟踪与进程式评价

OBE 是一个系统的教育理念,创新创业教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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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也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作，具有完整的逻辑结

构。因此，在应用 OBE 对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进行评价时不是简单地对某段时期内学

生的创新创业成果进行评价，而应该突出全程跟踪

与进程式评价。农业是一项长周期、高风险的产业，

一方面，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工作

应全程跟踪创新创业事前、事中、事后各个阶段取

得的成果，实现全程评价。另一方面，湖南涉农高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工作应该是进程式的“增

量”评价，贯彻“人人皆能成功”理念，注重学生

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和突破，激发学生创

新创业热情和兴趣。

1.3 应聚焦素质的培养与形成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创新创业目标

的实现，更应注重创新创业素养的培养与形成。农

业领域创新创业成功率低，风险大，对于大学生而

言，创新创业素质的培养与形成比创新创业项目的

最终成功更加重要。OBE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质量评价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包括

创新意识、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市场意识、

风险意识、国际化意识等），端正创新创业态度（包

括好奇心、自信心、冒险精神、意志力、进取精神

等），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包括机会识别和评估能

力、人际沟通能力、决策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

聚焦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的培养与形成。

2 基于 OBE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问题诊断

2.1学生主体维度不够突出

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评价应该认知质量评价、实践质量评价、

激励质量评价三者并重，体现成果导向，以学生为

中心，以能力为根本，开展个性评价并持续改进。

但是现有的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

较多关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课程设计、资源保障

等高校客观设计因素，较少从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树

立、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端正、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

升等学生主体维度进行考查，学生主体维度不够突

出。

2.2 评价全程化不够凸显

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评价应该立足于创新创业活动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做到全程综合评价。尤其是农业

产业周期长、风险高，农业领域创新创业成功率低，

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比最后

结果的成功更加重要。现有的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评价较多关注某一阶段尤其是最后的创新

创业结果，而较少关注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

2.3 涉农高职院校行业特色不够彰显

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评价不仅要体现 OBE 理论要求，同时还

突出涉农高职院校特色，彰显“农”、“高”、“职”，

“农”是底色，“高”是特色，“职”是本色。但现

有的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农”、“高”、

“职”都不够突出，涉农高职院校与涉农本科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区别不大，涉农高职院校与

其他专业类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基本类

似，对学生农业技术技能的重视和培养不够，缺乏

农业行业特色，行业特色不够彰显。

3 基于 OBE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改进路径

3.1 准确判定评价因素，突出学生主体维度

着眼于 OBE 理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以

学生为中心，对创新创业认知质量（学生在接受创

新创业教育后，在农业农村现代化领域掌握了哪些

知识和能力）、实践质量（学生在接受创新创业教

育后，运用所获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和能力可

以做哪些工作）、激农励质量（学生在接受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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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后，获得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和能力的信心

和动机提高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聚焦

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树立、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端正、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突出学生主体维度。

3.2 切实完善评价内容，体现评价全程覆盖

在基于 OBE 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实践中，针对创新创业全过程

学生各方面的学习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保将学生

全过程学习结果纳入评价体系中。通过调整评价内

容，将注重理论知识的评价体系转变为注重农业技

能应用的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评价

手段，加强形成性评价应用等措施手段，实现ＯＢ

Ｅ理念与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工

作更好地结合。同时在创新创业教育评价过程中重

点关注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基于背景、经验、

意识等方面对学生创新创业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

体现评价全程全方位覆盖。

3.3 深度融入行业实践，彰显评价行业特色

OBE 视阈下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质量评价要突出要重点关注农业领域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发挥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导向功

能，助推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进。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

要有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要求，既能促进解决农业

农村领域实际问题又能体现农业先进科学技术、农

业尖端装备及农业现代化管理等。湖南涉农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不能坐而论道，而是要起

而行之，发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优势，大力促进

农业领域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与落地。

（责任编辑：黄乐佳）

徐持平：基于OBE理念的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特征分析、问题诊断、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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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

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七大战略之

一，摆在突出位置。2019年 9月 5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中

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2020年 4月《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

设，特别是农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

“三农”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2021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坚持把乡村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

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振兴。以上相关论述不仅对涉农专业人才培养

提出要求，更对广大涉农高职院校师生寄予殷切期

望。如何有效引导涉农专业高职生牢固树立“学农

爱农、知农兴农、为农强农”的专业思想，培育热

爱农业、扎根基层的“三农”情怀，既是涉农高职院

校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

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

1 涉农高职生“三农情怀”培育的

内涵解读

“三农”指的是农民、农村以及农业。“情怀”

是对某事物含有的一种心绪和状态，它既是一种心

境，也是一种胸怀。学术界普遍认同“三农情怀”

是一种对三农的热爱之情。本文主要探讨的“三农

情怀”，就是在对“三农”的热爱之情的基础上进

一步升华的一种情感，主要由“三农”喜爱感、“三

农”认同感、“三农”使命感所构成。它是人们服

务乡村、建设乡村的内在动力和强烈意愿，这股力

量敦促人们重归故里，重返家乡，在服务乡村、建

设乡村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三农”喜爱感：学农爱农

“三农”喜爱感就是指热爱农民、农村以及农

业，是三农情怀表现最为明显的内容，是鼓励人们

服务和建设乡村的主要精神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精神力量。涉农专业高职生通过专业课程与

思政课程的学习，通过对本专业所从事的农业活动

进行实地参观、乡村调研，在自觉加深对农业、农

村、农民的情感认同，同时巩固学农爱农的专业思

想基础，培养学农爱农意识，牢固树立关爱三农、

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

1.2 “三农”认同感：知农兴农

“三农”认同感是指在“三农”喜爱感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的，是人们在身份上承认与接受自己属

于乡村，由此产生的使人们愿意积极为“三农”效

力的情感，是三农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农情

怀的主要内容。涉农专业高职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

和专业实习，将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带到田间

地头，将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和职业素养运用于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在实践中练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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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本领、增长知识才干、锤炼奋进品质，增强专业

认同感，主动走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

1.3“三农”使命感：为农强农

“三农”使命感是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自

愿自觉投身于乡村建设，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农村最幸福的民生贡献自己的力量，将实现乡

村振兴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使，是三农情怀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三农情怀中最具时代性的内容。涉农

专业高职生在投身农业、发展农业，在践行科技兴

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理念时，牢固树立远大理

想和强农抱负，将激昂“青春梦”融入强农兴邦“中

国梦”，将理论落到实践，将热情注入基层，将青

春挥洒乡村，续写心系“三农”、情牵“三农”、行

为“三农”的故事，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强农兴农新型人才。

2 涉农高职生“三农情怀”培育的时

代价值

2.1 助益涉农专业高职生实现自身社会价值

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涉农专业高职生

愿意选择留在大城市、大企业、研究所、或者考公

务员等，而本该是农林高校大学生考虑的农村、农

场、林场、基层单位等就业方向却无人问津，造成

农林高校大学生就业专业不对口、就业困难等问

题。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结果，在当代青年大学生

最想去的工作地点中，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的

向往仍占第一位（66.8%），远超其它城市和地区，

一线城市在多数青年的认知当中，仍然是他们职业

选择中的最佳理想地。

党的二十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

明”。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三

农”情怀不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三农”的热爱

之情，更是一种助力国家农业发展、乡村振兴的高

尚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培育涉农专业高职生“三

农”情怀，一方面，能够有效帮助他们认清自身所

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历史使命，弘扬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的精神，能够激发他们热爱农村、服务基层、

努力为“三农”做贡献的意愿，引导他们将意愿转

化为回归农村、深入基层、服务“三农”的具体行

动，在服务“三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另一方

面，帮助涉农专业高职生重新定位职业价值、确定

科学就业方向，也能有效指导涉农专业高职生将个

人发展规划与乡村振兴、创新发展等战略实施实践

结合起来，进而在基层广宽天地更好实现自身社会

价值。最后，推动产业、学校、科研机构三者的有

机融合，为“三农”服务时，可充分地利用涉农专

业高职生专业技能，让他们所学知识与技能落到实

处，真正做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将“小我”融入

党和国家事业的“大我”，真正将自己的社会价值

在最广阔的天地间实现最大化。

2.2 助推涉农高职院校培养新型人才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农重本，国

之大纲”，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

固邦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在 2020 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

振兴中建功立业，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核心是

人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

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

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

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农业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培

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一方面，职

院校涉农专业通过“三农”理论教学，提高涉农专

业高职生农业专业技能知识水平，培养学生吃苦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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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实践求真、拼搏创新等优秀品质，使涉农专业

高职生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及所学专业知识对

于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时代担当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思政课

程”，鼓励涉农专业高职生及时了解、深入学习最

新相关农业资讯，鼓励他们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更深

刻理解农业理论知识，增强他们对服务“三农”相

关职业的认同感，助力他们产生建设乡村的主观意

愿，引导他们坚定扎根农村的理想信念，这样既可

以有效缓解涉农专业高职生就业问题，还能够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人才资源。最

后，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开展“三农”科普讲座、

暑期三下乡、创新创业等多样化社会实践教育活

动，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科技创新和服务“三农”、

体验“三农”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促进涉农专业

高职生在实践活动中积极学习“三农”领域的新知识

新技能，主动关注“三农”行业的发展形势，还提高

他们服务“三农”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力，更能养成

学农爱农、知农兴农、为农强农的“三农”情怀，成

为推动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力量。

2.3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个涉及农村农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多方面的系统整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

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

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

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6］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指出：“全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培养乡村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从现代化农

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农业科技创新、现代

化种植、机械化农业生产，还是农产品市场构建、现

代化农业推广、新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都离不开具备

现代化管理知识、农业知识和创新技术的优秀人才。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三农”情怀培育，一方面提

高涉农专业高职生对于我国农业发展政策及农村发展

现状的了解，增强他们对服务“三农”相关职业的内

心认同感，激发他们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强烈意愿，这

样既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还为乡村振兴的

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涉

农专业高职生树立投身乡村建设的理想追求，形成为

乡村发展服务的强烈意愿，为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注

入强劲的精神力量，为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提供强大

的精神支持。总而言之，高职院校通过发挥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这三种课堂形式在“三农”情怀

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使涉农专业高职生在服务“三农”

实践活动中，不仅要牢记学农业、干农业的初心，不

忘“强农兴农”的使命，还要对“三农”保持深厚的

喜爱感、认同感、使命感，在理论层面上做到深知“三

农”，在思想层面上做到心系“三农”，在行动层面上

做到奔赴“三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阶段发展

与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对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的实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 结语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

的广阔舞台，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须把“三农情怀”教育渗透到

新农科建设全过程，打好“乡情牌”“乡愁牌”“三农

感情”牌，构建集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和劳动教育于

一体的“三农情怀”教育模式，构建融“三农”宏观

视野、“三农”知识体系和“三农”认知框架于一体“农”

特色的“大思政”格局，增强“重农学农为农”的认

同，提高“知农强农兴农”的本领，淬炼“爱农务农

奉献于农”的品格，让三农人才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

发展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责任编辑：黄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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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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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要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必须坚持科教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

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

位置”。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需要让更多人才愿意

留在乡村、融入乡村发展，并且数量、结构和质量

能够满足乡村振兴的需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

人才支撑。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发挥职业教

育作用，加强对乡村人才培育，建立完善的人才评

价机制和激励保障体系，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优秀人

才，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

兴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1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

1.1 懂农业生产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工程，涉及农

业、农村、农民等多个领域。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的目标，需要不仅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

备适应性强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复合型人才需要

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乡村振兴需要从农业发

展、村庄规划、经济管理等多个角度入手，而这些

领域往往相互交织，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来处理问题。其次，复合型人才需要有较高的社会

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

题，还涉及到资源环境保护、乡村文化传承、贫困

人口脱贫等社会责任问题。只有有责任感和担当精

神的人才才能够真正做好这项工作。最后，复合型

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应变能力。随着社

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乡村振兴也需要不断地创新

和适应。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应变能力的人才才能

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找到最适合当地的

发展路径。

1.2 具有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技术型人才

具备各方面技术的人才可以为当地农业生产

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持。他们可以通过科学研

究和实践经验，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和

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法。例如，他们可以指导农民

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设备，推广新型种植技

术、肥料和农药的应用，促进农业生产效益和质量

的提升。其次，技术型人才可以为当地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专业的支持和解决方案。他们可以负责道

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

实施，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未来

发展需要。同时，他们还可以为当地的污水处理、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等问题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和解决方案。最后，技术型人才可以为当地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专业的支持。他们可以负责环境

污染治理、生态恢复和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的工

作，帮助当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总之，具有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技术型人才

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为

当地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1.3 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业型人才

创业型人才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前瞻性

思维，可以带来新的思想、技术和模式，推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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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抓住市场机会，发掘

当地的资源禀赋和潜在需求，提出符合当地实际情

况和发展趋势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从而开辟新的经

济增长点。有勇于尝试和创新的实践精神。他们不

仅有独特的创新思维，还有实现这些创意的能力和

决心。他们愿意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通

过不断的试错和学习，逐渐掌握经营和管理的核心

要素，带动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创业型人才具

有强大的执行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他们能够有效整

合资源，组建高效的团队，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具体

行动和业绩。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可以通过与当地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合作伙伴的协同合作，发

挥多方的优势，快速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因此，具

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业型人才对于乡村振

兴的发展非常重要。他们可以通过创新产业、创

新技术和创新模式，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

发展。

1.4 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益型人才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益型人才他们

可以关注农村贫困、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问题，

为当地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能够为当地的环境、教育、医疗等领域提

供支持。例如，他们可以帮助当地开展环境保护活

动、推广生态旅游、组织义教捐赠等公益事业，促

进当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能够为乡村社区建设

提供支持。他们可以参与到当地社区组织中，协助

开展社区建设工作，如规划设计、管理运营、文化

传承等，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

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关注和

尊重当地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他们不仅关注社会

经济发展，还注重社会和谐和文化保护，致力于推

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益型人才，他们能够为当地

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帮助乡村实现经济、社会和

文化的协调发展。

2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制约因素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

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远不能适应乡村

振兴战略的需要，仍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块

“短板”。

2.1 就业机会有限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许多乡村地区的经济主要

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种植和畜牧业，而其他行业发展

相对滞后，就业机会相对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

由于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如交通、

能源、通信等方面不足，限制了当地企业及新兴产

业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就业机会的增加。技术含

量低。大部分乡村企业或者产业技术含量普遍较

低，缺少高层次人才带领企业进行技术迭代升级，

难以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乡村二元结构的

体制，户籍和居民身份、土地、社保紧密挂钩，这

些城乡差别的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农村青壮劳动力

大多进城务工，或者到城市谋生，越来越多的乡村

青少年通过高考等方式，定居到城市。

2.2 教育水平落后

相比城市，乡村地区的学校数量、师资力量、

教育设施等条件普遍较为欠缺，导致当地学生的知

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其自身发展

和乡村振兴所需。教育内容单一，乡村地区的教育

内容大多侧重于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与实际

生产、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课程，难以培养

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陈

旧，乡村地区的教育培养模式仍然偏向于传统的课

堂教育，忽视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化发展，导

致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能力存在局限性。

2.3 乡村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不完善

相比城市，乡村地区的薪酬水平通常较低，难

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评价机制缺失。乡村地

区缺少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价体系，导致人才无法得

到公正评价和适当认可，也缺乏相应的职业晋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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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会。奖惩机制不健全。乡村地区的奖惩机制

不够健全，对于优秀人才的奖励力度过低，同时对

于表现不佳的人也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这也影响

了乡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2.4 乡村治理体制相对落后

乡村社会组织相对不足。乡村社会组织数量相

对较少，同时在规模和经费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难以有效协调和整合社会资源。缺乏有效的民主参

与机制。乡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还不够健全，居民

参与决策的意识和实践还相对较弱，导致一些政策

措施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执行。

3 职业教育助推乡村人才培养的

优势

职业教育是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载

体，通过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可以有助于解决乡村

人才短缺、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等问题。

3.1 建立行业与产业对接平台

职业教育可以与当地的农业、旅游、传媒等产

业相关部门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了解当地产业所

需的人才类型、技能要求和市场需求情况，更好地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课程。例如，在打造乡村旅

游品牌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学院可以邀请当地成功

的民宿企业家或者旅游营销专家进行分享和授课，

为当地旅游从业人员提供实用的经验和技能指导。

3.2 推广现代化农业知识

职业教育学院组织专业师资团队，向农民普及

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如养殖管理、种

植技术、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例如，在田间

地头，职业教育学院可以引入智能化农业工具和设

备进行示范，让农民直接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变

革和效率提升。

3.3 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积极推广现代化职业教育理念和方法，通过线

上线下、面授结合等方式，为当地乡村人才提供多

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例如，职

业教育学院可以开设电商平台操作、网络营销策

划、农产品包装设计等课程，帮助乡村人才掌握实

用的电子商务和市场推广技能。

3.4 加深城乡交流互动

组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加强城乡之间的联

动性。例如，职业教育学院可以邀请优秀的城市企

业家或者知名专家到乡村发表演讲和分享，帮助当

地乡村人才了解不同视角、不同经验和不同思路，

激发乡村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热情。

3.5 建立乡村人才培养生态圈

建立乡村人才培养生态圈，将当地高校、科

研机构等行业资源引入乡村人才培养环节，形成

人才集聚效应。例如，在建设智慧乡村的过程中，

职业教育学院可以与当地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

共同开展智慧农业和数字化营销等领域的实践

研究和创新项目，为乡村人才提供更丰富的学习

和实践机会。

4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的途径

承担着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重任的职业教育，

要积极推进自身教育改革，充分发挥继续教育培训

作用，以满足乡村振兴实际所需为教学目标，积极

联合政府、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多重力量，共

同搭建起乡村人才培训的平台，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构建乡村振兴人才培训体系。

4.1 加大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训

力度

涉农高校实施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瞄准干得好、

有潜力、能带动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从 2022

年开始，全国每年每个县培育 10名以上“头雁”，

带动新型经营主体形成雁阵。

姜雨潇，肖淑兰：新时代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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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示范培训

依托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和到村任职选调生示范培训基地、省级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基地，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和到村任职选调生示范培训。同时，要依托职

业教育机构、科研院所、涉农企业等组织这方面培

训；各市县市区认真遴选村支两委干部、到村任职

选调生、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经营者、种

养大户等农村实用人才参加培训。确保每个行政村

每年培养不少于 1名农村实用人才。

4.3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把涉农职业教育学院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

主要机构，继续实施农民教育培训能力提升行动和

“耕耘者振兴计划”培训。突出产业导向，开展高

素质农民培育，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种养加销能手、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的培养力度。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人境（省）外培训工程”。以县为主开展农村电子

商务培训计划，力争每村至少有 1名实施电商业务

人才。

4.4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培育

通过涉农职业院校，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

聘计划，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农机推广融合发

展机制。继续实施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和基

层农技人员学历提升计划。围绕提素质、强能力、

优服务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对在编在岗基

层农技人员开展脱产业务培训。

4.5 加强农业农村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培育

通过涉农职业院校，每年要有计划地组织好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农田建设项目管理人才、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畜牧兽医技术与服务人

才、渔政执法人员、农业农村监测统计人员、农村

厕所革命技术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务骨干等人

员的培训。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人

才队伍建设，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才培养，完

善激励机制，培养一批有思路、会管理、能经营的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人才。

4.6 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

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通过

职业教育院校，加大农村创新创业导师、示范园区

管理人员和优秀带头人等培训力度。加强农产品加

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技术人才培训，为乡村产业发展培育创新创业

人才。

（责任编辑：黄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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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快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选调



基于文旅融合建设需求的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研究
刘慧君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5

刘慧君（1980-），女，湖南长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媒体礼仪文化

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谓媒体礼仪，主要是

指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伦理性、社会

性和文化性规范。媒体礼仪文化，则是指在媒体信

息传播过程中，除了要具备符合社会伦理要求的礼

仪规范之外，还要能够体现独特的文化，具备更强

的渗透效能。在文旅融合建设发展过程中，媒体礼

仪文化的有效渗透，有助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对进一步提升文旅产业影响力和竞争优势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将以湖南文旅融合建设需求

为出发点，对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的问题进行深度解

析，寻求构建更适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媒体礼仪

文化渗透机制，切实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1 基于文旅融合建设需求的媒体礼

仪文化渗透现状

在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媒体礼

仪文化渗透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湖南文

旅融合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媒体礼

仪文化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大致相同，但所产生的效

果却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在湖南文旅融合发展的初

期阶段，媒体礼仪文化渗透主要以传统媒体为主，

在强调文旅融合思想性、文化性以及社会性方面的

规范水平相对较高，媒体礼仪文化的品质十分突

出，但由于受到传统媒体传播理念的限制，该时期

媒体文化礼仪的渗透相对僵化，对区域文旅产业的

表现大都集中在刻板形象之上，缺乏足够的差异

性。

在经历过传统媒体时代的文旅融合发展之后，

湖南开始进入快媒体时代，以博客、微博、论坛等

网络媒体为主的综合加速态势趋于稳定。该时期基

于文旅融合建设需求，一些快媒体在继承传统媒体

礼仪文化渗透标准的基础之上，根据快媒体时代的

传播特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橘子洲

头”这一具有显著湖南特色的网络传播意象，就是

在该时期经由快媒体进行有效文化塑造，以及媒体

传播之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媒体形象。该时

期媒体礼仪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因

受到传统媒体的影响，整体的发展品质相对突出，

涌现出大量的优质媒体信息，切实加速了湖南文旅

产业的融合发展。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自媒体时代如期

而至，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参与到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的序列中来，由此产生了媒体传播层面的爆炸式

发展。海量自媒体信息开始围绕区域文旅融合发展

展开信息传播，因此，也引发了媒体礼仪文化方面

的巨大乱象，衍生出众多传播问题。虽然这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效能，但也造成

了湖南文旅产业传播形象的弱化，不利于区域文旅

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和突破性发展。

总体来看，在当前的传播领域内，基于湖南文

旅融合建设需求的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现状并不乐

观，行业乱象丛生，渗透问题频发，传播角度愈发

偏狭，正在影响区域文旅产业的有效发展。

2 基于文旅融合建设需求的媒体礼

仪文化渗透问题分析

在对湖南地区文旅融合建设发展情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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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可以发现，媒体礼仪文化的渗透问题正变得

愈发严峻，特别是在众多形式的自媒体加入之后，

明显引发了媒体传播层面的乱流，使区域文旅融合

发展的社会形象变得模糊，难以形成集中的思想影

响力，文化影响力和艺术影响力，对于区域文旅产

业竞争的影响也变得更为直接。

2.1 文不对“体”，媒体礼仪的博眼球问题

所谓文不对“体”，是指在自媒体时代，为了

能够博得更多的关注，达到博眼球的效果，很多媒

体在进行融合宣传或推广时，往往不顾及文旅产业

的本体特性，盲目跟风，肆意改编，大大破坏了文

旅产业本体的思想形象，艺术形象和文化形象，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旅产业的知名度，却严重

损害了文旅融合建设的高度，使之沦为消费主义下

的玩物。

在对湖南红色主题旅游现象的观察中就可以

发现，作为革命圣地，伟人故里，湖南拥有杰出的

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和传播优势，但却因媒体礼仪文

化上的博眼球问题，产生了严重的背离，与其自身

的思想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这种因媒体礼仪文化渗透问题，而引发的文旅产业

本体伤害，很容易让区域文旅产业陷入同质化的发

展困境之中，难以体现文旅产业本体的独特性和差

异性，不利于区域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乐而忘“优”，媒体礼仪的低俗化问题

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媒体礼仪文化的

渗透，旨在凸显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势，彰显文旅产

业的品质。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快速兴起，以休

闲和娱乐为主导的旅游需求愈发旺盛，因此，引发

了相关各方的功利化考量。在打造文旅项目形象，

推广文旅项目优势的过程中，相关各方更多是从功

利的角度切入，突出文旅融合建设的娱乐属性、享

乐属性或玩乐属性，但却忽视了文旅项目本身的品

质优势，也没有能够全面展示文旅融合项目的核心

优势，进而导致文旅融合项目陷入低质发展的困境

之中。

加之，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媒体礼仪文化表现

出显著的低俗化发展问题，一些自媒体为了达到提

高吸引力的目的，往往不惜采用低质化、低俗化和

恶趣味化的传播手法，运用缺乏礼仪文化支撑的信

息，来进行广泛的网络传播和社会传播。这种带有

显著低俗化发展特质的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现象，严

重损害了文旅融合项目的形象，过度追求娱乐，而

忽视了文旅项目的优质特性，即便是能够获得短期

的媒体影响力，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网红景点，但

却不能够真正突出文旅融合项目的优势，难以在持

续发展过程中保持旺盛的市场影响力和市场吸引

力，更难以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满足高质消费群体

需求，也难以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同和市场支持。

由此可见，追求低俗化的媒体礼仪文化渗透行

为，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赢得舆论场上的爆发点，却

存在乐而忘“优”的根本性问题，无法深度满足文

旅融合建设需求，难以持续推动文旅项目蓬勃发

展。

2.3 华而不“使”，媒体礼仪的去功能问题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旅游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势头，因此，也催生了大量细分旅游市场。在推

动湖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就尝试在民族

旅游、乡村旅游、城市旅游、红色旅游以及景观旅

游等众多角度切入，来构建完善的旅游发展体系，

切实促成文旅融合发展高度的突破。在此过程中，

媒体礼仪文化的高效渗透，是保障多元化发展的重

要根基，但受到当前传播领域浮躁化问题的影响，

在进行媒体礼仪文化渗透时，往往更注重面子，而

忽视了里子。媒体传播本应有的指导功能、服务功

能、带动功能以及说明功能等核心功能，已经无法

得到全面的体现。

消费者在了解文旅融合项目时，只能够看到华

而不实的宣传文案，却不能够了解到真实有效的旅

游功能信息。在进入到文旅融合项目之后，这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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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使”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花样百出，但却没

有发挥媒体作用的指示牌、公告栏、路标等屡见不

鲜。这种华而不“使”，一味强调媒体礼仪文化渗

透的多样性，却忽视了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的实用性

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功能性较

为突出的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红色旅游等领域内，

华而不“使”的现象，正在得到积极的整改。不过，

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线上媒体营销手法相对粗

暴，大量追求流量而忽视质量的传播现象大行其

道，这种华而不实的媒体做法，正在深刻影响线上

和线下的媒体礼仪文化，对文旅融合建设发展产生

的影响，将持续存在，还可能将越来越大。

3 结语

在湖南文旅融合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根据具体

的建设需求，进行灵活的媒体礼仪文化渗透选择。

在实践工作中，可以针对媒体礼仪文化渗透的博眼

球问题，低俗化问题和区域功能问题，积极引入创

新的媒体形象、塑造方式、媒体主题、开发方式、

媒体矩阵、构建方式和媒体服务支持方式。一方面，

在红色主题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通

过合理媒体矩阵的构建，灵活的配置资源，确立不

同媒体矩阵的礼仪类型，使红色主题得以合理、多

样、深入的进行社会化传播，真实而全面的反映红

色湖南的红色精神。另一方面，在针对区域民族文

旅融合建设与发展的需求上，要通过媒体礼仪文化

的合理渗透，凸显区域民族旅游媒体形象，并关联

相应的媒体礼仪，突出区位的文化品位。

此外，在实践的工作中，针对农业观光、城市

观光、游乐观光等功能性较为突出的文旅融合项

目，还要注重媒体礼仪文化功能性的进一步增强，

借助以人为本的服务和亦庄亦谐的引导，来构筑更

为优沃的项目环境，凸显媒体礼仪文化的魅力，实

现文旅融合发展高度的突破。

（责任编辑：黄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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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人才对接途径及策略

——以长沙市为例
刚 良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6

[基金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项目（18YX04）。
[作者简介] 刚良（1981—），男，土家族，湖南慈利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为深入落实校园足球发展规划，教育部、中国

足协等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

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指出要将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的普及力度更加广阔，将教学训练、竞赛联赛、

师资条件、体教融合、宣传引导等体系更加完善，

将管理体系、制度体系、评价机制、条件保障更加

健全，长沙市校园足球在政策引领下，其多方面、

多形式的与青训系统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人才对接

系统上的交互也更加频繁，在省级各级赛事中，也

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特此以此为契机，站在理性实

践主义的基础上，对现状进行辩证分析，主动发现

当前存在的问题，为其合理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意

义。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对长沙市 2021 年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

足球联赛的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冠军队伍（小学、高

中为女足，初中为男足）进行实研究，分别是：长

沙市周南梅溪湖小学（女足）、长沙市长郡滨江中

学（初中）、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中女足）。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通过运用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网络资源，寻找关于校

园足球、青训系统和人才对接途径等关键词，。发

现以“校园足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15767篇，

其中学位论文 2434 篇；以“青训系统”为主题的

期刊论文有 20 篇，其中学位论文 5 篇；以“人才

对接途径”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26 篇，其中学位

论文 1篇。特此寻找相关研究作为湖南省校园足球

与青训系统对接途径的研究作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以湖南省校园足球与青训系

统对接途径为研究主题，设计相关调查问卷，对参

与该途径的学生、教师、教练及学生家长进行问卷

调查，得出相应的数据以来实证。

1.2.3专家访谈法。通过对湖南省学生体育协会

竞赛主管谷贻林教授、湖南湘涛原主教练亚足联职

业级教练贾宏指导、湖南省高校体育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王新教授、南雅中学主教练邓毅老师、周南

梅溪湖学校主教练宋毅老师等近十位专家进行访

谈，支撑相关研究内容。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长沙市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人才对接途径

存在的问题

2.1.1国家与地方的青训大纲脱节，影响人才对

接途径的多元化。首先，国家层面的青训大纲提出

的目的在于指导地方校园足球和青训系统的人才

培养，但在基层校园足球和青训机构中，并没有针

对本校学生实际制定的青训大纲，大多依靠教练员

的个人经验、观摩等直接或间接经验教学，缺乏科

学明确的教学形式。其次体现在人才对接形式和选

择的途径过少。在现实中，拥有高技战术水平能力

的足球运动员“凤毛麟角”，绝大部分的足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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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通过后天训练而提高的技战术能力。现虽有定

量和定性的足球运动选拔标准（如定数颠球、限时

绕杆、吊准和训练对抗赛）作为人才评分标准，但

是其中仍然存在测试的个体不稳定因素过大、测试

的成绩主观可操作空间大的可能。其次，较单一的

选拔机制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现国家提倡的是

“体教融合”，即在体育与教育中促进学生体质健

康和思想道德、智力水平的融合和发展，从而达到

全面发展的目标，单一的选拔机制所培养的人才依

旧沿用竞技体育人才选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违背

了校园足球发展目标，不利于学生的持续性参与，

也容易使其“重体育，轻智育”，造成极端。

2.1.2足协测试多培训少，缺乏数据跟踪，教练

员存在主观性的利益输送。首先，省市足协对于各

级校园足球和青训机构的人才以多种形式的测试

较多，主要在于体能、身体素质、运动技能等方面，

但是针对学生和教练员的的系统化培训少，且测试

过后，对于学生和教练员缺乏数据跟踪，不能形成

一个相对系统的人才监督、评价系统。其次，教练

员对人才选拔存在主观性的利益输送关系在基层

校园足球人才选拔机制上，人才的选择除了建立在

被选择对象的个人足球运动能力强弱的基础上，还

有其家庭社会关系、阶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水

平等看似与足球人才选拔无关的社会性关系上。这

不只是基层足球的问题。从媒体曝光出的在国字号

足球队的人才选拔系统中也屡见不鲜，也就是个体

越往上层次发展，其家庭关于该“人才”的利益支

出越高。其次，教师或教练员的思想意识水平和个

人素质影响校园足球同青训系统对接体系的质量

和水平，由于校园足球和青训系统的教师或教练

员，在人才对接途径中，拥有一定的决定权，部分

教练员受制于利益诱惑或者“裙带关系”，将“入

选名额”以某种利益交换的方式产生双方均想要的

结果，而忽视了真正有实力有能力的基层足球运动

员的上升。

2.1.3官方的人才培养、管理和监督体系不完善

而引发“玻璃效应”。现在的官方监督体系一方面

来自学校内部系统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教育局、

体育局等官方体制的监督，还有一方面来自地方足

协等社会性组织的监督，三者基本形成了校园足球

与青训系统对接途径的监督体系。但由于“裙带关

系”的影响，且地方足球“圈子”的聚集性效应（因

为不同赛事组织而产生的联系），其三者与教师或

教练员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关系，从而诱

发“玻璃效应”（即不良现象如果放任存在，会诱

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对于存在的人才对

接途径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选择性忽视，即使有事

件发生，考虑到个体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也会降低

处罚标准。进而导致基层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对接

途径趋于形式化主义发展，忽视真正地有能力的足

球运动员的发掘和发展。

2.2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2.1 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人才对接目的不一

致。相对于国外欧美国家参与足球运动的目的，国

内受制于应试教育高考体制的大环境影响，运动员

家长、教师等社会经济主体的想法建立在运动项目

均呈现出“学校导向”作用的基础上，校园足球与

青训系统的关系逐渐模糊化，并呈现相互交融的趋

势。即学生通过参与某项运动，达到相应的标准而

进入到更好的学校学习，获得相应的学历，从而在

未来谋求一份较好的工作，以来保证既得利益的最

大化保障。

2.2.2主体目的导向不同，影响人才对接效果。

由于省市足协更多的关注校园足球的“结果”，从

而测试较多，而忽视了足协等部门对于校园足球和

青训系统对接途径中的相关主体的培训，导致人才

培养主要是由所在单位负责。其次教练员的个人思

想水平和责任意识对于人才培养的目的存在显著

的影响，大部分教练员“带出成绩”的目的是比较

富于功利性的表现，从而在人才体系化培养的过程

中，容易出现“球员买卖”的情况，从而忽视了学

生在校园足球和青训系统之间的转接中是需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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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包括训练风格、同辈关系和学习矛盾。

2.2.3 缺乏体系化和科学化的人才培养管理体

系。小学作为校园足球的基础，有参与人群最多，

接受面积最广的特。但缺乏体系化的人才培养监

督、管理体系。从而不能持续性的进行人才输送，

容易出现断层。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长沙市校园足

球与青训系统对接形式主要有 3种：校内在职教师

训练，校内学生训练、校外俱乐部教练驻校，校内

学生训练、校外训练基地训练，不同学校学生训练。

周南梅溪湖小学以与省体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将

训练基地和教练下放到校园内部，以更为优质的教

学资源给予支持，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形成

了小学——初中——体校——大学的升学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对接的稳定性和高质量。但

也专业化的高强度训练存在一定的不良因素，如学

生的全面发展可能受到影响，

3 促进人才对接途径发展的对策

3.1 多维度完善人才选拔与培训机制，提高对

接效率和质量

从 1976 年开始，日式足球体系的人才选拔机

制，便从日本的基本国情、国民身体素质、国内足

球发展情况等基础因素出发，制定了“足球俱乐部

训练中心制度”，形成了地区训练中心、都道府县

训练中心、地域训练中心和国家训练中心等四级训

练中心，通过在不同的训练中心选拔不同层次的人

才，而选拔人才的人均是在社会上负有盛名的群众

认可的教师、教练，因而选拔人才的机制更加趋向

公平且透明，校园足球和青训系统的人才对接途径

中，其人才选拔的效率和质量也更高。对此，校园

足球与青训系统的对接途径应该从多维度出发去

建构贴合实际的层次性强且透明的人才选拔机制，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班级足球赛 —— 年级足球

赛——校内足球联赛 － 校际足球联赛——区县足

球联赛 ——市际足球联赛 ——省际足球联赛 ——

国际足球联赛的竞赛体系建构，将人才选拔机制更

加公开、透明，将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的优势互补，

促进途径的完善。

3.2 健全省市足协人才培训监督和跟踪机制，

提高教练员待遇和水平

在日式足体系中，其基层足球教师或教练员的

工资待遇水平是高于同等教师的工资水平的，并且

数十年的全民足球运动的开展，给予了其较高的社

会地位，从而提高了其职业认同感。而长沙市参与

人才训练的基层足球教师、教练员大多是非在编制

内的合同制教师、教练员，从而导致了其拥有的工

资待遇必然不及体制内或者俱乐部管理层人员的

待遇水平。首先其初衷必然是为我国足球运动的发

展贡献自身的能力，但迫于现实生活压力和较低的

工资待遇导致其需要从“运动员交易”上满足自身

发展甚至是生存的需要，所以需要切实提高低于当

地教师工资标准的参与基层足球训练的教师、教练

员的福利待遇，使其可以安心参与运动员的训练。

其次，通过定时的思想教育提高其个体的认识水

平，从内在本能去促进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进而

杜绝“利益输送”的现象发生。最后，提高惩戒力

度，对于查证属实存在违规行为的教师、教练员从

严处理，按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联合工信、银行、

公安等部门从严处理。

3.3 多形式多途径完善官方监督管理体系，提

高监督管理水平

日式足球青训体系的特征在于高度的透明化

和可视化，也就是其“裙带关系”的存在基本是不

可能的。促进长沙市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的对接，

首先针对“裙带关系”实行体系化监督管理，认识

到“裙带关系”的危害。学生处于“被管理者”的

地位，其合法权益并不能完全地由自己所保障，一

般无社会关系的家长也不能去较好利用相关监督

方式保障学生参与人才选拔的权利。这就需要官方

的监督管理体系去自我革新，主动地认识到校园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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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与青训系统的对接需要合理、科学的多层次外部

监督，才能去破除“裙带关系”带来的不公平现象。

其次，主动将校园足球同青训系统的人才对接途径

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健全相关的监督管理体系，

从而促进校园足球同青训系统的对接途径的形式

和发展更加透明化、可视化，基层足球的发展透明

化和可视化模式，进而很大可能推进上一层次的足

球体系透明、可视化。

4 结束语

校园足球与青训系统的对接途径是多样的，但

是最主要是人才培养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在对接

途径中的现状中，存在的国家与地方的青训大纲脱

节，影响人才对接途径的多元化省市足协测试多培

训少，缺乏数据跟踪，教练员对人才选拔存在主观

性的利益输送关系教练员对人才选拔存在主观性

的利益输送关系以及官方监督体系不完善，引发

“玻璃效应”等问题需要提高重视，进而提出的多

维度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提高对接效率和质量、健

全省市足协人才培训监督和跟踪机制，提高教练员

待遇和水平和多形式多途径完善官方监督管理体

系，提高监督管理水平等对策或许能更好地完善这

一途径，为两个系统的互利共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

值。

（责任编辑：黄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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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兽药营销》思政改革与实践
文星星，李诗卉，刘吉凤，谭胜国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基金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2YJG04）。
[作者简介] 文星星（1991-），女，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研究。

2016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即“三全育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20年 5月，教育部制订

并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

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作为“大思政”格局构建

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任务。每一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兽药营销课程作为动物药学专业一

门重要的核心专业课，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其教学内容蕴含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是动物药学

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

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其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与专业

教学目标相适应，深入挖掘其思政元素，巧妙地融

合到专业教学中，实现润物细无声地思政教育。

1 兽药营销课程思政目标的确定

现阶段，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研究仍处于初始阶

段，对于各专业课程的思政目标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目标尚未形成体系。很多课程都存在教学目标不清

晰，思政主线不明确，思政元素难以取舍的问题。

兽药营销作为动物药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

课，其教学目标要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结

合课程教学内容与对应岗位标准，确定其教学目标

与思政主线。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农

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

引导学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贯彻纲要文件精神，

根据动物药学专业教学目标与兽药营销课程标准，

结合兽药营销课程教学内容与兽药营销岗位标准，

确定兽药营销课程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大国三

农”情怀及爱岗敬业、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

素养。

2 兽药营销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

融入

课程思政要突出专业特性，根据教学目标与教

学内容对思政元素进行取舍，结合学生从事兽药营

销工作组织教学，避免思政内容与课程知识点脱

节、思政教育载体案例过多以及思政内容生搬硬套

等，引起学生抵触。兽药营销课程主要包括认识营

销、认识市场、选择市场、开发市场以及市场维护

五个方面内容，笔者从各部分内容深入挖掘，将思

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突出思政教学主线，

实现课程思政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

2.1 培养学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精神，创新精神

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不竭动力。从我国

高铁事业到航空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创

新。创新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思维理

念的创新，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与时俱进。

在认识营销部分营销观念发展过程和现代营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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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新发展专业知识讲解中，引导学生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创新的理念解

决新时代营销问题。例如，随着消费需求多元化、

多变性和求异特征的出现，市场需求出现模糊不定

的无主流化趋势，许多企业对市场需求及走向捕捉

不准、难度加大。现代营销理念新发展提出创造需

求的营销理念，即市场营销的活动不仅仅要适应、

满足需求，还要刺激、创造需求。

2.2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厚植“大国三农”

情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

人口 40%以上。而养殖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标志。解决好三农问题，是

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与前提。兽药作为养殖业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在兽药营销过程中，要做好技术服务，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在认识市场部分兽药市场特点

讲解中，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兽药发展，提高学生社

会责任感。自 20世纪 80年代起，随着畜牧业的发

展，兽药消费逐年增长。而我国兽药产业起步晚、

兽药同质化严重、兽药市场较混乱。例如，南方农

村报于 2009 年披露的二氧化氯消毒剂为假药，而

很多农民养殖户不认批文只认药效，我们作为兽药

营销人员，要严格筛选合格产品，指导养殖户合理

使用，做好技术服务，减少养殖户损失。在市场维

护部分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诚信经营、服

务“三农”意识，强化思政主线，前后呼应，提升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同时，课程思政的实施，提振

学生责任意识与职业使命感，激发学生学习主动

性，促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效果。

2.3 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

我们党的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无数

革命先驱的前仆后继，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任何行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严谨求实的工作态

度和爱岗敬业、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在选择市

场章节部分，兽药市场调查实训中，让学生理解一

名优秀的调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调查过程

中，要做到绝对的诚实正直，实事求是，不能弄虚

作假。要能忍受困难的工作条件，有的访问需要长

途跋涉、夜晚工作及遭受调查对象白眼等，我们需

要发扬爱岗敬业精神，不怕苦、不畏难。在调查资

料整理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科学严谨，认真分析调

研结果。

2.4 培养学生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仅要具备良

好的道德素养，还应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树立和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

知法、懂法、守法。在兽药市场开发章节部分，结

合《兽药经营管理条例》（GSP），在产品需求绿色

化、市场经营规范化讲解中引入兽药 GSP 管理内

容，强调兽药人员推销、广告及营业推广中的合法

合规，规范兽药经营行为，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职

业品格和行为习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法制观念。

3 兽药营销课程思政实践方式

在课程思政教学实施中，通过课前、课中、课

后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在专业知识教学过程中融

入思政教育，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

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建立课程思

政考核评价体系，注重行为记录的过程性评价，引

入学生、教师、社会的多主体评价，将课程思政评

价作为考核标准纳入课程考核体系。

3.1 结合实事案例融入

在课前，我们可以结合实事热点案例直接引入

思政元素。例如在兽药营销技术服务部分，引入潍

坊市“禽病 110”成立过程，即富言禽病研究院模

仿医院“120”，为了更好的服务养殖户，成立门诊

流动车出诊。启发学生思考企业立足之本，培养学

生服务“三农”意识。在课中，例如兽药产业是朝

阳产业、前景光明讲解中，引入女中豪杰山西省太

原市出色的兽药经营带头人张小梅的故事，增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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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自信，激励学生创新创业、“敢闯会创”。在

课后，通过线上观看兽药人员推销微视频激发学生

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

3.2 结合教学任务融入

在课前，线上发布任务，安排学生分组完成调

研主题或查找资料，在课上采取翻转课堂形式让学

生完成汇报，学生互评和教师小结。例如，课前让

学生查找资料或实地调查了解中国兽药市场现状，

在课上进行汇报。在小组完成任务过程中，锻炼学

生团队之间团结协作的能力。同时，学生在此过程

中知晓我国兽药产业起步晚、兽药企业研发弱、缺

乏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引导学生了解国情党情民

情，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和“大国三农”情怀。在课后，布置思政讨论作业，

计入成绩考核。

3.3 结合教学知识点融入

在专业知识讲解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知识点

引入相关思政元素。例如，在现代营销观念的新发

展讲解中，创造需求的营销观念激发学生创新创

业；在关系市场营销观念中，强调“承诺”与“信

任”，提高学生敬业、诚信修养；在绿色营销观念

讲解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整体营销观念讲

解中，融入微观与宏观、整体与局部的哲学概念，

引导学生从长远利益思考问题；在文化营销观念讲

解中，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职

业道德；在技术营销观念讲解中，强调专业知识的

重要性，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服务“三

农”的责任意识。

3.4 结合技能实训融入

在技能实训过程中，可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或

兽药店见习的方式进行。例如模拟兽药人员推销情

景，教师设计好工作场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兽药销

售人员、蛋鸡场兽药采购员等进行岗位工作情景模

拟。在实训过程中锻炼学生表达能力，同时理解“读

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注重学思结合、

知性统一，在实践中增长智慧才干。在技能实训过

程中，通过学生自评与互评，教师再点评与小结，

在兽药店见习过程中，结合店长对学生实训评价，

多主体参与学生过程性评价，记录学生成长过程，

结合学生评价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4 结语

课程思政改革，不是为了思政而思政，而是在

专业课程实施思政教学的同时，促进专业课程教学

质量的提高，更好地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

人。在接下来的兽药营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要

进一步改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效果，注重教材、教

法、教师素质的改革。联合兄弟院校编写融入课程

思政目标及课程思政实施案例库的新形态教材；组

织课题组成员经常讨论，互相交流，采用多样化教

学手段；同时，学校积极组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

训并将课程思政教学实施作为教师绩效考核标准

之一，提高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改革的积极性与实施

课程思政的教学能力，更好地保障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的实施。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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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电工技术》教学模式的探究
夏愉乐，谢子明，王少华，何荣誉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2C1058、20B340）；本院科研项目（22YJG10）；本院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22YXS06）。
[作者简介] 夏愉乐（1992—），男，湖南益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是一类专业口径较宽的

专业。随着与该专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业生产

线完成自动化改造，为提高生产效率，对专业技术

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作为具有行业特色的高

职院校，必须承担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复合型技术

人才。而《电工技术》课程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

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相关专业非常重

要的技术基础课程，属于电路理论的入门课，是学

生接触的第一门与专业紧密联系的专业课。可以

说，《电工技术》这门课掌握的扎实与否，一定程

度上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的理解和实践

效果。但就目前的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这门课的

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因此，《电工技术》课程的教

学模式也需不断完善。

1 教学现状

1.1 学情分析

本课程面向的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

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学生，开课时间为大

一上学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高职院

校的生源高考分数普遍不高，高中阶段的数学和物

理基础较弱，学习自觉性较差，缺乏钻研精神，除

课堂以外时间不翻书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刚升大

学的学生对社团及课外活动抱有非常大的新鲜感，

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上来，因而也会影响到

《电工技术》课程的学习。

1.2 教学现状

《电工技术》是一门理工类理论性很强的课

程，介绍了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及基本的分析方

法，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课程任务重，难度大。

目前，这门课程全部学时由讲课学时和实践学时构

成，理论课每周两次共四个课时，仍然运用经典的

教学方法，即“知识点回顾-课程导入-理论讲解-课

堂练习-课堂小结及答疑”，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

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讲述更多的理论知识，尽管

教师一直致力于在教学中通过举例、类比等方法形

象的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但是互动较少也

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很难做到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由上节的学情分析可知，学生学习主动

性稍欠缺，注意力容易分散，课程中玩手机开小差

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仍需努力探索。在对本校 2021 级一

体化专业学生的调研中发现，超过 80%的学生认为

课程难度“非常大”，仅有不到 10%的学生表示上课

内容可以“跟得上”。在 80%认为难度“非常大”的学

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没有学好这门课程的

主要原因是知识有些抽象，课堂上没理解透彻的知

识点课后也没有继续思考，导致不会的知识点越积

越多。

对于课程实践部分的安排，通常是在后半学

期，从整体上来说，实践内容都是在理论课之后，

但是有些内容实践跨度比较大，例如戴维南定理的

验证实验，理论课通常会在第五周左右进行，而实

践课安排在第十三周左右，一方面部分学生对此理

论知识遗忘，或是在理论学习时就没有理解透彻；

另一方面，由于课时安排实践课上也不能讲过多的

理论知识，导致实践课效果不佳；另外实践课程大

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使学生缺乏对实验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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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

综上所述，根据教学现状的一些不足之处对教

学方法进行一些修改，以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

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 新教学设计

2.1 引入思政元素，实现立德育人教学目标

2.1.1为人师表，身正为范。在与学生的日夜相

处过程当中，教师自身的思想、品德、作风、语言、

仪表、个性、行为等，对学生个性的发展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

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在上课前十分钟到达

教室，不早退，不请人代课。上课充满活力，衣服

整齐干净;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始终贯彻不断提高

对大学生要求的方法，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使大学

生逐步培养良好的意志素质;教师要做好学习、科研

工作，增强德育意识，努力使自己的知识广泛，努

力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相互转化，各种知识之间的相

互转化，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在课堂上，教师

除了讲过程、讲结果之外，还要讲思想、讲历史，

多与学生交流，解决与学生交流中的困惑，传递思

想政治内容，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2.1.2 结合电路理论知识的教学向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在讲授电路理论的同时利用多种形式

向学生介绍我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特别是一些我

国古代电学方面的记载，如在讲电流时，在教学过

程中不失时机的对学生讲解西汉时的《淮南子·坠训

形》中就有“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的记载，表

示阴阳两气彼此相迫产生雷，相互急剧作用产生

电，表明中华民族在古代就有光辉的科学思想，可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指出我国

由于近代的闭关锁国造成近代科技的严重落后，适

时激发学生对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能把

目前的学习与将来的祖国现代化建设密切联系起

来。

2.1.3 运用电路理论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学

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一切事物的内部都是肯

定与否定的统一，辩证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辩

证否定是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消亡。在讲电阻

电路等效转化内容时，可以教学生辩证地看待生活

的矛盾，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要辩证地对待生活环境，学会释放压力，积极乐观

地对待各种事物，拥有健康的心理。

2.2 用实例引入课程，激发学习兴趣

有学生提出，这学期所学的知识只有期末考试

的时候用到了，下学期就会忘，学了有什么用？在

面对复杂的专业知识，很难提起攻克它的热情。这

便是理论脱离了实践的结果，课本上所学的知识是

前辈们从实践中抽象而来，而教学则需将这些抽象

的知识还原到实际中去。如在专业课讲解之前，先

讲述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史，从起步晚，落后的局

面到现在特高压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电力行业的

专家们一步步攻克难关，形成了完全具有自主产权

的特高压输电设备，引导学生思考作为电力人的后

备军，将如何朝着继续发扬电力事业的方向奋斗。

以此激励学生从眼下开始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对

专业知识不为考试而学，钻研专业方法，在电类专

业的入门课上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增加“理-实一体化”课堂，让抽象更具体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 17 世纪捷克著名教

育家美纽斯提出的，在职业教育中比较常见，现行

教育仍然是多以理、实分开教学学生不能很好的消

化理论知识做到学以致用。以《电工技术》为例，

从高中刚毕业学生无论是进入职业院校还是本科

院校，对电子元器件的概念都是比较模糊的。理论

课上，书本上的抽象的电路状态，教师通常采用视

频、PPT 等多媒体手段进行讲解，缺少直观的操作

展示，因为不好理解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如认识二

极管时对正向导通电压的理解，再多的讲解，也不

如让学生自己将二极管接入电路中测试电路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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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断。增加一定的“理-实一体化”课堂可以用实物加

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理论实践同步进行，相

互联系也相互印证，提高教学效果。

2.4 以任务驱动，分层次教学

在本校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大多实验属于验证

性实验，学生应用统一的试验模块按照统一的方法

接线，最终得到统一的结果。这便导致了很多学生

不思考，还有上节中讨论过的原因，在实践课的时

候部分学生已经遗忘该部分的知识点，但又懒于复

习，就“依葫芦画瓢”草草完成实验。因此，在“理-

实一体化”课程的基础上，设计一些任务，提出问

题，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设计能

够解决问题的电路，或是设置一些不致造成危险的

错误接线，让每个小组遇到不同的问题促使每个人

都动手、动脑。在任务与问题的驱动下，一部分学

生能够设计出自己的电路；一部分找到了错误所

在，并修改电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无

法找到错误，但又无法完成预期，根据书本上最原

始的电路得到结果等。如此教师对不同学习程度的

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分层次教学使所有学生都可

以在实践中有所收获。

2.5 考核多元化

目前的考核方式是由60%期末考试与40%平时

成绩组成，而《电工技术》课程共 64 课时，其中

的实践课占到了 24 课时，却只能算进 40%平时成

绩中的一部分，应适当调整成绩的构成，例如期末

成绩 40%，实验成绩 30%，平时成绩,30%。平时成

绩的考核除课堂表现与平时作业也外，可纳入创新

性学习模块，可在小论文、课程设计大作业及发散

性题目中自行选择。这样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可

以激发学生平时的学习积极性，适当避免“考前突

击、考完就忘”的情况。

3 结语

《电工技术》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通过对教学现状分析，根据其

不足之处提出了几点教学设计，结合课程思政从精

神层面鼓励学生斗志，增加“理—实一体化”课堂、

任务驱动型实验课，则是基于双高院校办学理念出

发，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实操能力。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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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建设路径研究
郑 珏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9）9

[基金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院科学研究项目（22YSK09）。
[作者简介] 郑珏（1981—），女，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尽管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将相关英语知识与

旅游技能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创建相应制度以及措

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部分高职院校还存在着旅

游英语专业实践性不强，不能将实践内容落实到实

处情况。并且实践课程内容可能缺少针对性较强教

学计划以及教学目标，没有对相关教材进行深度挖

掘，可能存在一定盲目性以及随意性，是当前应重

点面对的课题。

1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建设存在

的问题

1.1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实用性存在不足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主要是培养具备较强英语

能力专业知识综合型旅游专业人才。另外，大部分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学生毕业之后都不从事于英语

方向研究，主要是投身于旅游行业。因此，对于大

部分学生来说，只需要掌握较强英语知识即可，将

目标以及方向着重放在具备语言和职业能力以及

专业操作水平上。但是部分高职院校可能将关注点

着重放在培养学生英语知识上，可能还在使用基础

课、公共基础课以及专业课三段式教学方式，可能

因为过于重视进行性、理论性以及学科性教学。却

忽略进行技能型、实践性以及职业性教学方式，从

而使得教学内容可能存在偏差，致使学生不能掌握

较强综合素养。

1.2 没有形成系统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部分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架构体系，还在使

用旅游知识以及英语知识简单相结合方式，可能存

在英语语言知识与旅游知识相结合存在漏洞，如，

实践与理论课程、旅游类与英语语言类结合程度不

深，或者衔接存在不足，职业态度以及职业态度综

合程度不强，也不能将旅游专业相关技能与实践岗

位和英语语言能力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想有效推

进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路径进程，应将学生观念

上以及思想上进行结合，并将旅游专业所学相关知

识以及技能进行整合，但是在整合过程中，充分找

到旅游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语言技能之间平衡点，并

保证其二者融合完整性以及系统性。

1.3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结构不够合理

部分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应用条件差存在

不足，使得在课程设置上，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

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当前地区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

设置，从而使得专业课程可能存在适应性以及针对

性不足情况，致使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时，与既定目

标存在较大出入。对基础课程重视程度不足，必修

课相对较多，选修课相对较少，因为专业课程较多，

学生自由学习时间较少，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影响。

2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建设主要

路径

2.1 针对性创建实践教学科目

要想从根本上创新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实

现教学目标，就应对当前教学方式以及方法，进行

针对性改革，将课堂教学主体由教师，逐渐转移给

学生，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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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为核心。在教学过程时，

应对当前教材进行仔细研读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强

调学生学习社会性、主动性以及情境性，并针对当

前学生学习情况，以及岗位需求，针对性灵活使用

如、教学情境方法、案例示范方法、语言研讨方法

以及项目教学方法等，从而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让其能积极参与到日常教学中，并努力构建知

识架构体系，合理将当前所知所学进行汇总以及归

纳。比如，针对性学习内容，可以模拟各种在酒店

工作以及旅游情景，让学生进行针对性英语表达训

练，并根据不同学生职业方向，从而设置出不同任

务，并在恰当时候合理进行目标教学以及项目教学

等，从而让学生通过校外实训基地以及网络独自或

者进行小组合理进行项目或者任务，从而更好实现

教学目标。

2.2 合理构建高职旅游英语课程体系

在设置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当前岗位对从业人

员具体要求，并根据未来职业发展需求以及需要或

者学生需要转岗情况存在时，合理设置高职旅游英

语专业四个方向分别为：核心技能学习、行业特定

学习、旅游行业通用技能学习以及跨行业技能学习

等。因此，在构建课程体系结构时，应遵循开放性、

灵活性、可选择性、开放性。在合理创新高职旅游

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时，通用能力、拓展能力以及核

心能力等方向，都能极大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并在

实践过程中，将职业资格要求以及学历要求进行有

效结合。针对职业素质方向进行拓展延伸，能有效

提升学生心理素质，并且通过针对性学习具备可持

续发展能力。跨行业技能，则拓宽学生选择就业方

向，从而为学生选择不同职业发展做好充足准备。

特定技能则是针对于部分具有较高素质学生进行

针对性培养时，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备较强拓

展延伸能力以及职业资格需求。所以，创新完善的

课程体系不仅在教学过程中具备相关职业资格证

书内容以及鉴定标准，并将相关职业需求以及学历

要求进行深度融合。如表 1为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

程体系。

表 1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新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理论课程 实践课程

特定职业技能模块
导游服务技能、导游基础、旅游政策与法规、旅

游产品销售、旅行社经营管理

专业知识实训、专业体验实训、导游英语实训、

旅游综合实训、普通话、节假日锻炼、毕业实习

通用职业技能模块
旅游心理学、旅游学概论、演讲与口才、旅游经

营管理、旅游英语应用文写作、旅游翻译
专业知识、专业综合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跨行业技能模块

社交礼仪、酒店业法规、饭店管理概论、酒店营

销实务、西方节日与文化、饭店英语、酒店经营

管理

餐饮服务、客房服务、前厅服务

2.3优化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通过上述讨论合理构建专业课程体系之后，

要对当前课程进行针对性整合以及提炼，开展综

合性较强课程，从而积极与实践课程相连接，并

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缩减与当前就业岗位以及今

后职业规划关系不强理论课程，从而有效实现基

础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平衡从而更好将

英语专业知识以及旅游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从而

进一步发挥当前职业特色。因此，在重视相关理

论知识考核同时，应逐渐提高实践考试重视程

度，并在实践考核时应注意合理构建多元化评价

机制。与此同时，在考核期间，要保证理论考核

与实践考核多样化、合理化，从而更好掌握学生

现阶段学习情况以及职业技能情况。最后，在结

业考核时，应打破传统以往只使用笔试作为主体

方式，并根据当前岗位实际情况，相应增加旅游

技能方面操作考核。另外，应规范考核内容，并

相应增加实训考核在整体考核中的比重，从而更

郑珏：高职旅游英语专业课程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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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促进职业资格以及学历要求相结合，让学生拥

有相关毕业证书同时，拥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让其更好进行职

业规划。最后，也要提高对建设高职旅游英语专

业特色教材重视程度，并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就

业方向、培养目标等，进行综合选择，从而确定

出符合当前人才需求变化以及社会发展教材组

织体系，同时应积极进行编写具有当地特色以及

符合层级递增、简单易懂教材。并将教材与课程

内容相结合，从而充分激发教材本身具备的开发

性、创造性以及引导性。与此同时，也可以相应

尝试电子教案、印象课件、纸质教材以及习题库

等教材。

3 结语

通过上述方式方法，合理组织新课程体系学习

框架，并且不以相关专业学科为学习中心，科学、

合理、严谨组织相关教学内容，从而在提升知识完

整性以及系统性同时，重视学生职业规划，并按照

当前职业就业要求，进行针对性设计和组织教学内

容，从而有效提升相关知识与实践能力结合程度，

从而进一步强化相关学习内容以及相关培训的实

用性。除此之外，创新完善的课程体系还能以相关

能力提升为主导，并将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进行深

度结合，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综合能力，让其具备较

强综合素养，更好参与到今后工作之中。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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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历史文化智慧，构建廉洁教育品牌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创建网络廉洁教育品牌

“生机廉音”工作案例
刘登魁，徐睿，罗欣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10

[基金项目] 本院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研究项目（22SZ15）。
[作者简介] 刘登魁（1972—），男，湖南新化人，学士，正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技推广与高等职业教育管理。

1 背景与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高度重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

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我们要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蕴涵着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着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他们不

仅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启迪，也为我

们高职院校廉洁教育工作提供启示和思路。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始建于

1903年，具有 120年办学历史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

等院校。在拥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的背景下，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校院纪委以促

进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为指导，

坚持以激发师生自我教育潜能为创新原动力，通过

形式创新、阵地创新，精心打造网络廉洁教育品牌

“生机廉音”，营造具有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和艺

术魅力的廉洁文化氛围。

在网络社会时代，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学院纪委着

眼于网络育廉的时代要求和清廉校园的建设需要，

对创建网络廉洁教育品牌“生机廉音”极为重视。

从 2019 年以来，以微信平台为基础阵地，整合线

上线下的优质资源，以价值传递和思想引导为主要

目标，推动网络廉洁文化建设，加强网络廉洁素养

教育，重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全省范围来看，

这一实践探索已初见成效，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2 经过与成效

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是精神，而这种

精神不仅蕴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更镌刻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峥嵘岁月里，

也铭刻在普通人优良家庭文化的传承里。“生机廉

音”自创建以来始终秉持的是对于历史高度的自信

和对于文化深沉的自觉，始终坚信不忘历史才能开

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尝试通过弘扬红

色革命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优良家庭文

化，以廉洁文化建设促进清廉校园建设。

2.1 “生机廉音”的初创版“每周一廉”上线

2019年 2月，学院纪委通过纪检监察室联合图

书馆、语委办，在学院图书馆公众号上推出“生机

廉音”的初创版“每周一廉”。截止 2019年年底共

推出 33 期，点击量近 5 万人次。初创前期因未形

成对于品牌建设的整体思路，虽然每周都有推出新

的内容，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学院纪委领导

的指导下，主创人员经过反复研讨，决定以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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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推进品牌建设。“每周一廉”相继推出四个

子栏目“经典咏流传”“每周一字”“廉政文化万花

筒”“廉洁故事”，特别是在推出“每周一字”子栏

目后，引起了全院师生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中国汉字历经几千载岁月的沉淀，是当今世界

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极具审美特征与哲学意蕴的象

形文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凝聚，是独一无二的文

化创造。每个汉字都在讲述着某个故事，记录着某

种情感，并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丰富着内涵。学院

纪委先后邀请学院党委班子成员和部分部门负责

人共十四人，选荐并释义他们心中最能体现“廉”

的一个字，持续在“每周一字”子栏中推出。“每

周一字”推出的“镜”“清”“家”“正”“度”“进”

“实”“当”“爱”“俭”“省”“静”“乡”“仁”这

十四个字，透过选荐人对于字与“廉”的诠释，引

导全院师生去探寻文字的源头活水，去感受中华文

化的源远流长，通过文字这个载体多维度展现“廉”

的内涵。

2.2 “每周一廉”升级改版为“生机廉音”

2020年3月为切实提升廉洁教育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使他不仅成为一张廉洁教育的靓丽名

片，更要成为一种崇廉、尚廉、守廉的力量，学院

纪委增加联合推出部门，升级网络展示平台，由纪

检监察室联合宣传统战部、图书馆、语委办、马克

思主义学院，将“每周一廉”更名为“生机廉音”

在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全新推出。在升级改版并

相续推出四个专栏“诗词新语”“你言我语共话廉”

“党史中的廉洁故事”“漫画说纪”后，点击量持

续增加，影响持续扩大。截止 2023 年 4 月共推出

40期，点击量近 10万人次。

2020年 3 月，“生机廉音”首先推出“诗词新

赏”（后更名为“诗词新语”）专栏，截止 2023年 4

月共推出 10 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泱泱大

国独有的气度和底蕴，是五千年华夏文明传承的重

要载体。中华诗词以其对美的极致追求，展现了中

华文化中涤荡心胸的审美意境，传达了中华文化中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诗意理念。中华诗词也因其

独特的人文魅力，建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量。“诗词新语”专栏以诗

词为脉络，读诗明智，鉴古知今，从诗词中领悟，

在诗词中汲养，以此涵养廉的正气，凝聚廉的力量，

张扬廉的清音，不断提高学院师生的人文素养和精

神境界。

2020年 9月，推出“你言我语共话廉”专栏，

邀请学院干部职工以身为范，现身说“廉”，截止

2023年 4月共推出 17期。百年职院秉承“务本崇

实，修德精业”的校训，从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

平”“修身正己”中汲取智慧，倡导“务本崇实，

不尚浮华；修德精业，不耽空谈”。每位教职员工

的名字里都饱含着殷切的家庭期许，浸润着丰厚的

家庭文化，是情感归宿和精神寄托。从名字出发，

由“廉”字着手，生机人你言我语共传廉音。通过

贯通现实与网络两个空间，尽力做到能够触动师生

并引起深层次情感共鸣，从而得到广泛认同，引导

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同网络育廉目标达成一致，以此

使全院师生植廉于心，心有所畏；践廉于行，行有

所止。

2021年 3月，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党史中的

廉洁故事”专栏，截止 2023 年 4 月共推出 5 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

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

起，在攻坚克难中孕育辉煌。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

优良作风，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超越，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专栏通过

讲述共产党人的廉洁故事，和全院师生一起回顾峥

嵘岁月，鉴得失知兴替，明方向强自信，守初心担

使命。

2022年 4月，推出“漫画说纪”专栏，该专栏

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止

2023年 4月共推出 5期。漫画内容涵盖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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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工作纪律等多项主题，漫画人物跃然纸

上，漫画内容通俗易懂，借助漫画人物和漫画故事，

生动、直白地将廉洁文化与漫画文化融为一体。通

过立体通俗的艺术表现形式诠释平面严肃的纪律

条款，让全院师生百读不厌，达到了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的良好效果，“小”漫画彰显倡廉“大”意

义。

3 思考与努力

学院纪委的廉洁教育品牌“生机廉音”推出四

年多来，对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挖掘优良家庭文化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性工作，在创

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升师生廉政素养、开展廉

洁文化教育、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学院崇廉尚

廉氛围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产生了一定的

社会影响力。

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新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要求，把握新时期廉洁教育工作的特色与变

化，将“线下”警示教育与“线上”廉洁宣传相结

合，进一步强化内容建设，在现有四个专栏的基础

上，优化栏目内容，升级表现模式，增强廉洁教育

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集中发布对师生更有吸引力和

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廉洁教

育的熏陶和引导，让清廉理念深入人心，使清廉品

牌效应不断放大，真正把“生机廉音”变成全院师

生的廉洁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单武雄）

刘登魁，徐睿，罗欣：汲取历史文化智慧，构建廉洁教育品牌——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创建网络廉洁教育品牌“生机廉音”工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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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获取背景下企业连续并购动因及绩效研究——以立讯精密为例
刘红梅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11

[作者简介] 刘红梅（1973-），女，湖南衡南县人，硕士，高级会计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企业的技术获取活动是企业进行自我创新和

外部资源获取的重要手段，而通过技术获取活动可

以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在我国经济发展步

入新常态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重

组、技术获取等手段来寻求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而技术获取活动涉及的通常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

密集型行业，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连续并购来

实现技术获取活动。

运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法研究立讯精密

连续技术并购的市场反应与财务绩效，得出普适性

结论，以期为同行业其他有并购计划的企业提供参

考。

1 概念界定

1.1 技术并购与连续并购

技术兼并是一种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来提高技

术实力的行为，兼并企业为了获得被兼并企业的技

术资源而实施的兼并活动。技术并购可以帮助企业

获得外部的技术知识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

力，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的并购行为。在企业并购的

八年以上期间，企业每年发生的并购行为都应该被

视作一次连续并购。

1.2 技术并购动因

经过对过去 10 年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的实证研

究表明，上市企业技术并购的战略目标各异，实施

技术并购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盈利能力。技术并购

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整合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知识

资源，提升标的公司的技术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

而促进技术要素流向企业。管理层充足的并购经验

会使并购出现惯性，导致企业出现连续性并购。政

策意愿是最主要的动因，而政府文件的制定和实施

将会是国企进行并购的一个主要动因。

1.3 技术并购绩效

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法模型，从技术关联度和技

术差异两个维度分析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结果表明，技术并购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起到了正向

促进作用。技术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绩效，并

通过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和运营效率提高短期绩效，

可以使企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2 案例介绍

立讯精密是一家主要从事消费电子精密零组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消

费电子、汽车、通讯等领域。公司成立于 2001年，

于 2015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全球领先的精密组件供应商，

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和通讯等领域。

根据公司官网资料，立讯精密从 2013 年开始

进入通信领域，通过与中兴通讯签署长期战略合作

协议，成为中兴通讯全球供应链伙伴之一，开始在

通信领域进行布局。根据 2018 年年报披露，立讯

精密在通信领域已获得国内大客户订单超过 200亿

元。作为与中兴通讯合作的下游企业，立讯精密也

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6年开始，立讯精

密开始实施外延式并购战略。根据 2018 年年报披

露，公司先后完成了对日月光半导体、昆山联滔电

子、昆山瑞池电子、昆山美图电子以及越南海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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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装备等的并购。通过并购，立讯精密完成了在消

费电子领域的布局，一方面有利于快速提升企业在

消费电子领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中获得竞争优势。

在并购过程中，立讯精密主要采用了股权支付

和现金支付两种方式。其中股权支付是指通过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而现金支付则是指

通过现金购买标的公司资产。

3 连续技术并购动因分析

立讯精密通过并购的方式，从专业的技术人才

以及行业内的优质企业中获取了核心技术，在获得

这些核心技术后，立讯精密又以并购的方式将这些

技术应用于公司产品中，实现了对产品制造工艺的

创新，在行业内获得了领先地位。

立讯精密通过连续并购获得核心技术后，以获

取核心技术为目的进行了并购活动。根据对立讯精

密连续并购的案例分析，可以得出其进行连续并购

的主要动因。

第一，获取核心技术。在获取核心技术后，立

讯精密又进行了一系列并购活动。例如 2018年 10

月，立讯精密以 23.4 亿元收购美国微电声业务；

2019 年 4 月，立讯精密以 12.2 亿元收购工业设计

公司麦捷科技；2019年 7月，立讯精密以 9亿元收

购深圳市飞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 7月，立

讯精密以 12.7亿元收购昆山联建光电有限公司。通

过本次并购活动，立讯精密成功获取了消费电子、

通讯、汽车等领域的核心技术。

第二，扩张市场规模。在获取核心技术后，立

讯精密继续进行市场扩张。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规

模，提升市场占有率，立讯精密选择以并购方式获

取行业内的优质企业。

第三，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对苹果、华

为等国内知名手机品牌供应商的调研发现，其供应

商与其合作时间较长，且部分供应商在与公司合作

过程中建立了较高的信任度，因此立讯精密认为以

这种方式获取技术可以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

点。

4 连续技术并购绩效分析

4.1 市场绩效分析

表 1 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情况表

首次公告日 交易标的 事件日 交易金额（万元） AR CAR

2015.12.8 台湾美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12.8 80000.00 0.0423 11.2953

2017.2.24 上海及惠州美律电子有限公司 2017.2.24 6984.30 0.0067 13.9526

2018.2.28 台湾光宝集团旗下摄像头事业部 2018.2.28 225000.00 -0.0168 16.4826

2020.7.17 纬创投资有限企业及纬新资通有限公司 2020.7.17 33000.00 0.0386 22.8563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通过表 1计算的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

结果可见，在立讯精密的四次并购中，CAR值都大

于 10。可见，立讯精密在这四宗并购窗口期的股价

表现，都为投资者带来了不小的收益。在持续并购

的过程中，立讯精密的业绩短期表现也比较符合预

期，一方面，公司通过连续的技术并购，为股东带

来了财富效应；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提

升。从市场反应来看，立讯精密在并购窗口期内的

短期绩效表现较好，股价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在并购

窗口期内出现了上升趋势，而市场对其预期表现较

好，导致股价出现了上升趋势，反映出投资者对于

立讯精密的投资价值看好。

刘红梅：技术获取背景下企业连续并购动因及绩效研究——以立讯精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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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财务绩效分析

图 1 立讯精密资产负债率

图 2 立讯精密总资产增长率

图 3 立讯精密总资产周转率

图 4 立讯精密总资产净利润率（ROA）

由图 1-4 可知，企业的并购活动受到自身战略

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就短期来看，企业的财务

绩效指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

看，企业并购活动能够带来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技术获取效果显著。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并购

标的都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载体，因此对新技术和

新产品的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企业通过不断并购可以获取与自身战略相匹配

的资源和技术，并不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

对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获

得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为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打

下良好基础；同时，并购能够获得新产品，提升产

品市场竞争力；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市场份额提升。市场份额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之一。企业通过不断并购可以获得更多客户资源，

进而有效开拓市场份额，增强自身盈利能力和持续

发展能力。

5 研究结论

以立讯精密为案例公司，运用事件研究法、财

务指标分析法，以技术获取为核心视角，以企业连

续并购为研究对象，从并购动因、绩效表现两个方

面对企业的连续并购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

第一，在技术获取背景下，立讯精密以技术获

取为核心驱动因素进行并购，其主要目的是扩大公

司规模、获取技术优势、促进公司发展。

第二，立讯精密对标的企业进行连续并购后，

其短期绩效得到一定的提升，但在长期绩效方面表

现不佳。其原因可能是在并购过程中，立讯精密对

标的企业的技术水平未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导致

并购绩效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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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启示

通过对立讯精密连续技术并购案例的研究，可

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企业应注重研发创新。通过技术获取型

的连续并购能够快速实现技术升级，对企业的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但企业也应在保持自身研发投入的

基础上，注重对并购标的的研发投入，以实现自身

业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并购标

的。企业在选择并购标的时应综合考虑行业情况、

自身发展战略、产业发展前景、资产质量、企业核

心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如立讯精密选择通过并购

优质标的来获得技术优势，但该企业在连续并购后

业绩并没有得到快速提升，说明其对标的的选择不

够谨慎。

第三，企业应加强对并购后整合工作的重

视。在整合工作中应着重关注四个方面：一是业

务整合，通过对标的企业的资源整合实现业务协

同；二是管理整合，通过对标的企业人员、制度

等方面的调整优化来提高管理效率；三是文化整

合，通过对标的企业的文化融合、管理融合等方

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以实现文化协同；四是财务

整合，通过对标的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来实现财务协同。

第四，应避免盲目多元化经营。立讯精密在

连续并购后业绩并没有得到快速提升，其原因之

一就是其盲目多元化经营。在未来发展中应专注

于核心技术领域，将现有业务做精做透；同时避

免盲目扩张投资，应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和自身的

财务状况、管理能力、战略规划等多方面因素后

进行多元化投资。

（责任编辑：单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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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革命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戴园园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课题（XJKX22B043）。
[作者简介] 戴园园（1981—），女，汉族，湖南汨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濒临于亡国灭种的边

缘，在民主革命蓬勃发展和推动下，仁人志士发起

救国运动，在运动中涌现出王桢干等 12 位热血青

年。“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是他们的运动宗旨，

在此时代背景下创办了修业学堂。1920年修业学堂

更名湖南私立修业农业学校，毛泽东、徐特立和黄

兴革命先辈曾在校任教。解放后改名湖南农林专修

学校，1952 年正式定为长沙农校。2001 年 5 月，

长沙农校和湖南省机电工程学校合并升格为湖南

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过百年岁月积淀，回望

过去历史，展望未来发展，对我院百年的革命传统

和文化底蕴进行审视，可以将百年办学思想沉淀精

髓凝练为“修业精神”。

“修业精神”是我们高职学院独具特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家宝，弘

扬修业精神是不负先辈们的办学初衷。“修业精神”

包括教育救国的革命精神、艰苦办校的奋斗精神、

崇高朴实的职业精神和服务“三农”的奉献精神。

将修业精神内涵融入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学

习并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培养与陶冶思想道德情

操，使高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健康地成长。

经过研究发现，由于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制约，

高职院校在探索具有特色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上遇到了瓶颈，通过寻找将办学精神与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建设融合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渠道来构

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1 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神”融入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前期搜索相关研究论文作为基础研究，发现对

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很多，对于修业精神的比

较少，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更加少。可见我院作为一

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高职学院，思想

政治教育还没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结合

起来，没有在日常教书育人过程中，将修业精神与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明校园建设进行融合。

1.1 相关学者对“修业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

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

黄芳认为，“修业精神”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密不可分，需要大力弘扬与继承，对培养和提

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大意义；闫素娥认

为，修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体现，对建设与探索具

有高职院校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具有积极作用；

黄超认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遵循个性、

特色化的原则，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我院的办学

初衷与个性特色，结合现代办学理念，区别于企业

文化与社会文化；梁静认为，“修业精神”的传承、

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于职业特征、

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人文素质之中；张帅帅

认为，高职院校只有从自身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

培养目标、管理理念等方面打造，才能构筑独具魅

力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1.2 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神”融入高职思想

政治教育的定位不准、积极性不够

面对激烈的教育发展背景，我国高职学院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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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转型或合并升本，这就引起不少高职学院对于自

身办学定位模糊、不准确不稳定，容易随大流谋出

路，随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也定位不精准，偏离方

向，不重视挖掘自身的办学精神与特色校园文化。

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

忽略高职学院的办学性质和办学特点，高职学院除

了要大力加强与培育技能性新型人才，更需要针对

高职学院的办学内涵、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传承，

挖掘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特色和人文情怀，从而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之进行融合，营造出勤恳务实、

务本崇实、修德精业的人文精神。通过将我院修业

精神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来不断增强高职学

生的人文底蕴，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与企业用人需

求。

1.3 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神”融入高职思想

政治教育的特色不明显、不突出

教育救国的革命精神、艰苦办校的奋斗精神、

崇高朴实的职业精神和服务“三农”的奉献精神都

是需要学生传承的优秀传统人文精神，但是我院是

由两所中专升格的。在中专教育阶段是培养中等技

能型人才，与职业教育有较近的缘源，传统文化因

中专的不同，办学特色和治学主张各自形成不同的

精神风貌。修业精神主要是长沙农校的办学理念与

思想积淀，所以在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略显吃

力，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没注意去挖掘和提炼，没有

在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

1.4 “修业精神”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欠缺

“师生一体”的人文大环境

在进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时，我们每个院都重

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活动的开展，学生处、

团委开展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与社会实践项目。我

们以修业讲坛为主阵地，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目

的，以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开展一系列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如：办学历史宣传画册、革

命伟人学习讲座、走访学院办学旧居、修业精神入

心入耳演讲比赛等，学生的参与度和喜爱度很高。

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我们忽视了对教师队伍传统

文化知识传播与培养，忽视了新媒体载体运用，造

成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队伍中积累较

好，科技学术文化比较缺乏，文化活动形式单调，

层次偏低，教师参与力度很低，在大部分情况下，

教师只是课堂上进行指导，课外是传统文化学习的

旁观者或观察者，指导性不强。

2 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神”融入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我院培育了一批批优秀学子服务于社会的各

行各业，风雨百年，离不开学院的办学精神与校训，

修业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具有价值性，怎

样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我院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剖析路径与方法，我们从以下几个关键处去着力：

2.1 注重学生个体差异性，尊重并包容不同的

特点

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朵花都值得被

期待，这是我执教十几年的心得体会。所以我们在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重包容差异、尊重个性

的原则，因地制宜，结合我院的办学初衷与个性特

色来开展教学活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规范教学

内容。同时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

审美情趣，引领师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培

养和谐积极健康的新思想，尊重不同的个性发展与

不同的价值追求，构筑独具魅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新

途径。

2.2 对学院办学理念的传承，增强学生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

学院合并初校训为“博学、精业、厚德、明志”，

当时“博学”大多用于本科学院的校训之中，与高

职办学理念略有偏移，2007年，我们将“农为本业”

作为办学定位，校训改为“务本崇实，修德精业”

更符合我院办学定位，凝聚力增强。因此，通过对

戴园园：高职院校革命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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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理念和办学校训的更新可以看出将优秀传统

文化修业精神耕织于学生的内心，这是对办学初衷

的传承，也能使学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拥

有文化认同感。思想政治教师在给新生上《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课讲授学院的办学历史与

深厚文化，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校为荣，

爱校护校，通过讲校史、唱校歌、述办学名人辉煌

历史，让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融合。

2.3 精神文明进校园，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

神”进课堂、进书本，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与发

展

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的实施意见》提出提高校园文化生活质量，使校园

文化内容健康、格调高雅、丰富多彩，育人环境进

一步改善。文明的校园离不开特色校园文化，我们

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社团活动，例如：

演讲比赛、辩论赛、环保公益行、道德知识讲座、

团体心理辅导训练等等，学生积极参与，并获得课

外活动实践分数和证书。除了活动开展，我院把修

业精神带入课堂、带入教材。学院编订生机办学历

史画册，学生入学免费发放。

我院与许多企业开展校企办学合作协议，像新

五丰、大北农科技、山河智能等企业，校内校外建

设有生产性实训基地和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基地。我

们学生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将“务本崇实，修德

精业”的校训精神与企业文化相融合，践行了修业

精神里的崇高朴实的职业精神和服务“三农”的奉

献精神。通过多年的合作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我们不仅培养了高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队

伍，深受企业的好评，同时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科学

综合能力。这种新模式以我院的现代农业职业教育

集团为切入口，校企结合，服务农业产业和农村建

设，这是我院最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3 结语

“修业”因有志于革命事业而始创，为磨练一

代贤才而诞生。1903年修业学堂始建，120年过去，

修业学子饮水思源，把修业精神进行总结、传承与

发扬，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

合贯通作为我院人才培养计划实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院必将走出一条与自身契合的高职学院发展

道路，继往开来，培养出更多专业过硬、技能超群、

具有人文精神、职业素养强的职业人才。

（责任编辑：单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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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革命传统文化“修业精神”与校企合作发

展相互融合，开拓育人新模式



精准资助视角下资助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欧阳紫榕，周慧1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基金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院思政专项（22YSZ11）。
[作者简介] 欧阳紫榕（1992-），女，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方向：学生资助管理。

2020年，我国贫困县集体摘帽，脱贫攻坚战役

取得阶段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然而，解决贫困问题，不仅仅要解决物质贫

困所带来的经济问题，还要解决精神贫乏所带来的

思想问题，更要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精准扶贫的核心特征是，由注重物质扶贫到注

重思想扶贫的转变，要做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

扶智”，“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教育被视

为打破贫困循环，实现阶层流通的重要通道，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让贫困家庭学生都能

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夯实脱贫攻坚根基之

所在，针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是精准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

高校需要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精准资助，也要拓展新

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1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高校中是一个相对特殊

的社会群体，他们因家庭贫困而长期饱受经济问题

的困扰。相对于高校中的其他普通学生，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有以下特点。

1.1 物质生活相对匮乏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一般经济上面临的压

力较大，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相对匮乏。对此，

国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建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

为主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涵盖 28 个中央政

府资助项目，“奖、助、贷、免、勤、补、减”多

元政策相结合，年资助 1.5亿人次，年资助金额 2600

多亿元。尽管如此，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贫困家庭

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仍偏低，生活方式上必须减少

物质生活开销。

1.2 社交能力相对较差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与

普通学生相比，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更多的自

卑感，因而他们与其他同学的交流比较少，特别是

不愿参加一些需要金钱的团体活动，导致他们的社

会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难以适应大学的集体

生活。

1.3 心理贫困

长期的物质贫困会导致心理贫困。国内外各项

研究都表明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有着显著于不同

其他社会阶层的心理行为特征。比如，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相对于一般学生来说，更容易产生消极的人

生态度，更敏感、孤僻、自卑、敌对情绪等等。

1.4 学习效果一般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因为经济窘迫，使他们更

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增强学习的动力。但由于长期

的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形成

了一种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稀缺心态指的

是个体注意聚焦于自身最稀缺的问题上，同时忽视

其他问题。这种心态会通过注意窄化来损害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认知和执行功能，从而影响他们的跨

期决定。所以，贫困大学生会更多的注意金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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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入学后普遍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改善，不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导致学习成绩不佳。

2 精准资助视角下对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教育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教育政策。精准资助是促进教育公平的

基本手段，是学生资助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生资助

的基本方法。我国积极推进以数字化为支撑的精准

资助，全面优化升级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逐步建立数据集成、挖掘、分析、共享一体化的资

助数据应用体系和智能化决策与监管体系。持续推

进“学生资助数据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继续做好

学生资助数据与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残

联等部门数据共享，定期比对脱贫人口、脱贫不稳

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低保、特困救助供养、

孤儿、残疾等 7类特殊困难学生信息，有力支撑学

校和地方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推动实现资

助对象精准、资金分配精准、资助标准精准、发放

时间精准。

然而，高校资助工作除了物质资助上要做到精

准之外，还应对贫困学生进行思想上的精准教育。

调查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问题主要表现

为法律、诚信和责任意识淡薄，理想信念模糊、艰

苦奋斗和自强自立的精神不足，存在普遍的自卑和

焦虑心理等。

研究者对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00名受

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回收

有效问卷 367份。结果显示，57%的学生认为高校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教育的满意度不高，认为

学校除经济帮扶外还应针对贫困学生开展专门的

思想帮扶活动，其中心理疏导和思想教育占比最

高。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不但关系到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有效开展，更关系

到此类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在调查中发现，高校

针对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少科学、系统、

有效的组织与支撑；

3 现阶段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存

在的不足

3.1 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缺乏个性化

即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家庭都比较贫困，但

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不同，学生在性格、

能力、认知等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当前，我国大

部分高校在开展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普遍采用传统的、统一的教学模式，缺乏对个

人进行必要的调研和分析，使其所选择的教育方法

与现实生活相矛盾，无法实现其真实需求，因而很

难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3.2 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缺失

保证精准资助的关键是教师队伍、辅导员队

伍、资助队伍和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但当前，即使

在高校中都存在这些队伍，且没能在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形成有效的团队合

作。甚至存在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只是各个学生工作部门的工作的错误认知。

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会导致部分高校对贫困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注重经济帮扶

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大学生在一

定程度上会被自身的利益观念所左右，对政府和学

校的无偿资助产生依赖思想，背离精准资助的初

衷，影响资助育人的效果。

3.3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单一

大多数家庭贫困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除了物

质上的匮乏外，还经历了精神、能力、社会支持等

方面的缺失。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内

容、方式单一、缺乏多样性等问题。目前，尽管有

些学校已经根据相关的政策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进

行了一定的政策宣传，但是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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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薄弱。而教学方法依然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对

其他教学方法挖掘不够、运用不多。很少有院校会

开产一些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校园活动，对学

生的主体意识关注度不够，从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难以获得足够的、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

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低下，起不到应

有的作用。

3.4 忽视思想资助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仍然还在

金钱资助的层面，针对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资助工作仍存在空缺。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在面对金钱有关的问题时，会出现过分

强调自身得失的表现，只注重自身的利益，表现出

对他人或集体的漠不关心，有部分学生还形成了对

国家和学校无偿资助的依赖，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而不考虑自身长期的发展和目标。

3.5 资助缺乏持续性

在大部分高校的资助工作中，无偿资助是最为

普遍的资助方式，比如各类困难补助、国家助学金

等。无偿资助是停留在解决贫困大学生眼前的经济

困难，但却忽视了对学生持续性发展的支持。这种

最简单直接的资助方式，不但很难起到对贫困大学

生的励志感恩成才的教育，反而会增加他们对各类

扶贫政策的依赖，减少他们脱贫的内生动力。

4 精准资助视角下资助工作中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4.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制定精准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案

高校在开展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前，应详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

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目前心理状况以及性格特

征、社会支持等情况展开摸排。根据摸排情况，高

校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应分析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共性和特性。在开展大范围的思想政治教

育时，应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共性问题进行宣

传教育；而在开展小范围或针对个体的思想政治教

育时，则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的作用。

4.2 建设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保障机制

高校在针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

应建设和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

障机制：一是高校应明确学校教育培养的目标。二

是高校应制定或出台相关的制度来保障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执行。三是高校

应该把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纳入学校的教育长期规划中去，纳入学校整体的

教育体系。四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制定专门的

思想政治教育计划。五是加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队

伍建设。学生资助工作队伍是学生资助制度的执行

者，是推动学生资助事业顺利发展的主力军。这支

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高校学生资助理念、资助规则

和资助目的的执行情况。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组织保障。

4.3 创新和丰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和模式

4.3.1 创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

度化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制度的规范，也需要制度

的引导，两者相互促进，才能够充分发挥其综合效

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模式，

是指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的各项制度设计所具

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执行中所蕴含的教化作

用，制度反馈中所体现的行为方式等思想政治教育

的履行方式，其精神内核就是公平与正义。比如，

完善各类资助政策，拓宽社会助学渠道，采取正确

可行的贫困学生认定方法等。从制度上引导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思想和认知，起到无形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的。

欧阳紫榕，周慧：精准资助视角下资助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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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丰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

资助工作的核心是经济援助，学生资助的核心

就是改善学生经济生活。大学生活涵盖了学生的一

切方面，无论是吃住行、学习环境，还是学习制度、

生活制度等文化环境，都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与发

展。因此，任何教育手段的应用都不应脱离生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紧密围绕现实生活开

展资助活动。在资助活动中，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为学生提供属于主体的自主生活方式，学生的主体

意识、主体行为都应时刻受到教师的重视。资助活

动需要学生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获得奖励、资助或

者体验受助情感，才能够有效吸纳其中的道德意义

和人文气息。

4.4 注重思想资助，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造

健康的校园环境

高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不但要对齐进行诚信、感恩教育，还应该

要进行贫困观教育，更好地激励贫困大学生自强自

立。改变纯粹的传统经济资助模式，注重校园良好

的学习、生活和人文环境的营造，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能够既受到经济援助，又能感受到温暖与尊

严，关怀与帮助。

4.5 构建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辅导体

系，实现精准帮扶

高校应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有效的成

长指导，为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应建立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做到“一人

一案”精准资助。根据档案高校应针对学生制定一

套完善的成长辅导计划，既包含经济援助、心理支

持，也包含技能培训、就业辅导。使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都能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未来

的就业竞争力，才能做到精准的“造血”式资助。

（责任编辑：单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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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融入高职国际贸易专业技能大赛的思考与探析

——以 POCIB大赛为例
曹 康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ZJGB2020069）。
[作者简介] 曹康（1975-），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职业技术教育。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必

须紧紧抓在手上。可见思政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性任

务，是新时代背景下做好社会主义人才教育的基本

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本研究针对当下高职

院校参与各类技能竞赛如火如荼现象，结合多年的

国际贸易专业教学实施和技能竞赛指导实践，提出

利用 POCIB 技能大赛有效提升高职国际贸易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的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推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和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1 POCIB技能大赛思政教育的可行性

POCIB技能大赛全称是 Practice for Operational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是由中国国际

贸易学会、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办，由国际贸易杂志社和全国国际贸易实务研究会

协办的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以下简称

POCIB 大赛）。该赛事经过十一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外经贸相关专业参赛人数较多，具有较高影响力

的大赛。历届 POCIB 大赛均有 200 所院校参加，

参赛对象主要是国际贸易相关专业学生，以团队为

单位参赛，各队选派 10人参与为期 16天的比赛（早

期派 20 人参与 20 天比赛）。竞赛内容模仿现实生

活中动态的国际贸易环境，各选手作为一个独立核

算的进出口企业，与其他团队的学生开展进出口义

务，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快速寻找客户、熟练撰写

外贸函电、合理安排使用国际结算方式、理性选择

交易商品、准确计算各项成本费用、正确缮制外贸

单证，最终完成业务笔数多且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的为获胜方。整个赛事结合了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和

实务框架，并可以根据现实的国际贸易环境快速调

整和应用，更加贴近现实，符合国家经济贸易形式

的发展节奏，符合企业迫切的人才需求。我校参赛

队有幸在 2022 年秋季比赛中获得团体一等奖项，

个人奖项若干。赛后总结反思中，指导教师和选手

们一致认为 POCIB 大赛与其他赛事最大的不同之

处表现在于，参赛选手多赛程长，是对师生专业技

能水平、耐力、速度、精准、心态的一次大考验。

整个赛事团体成员为了共同目标全力奋战，扎实地

锻炼了参赛选手的外贸专业能力，同时将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思政教

育元素融入到大赛的全过程，展现了参赛选手积极

向上、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与开放、合作团队意识，

正是对新时代背景之下立德树人教育成果的重要

体现。由此可见，将思政教育融入技能大赛，两者

相互补充，既为专业竞赛增加色彩，也大幅度地扩

展思政教育的渗透面，在不同教学情境中增加思政

教育渗透性。

2 POCIB技能大赛思政教育实施路径

目前很多学校非常注重思政教育工作，通过多

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单方面思想灌输，此法很难获取

学生思想动态的真实性，收效不高，难于推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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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指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的经历，认为只有真

正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换位进行思考，在思政教育

方面准备更充分，才能更好地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

育和引导。正如 POCIB 大赛能从多角度全方位对

学生进行测评，当竞赛中展示选手们最真实的想法

时，及时切入思政元素，使思政教育工作与技能大

赛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人生观。具体思政教育实施路径如下：

2.1 赛前准备阶段

2.1.1选手选拔。从众多报名参赛学生中选拔一

支优秀的团队是非常关键的。通常能够主动报名参

赛的学生都有一定进取心和求知欲，应该给予鼓励

和支持，但是毕竟任何竞赛是残酷的，因此在准备

阶段就将竞赛的规则和要求充分告之，由报名参赛

学生自行权衡利弊。这正是对学生们价值观的一次

考验。在训练初期有的学生担心赛程时间长，影响

日常生活和学习，只好放弃；有的学生功利思想过

重，过分看重个人利益，不愿与同学分享学习心得；

有的学生过分追求比赛荣誉，忽视在参与比赛过程

中自身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的真正价值。究其本质原

因，是学生们学习态度不正确，心态没有摆正。因

此赛前指导教师应考察学生的参赛动机，通过召开

思想动员会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技能大赛的本质，

树立技能立身、技能报国的思想。帮助学生意识到

无论此次技能比赛是否获奖，这才参赛对于自身专

业能力的提升和思政能力的升华都是一次难得的

锻炼机会。

2.1.2训练内容。为了参赛取得好成绩，赛前认

真分析竞赛内容，将其与专业课程互相联系对应起

来，要求学生对所学过的专业技能从“了解”层面上

升到“掌握”层面。有了既定的奋斗目标，学生的学

习动力加大，主动对各自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查漏补

缺，学生在每日的训练中逐步成长提高，这种敬业

精神的培养和形成，有利于今后工作和生活。指导

教师则可根据竞赛训练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

倒逼机制去寻找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不

足之处，对教学质量进行检验，不断完善教学工作，

来达到精益求精以赛促教的效果。以下是 POCIB

大赛主要内容以及涉及到的多门专业课程，真实体

现了国际贸易专业的知识框架，可以高效检验出学

生对专业课程的掌握程度，也可作为国际贸易专业

思政教育的“主战场”。

表 1 POCIB大赛内容与专业课程相关思政元素对应表

技能竞赛内容 涉及专业课程 思政元素 范例

数字贸易 B2B

跨境电商操作
跨境电商

团结协作 诚实守信

精益求精 开拓创新

在数字贸易 B2B 电商平台中进行店铺入驻、商品发布、

交易磋商、起草订单、订单履约和营销活动等跨境电商

外贸环节中的各项业务流程操作。

交易磋商 外贸函电
文化自信 责任意识

使命担当 团结协作

利用外贸函电作为沟通方式，完成整个交易磋商过程包

括：建立业务关系、询盘、发盘、还盘、接受等环节

外贸业务流程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结算

遵纪守法 大胆创新

竞争意识 风险意识

成交方式含 FOB、CIF、CFR、FCA、CIP、CPT，付款方式

有 L/C、D/P、D/A、T/T，运输方式有海运、空运，48 种

不同的流程组合

进出口商品价

格核算

国际贸易实务

外贸会计

精益求精 诚实守信

责任担当 文化自信

选择最优结算方式，最大化利用手中资金，适当贷款，

也可利用合作伙伴的资金来换取自身最大利益，实现成

本控制和扩大利润。

签订合同
国际贸易实务

外贸函电

诚实守信 风险意识

遵纪守法 文化自信
根据磋商内容完成国际贸易买卖合同的商定。

履行合同
外贸单证实务

跟单实务 关检实务

精益求精 诚实守信

团结协作 责任意识

根据买卖双方的权力和责任，分别完成主要进出口单据

的缮制与流转，履行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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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备赛训练。备赛训练是非常漫长煎熬过

程，对指导老师和学生们都是一次考验。该过程不

仅考验对专业知识掌握水平，考验着师生间沟通是

否通畅，考验着整个团队是否团结等，而且还磨炼

彼此的意志力和耐心，培养精益求精的品质。例如，

进出口商品报价预算是竞赛的重点与难点，比赛过

程中如果不做预算，将无法发送合同，也直接影响

成绩评定。因此为了预算准确则需要千百次反复练

习，精准训练，精益求精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可

是在训练初期由于学生能力差异巨大、新手问题较

多，课余时间不统一，机房空余率低，老师日常工

作繁忙等，有时指导教师要求大家根据 POCIB 百

科知识分组自主学习讨论，于是出现有的学生缺乏

吃苦耐劳精神，不能全力以赴投入训练中；有的学

生缺乏顽强拼搏的勇气，遇到困难和挫折畏缩不

前，心生畏惧；有的学生面临上课时间、社团活动

时间、训练时间相冲突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此时指

导老师抓住契机与学生一起多沟通多交流，找症

结、找出路，多给学生树立信心，给予鼓励，帮助

学生们认识到，在今后学习工作中可能遇到各种困

难险阻，要正视学习难题，共同面对问题，理性解

决问题，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心无旁骛地钻

研技术、训练技能、开拓创新，一定能获得成功。

2.2 赛中实施阶段

2.2.1 培养稳定的心理素质。POCIB 大赛越临

近，通常选手们的耐力、技术水平、速度和精确度

等都基本稳定下，但是不容忽视心理压力也随之增

大。指导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从战略上藐视对手，

从战术上重视对手，从心态上压倒对手，有敢打敢

拼的决心和勇气，此时关键在于要有沉着机智的心

理素质。指导教师可选取一些名人承受压力而走向

成功的事例介绍给选手们；也可组织他们进行适当

的运动来缓解压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帮助选手享

受比赛的过程，看淡比赛结果。帮助选手们真正把

竞赛过程看作是一次不断成长的过程，将平时所学

的理论知识灵活应用到仿真实战中，去感受一次次

失败的挫折和成功的喜悦，保持积极乐观精神，弘

扬社会主义正能量。

2.2.2 培养团结协作精神。POCIB 大赛最能体

现的是团队面对困难英勇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比

赛过程中选手们为了达到目标拧成一股绳，团结协

作互相帮助，不抛弃不放弃。例如，面临比赛选手

因粗心险些破产的情形，其他选手没有过多指责与

抱怨，而是主动帮助她整理思路，分析原因，提出

合理化建议，最终化险为夷。在竞赛的全过程中，

大家没有忘记团队利益，及时总结自己业务中遇到

的经验教训，并毫不保留地分享给其他选手，实现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POCIB技能大赛竞赛让学生

们深刻明白了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不仅要具备个

人经济人的理性，更多时候团队理性和合作共赢才

是长久之计。

2.2.3培养吃苦耐劳精神。为期 15天的赛程，

周期长，强度大。竞赛软件模仿了商务活动中相应

的工作时长和各国时差，所以选手们经常为跟踪一

笔业务的物流进度、银行放贷而牺牲休息时间，选

手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起早贪黑，自觉形成了“早 7

晚 10”的生活，正如现实生活中公司加班加点常态。

这样的比赛经历让选手们对未来职场工作有了心

理准备，激发了选手们不怕挫折，不惧苦难，勇于

奋斗，敢于直面困难的勇气与意志。这正是传递袁

隆平、屠呦呦等优秀科学家们心怀家园，不怕苦，

不怕累，永远奋斗在工作一线的精神。

2.2.4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POCIB 大赛

环节涉及到进出口合同履行过程中各种单据的缮

制工作，每笔业务中进出口货物的交付、运输、保

险、检验检疫、报关、 结汇等环节，都要求选手

缮制单据又快又准确，一点看似小的错误可能导致

单据审核不通过。例如，英文单词的拼写错误、空

格键输入错误、数字多一个零或少一个零等，系统

都会进行错误标识，提醒选手检查纠正。由此可见，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比赛过程中是多么可贵。

2.2.5培养创新精神。在竞赛过程中要想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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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精神，还需要具备一定创新能

力，为了快速报价，选手们根据每个国家每种交易

商品的成本、费用、利润等自创“报价神器”，大

大提高计算的准确性和速度。为了寻找优质客户，

不局限于竞赛平台，还利用微信、QQ、电话等方

式进行及时沟通联系，建立贸易关系。每位选手为

提高工作效率都会自创一本工作笔记，上面记录着

每笔业务信息，方便查阅和梳理，这种隐形的知识

和技能是书本上难以学到的，只有从实践工作中去

不断摸索与总结。

2.3 赛后总结阶段

通过紧张激烈的比赛，使师生们在历练中得到

成长，所以赛后总结十分重要。竞赛结束后，全体

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们通过召开竞赛总结座谈会

的形式，一起回顾从组队、训练、比赛的过程的得

与失，以此来强化经验和汲取深刻教训。此外还可

以召开经验分享会，为“后来者” 树立榜样，专

业还推行“老带新”队伍建设，形成大二带大一的技

能竞赛梯队，这样不仅为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学习

交流的平台，而且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双重身份的转

换，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大大提高了集体凝聚力，

同时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要让学生们明白一

定道理，每个人既是为自己努力，也是为团体努力，

更是可以通过经验传承来不断促进整个社会的发

展。

3 以 POCIB 大赛为抓手，推动高职

国贸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我们认识到以赛促教不应该只重视学生的知

识教育，更应该注重学生的思政教育。目前，面向

大学生的专业竞赛中对思政元素的融入力度还不

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建议从大赛主办方、参赛

选手以及指导教师三个层面来推动专业思政教育

工作。

3.1 大赛主办方层面

作为专业竞赛的主办方要深刻认识专业竞赛

的思政教育功能，在新时代人才培养教育纲领的指

导之下，全面地深刻地做好专业竞赛的思政教育工

作，把握竞赛中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对专业竞赛进

行全面的、深层次的改革，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

思政能力。例如，通过“润物细无声之中”的方式

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竞赛的流程中去，增添对思政

效果的考查评价内容；布置具有思政色彩的竞赛场

地、烘托竞赛的思政氛围等。为此，主办方需要加

强对于思政元素的学习，积极关注国内的思政热

点，把握国内外实时热点走向，科学设计具有思政

色彩的竞赛题目等方式，增加专业竞赛的思政色

彩，激发学生们思政元素的关注与讨论。在既不影

响竞赛本身公平与公正的同时，使学生们全面地、

深刻地参与到思政教育之中，在竞赛之中锤炼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构建出深刻的“立德树人”

体系。

3.2 指导教师层面

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能获大奖固然重要，但

作为指导教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清晰地

认识到，通过赛事帮助更多的学生正视大学学习中

的难题，共同面对问题，理性解决问题，在竞争中

获得更多可贵的经验和自信，对学生的价值观的形

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思政教育是对指导教

师的理念认知、责任意识和综合能力的一个大挑

战。对于指导教师而言，重视比赛过程，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素养，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才是指导技能大赛的最终目标。例如，指

导教师高度重视比赛，牺牲休息时间指导学生，这

样学生也会珍惜时间，认真参赛，从而高质量地完

成任务；如果指导教师治学严谨，不忽视任何一个

问题，学生也会迎难而上，遇到问题不逃避，把问

题弄个水落石出。指导教师的人格魅力会深刻影响

到学生的价值观养成。这也提示我们，高校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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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评价标准不应只局限于以学生获奖等级、获

奖数量以及参赛类型、参赛级别等为评价标准，应

科学依据“双创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改革

技能大赛对指导教师评估内容和评价标准，恰当融

入“三全育人”和课程思政评估元素，才能保障技

能大赛和课程思政的互渗交融，共同发展。

3.3参赛选手层面

POCIB大赛最受益的是参赛选手，不仅强化了

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提高了外贸业务实操水平，更

为可贵的是让选手们体会到了竞赛背后隐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价值。选手们能理性看待成功与失败、

体验到身心健康的可贵、尝试创新取胜带来的快

乐、学会用博弈思维解决困境、体验到人脉共享合

作共赢的甜头等等。由此这些更容易内化为学生本

身的品格，树立起爱国、创新、奉献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精神，使思政学习有更好的效果。这份难

得的收获将成为选手们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财富，也

传递分享给了身边更多的同学。

4 结语

依托 POCIB 大赛不断推进高职国贸专业思政

教育建设，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和工作过程对接，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培养学

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工匠精神、职业技能和

就业创业能力，从而真正促进高职学生全方面发

展。

（责任编辑：单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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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农业院校单招生的管理研究
姜 翔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作者简介] 姜翔（1988-），男，湖南溆浦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考试是从 2007 年开始，

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成绩分流，让成绩不好的学生进

入职业教育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的一种途径，由教育

考试院委托高职院校在统一的时间节点，自主组织

考试选拔考生的一种方式。单招考生越来越被社会

认可且在高考前，一旦单招被录取就不能参加高

考，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在上级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同时，对

基础知识考试、专家阅卷、有着一定的自主权, 未

来的高职院校的考生大部分来源将通过单招考试。

参加单招的考试学生来源较多，有职业中学毕业

生、往届考生、高中应届考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下岗失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在岗人员等，

因此对单招学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 乡村振兴的意义

1.1 国内外乡村振兴状况

国外乡村振兴状况：韩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

较为贫瘠，通过培养人才，乡村振兴发展较有成效。

柳代表积极推进线上线下名师讲堂，从思想上引领

青年学生和农民并开展基础班、深化班和高级班培

养农业人才，影响较为深广，值得我们农业教育者

学习。日本政府以立法的形式颁布了《六次产业化、

地产地销法》、《城市农业振兴法》，又在学生高中

阶段设立农业课程，普通综合性大学又设置了农业

教学部，保障培养农业人才渠道畅通。荷兰政府通

过实施“链战略行动计划”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农产

品出口贸易总量国，由此可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国内乡村振兴状况：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

主要装中国粮。”虽然我们国家农业经过了几千年

的发展，科技学术逐渐成熟，村级组织有乡村振兴

工作队，但与发达国家农业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乡

村振兴成效需要继续扩大。一是，全面乡村振兴不

仅仅只能是修好几条公里、多配套基层设施，更要

是能增加农民收入，吸引人才扎根农村；二是，基

层农业部门大多是执行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主体，

但基层农业部门的行政任务较重；三是，如今农民

种植稻米的收购价百斤 120元—140元，一个成年

劳动力最多种植 10 亩稻米，但其收入水平无法满

足全家人日常需要。我国对农民培训体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一是，在国际粮农组织的帮助下，在江苏、

湖南等地开展试点进行水稻技术培训并与 1993 年

成立第一家以农民为主体的田间学校。二是在国际

粮农组织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培养了一

大批水稻棉花人才。三是我国越来越重视乡村振兴

人才的培养，制定了免费读书，带编就业的农技特

岗生政策。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单招生的实践意义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

校单招生要从“课堂教育”到“农田实践教育”，

迫切提高对农村的认识和了解，把自身从书本学到

的知识通过实践进行提升和补充，乡村振兴并不是

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乡村

适龄青年大多外出打工，劳动力不足，出现了一大

批“留守儿童”，乡村的师资力量虽有特岗教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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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不足。高职院校通过组织大学生“大学生三下

乡”、“科学技术进农村”等多形式活动，对乡村“留

守儿童”身心和学习进行帮助辅导。现阶段，虽国

家通过政策、技术、资金、帮扶队伍对乡村进行各

种支援，但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学历、农业知识素

质和专业技能培训依然匮乏，乡村振兴的成效不

佳。我们高职农业院校以农业市场为方向，坚持政

府主导、与企业互相合作、积极统筹协调、精准规

划，以实践育人为基点，提升农学单招生就业竞争

力为主旨，帮助农民限用化学农药、增施有机肥、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推广销售绿色农副产品为要

义，传播最科学的生态农业技术为目的，全方位促

进农学单招生和乡村共赢。“扶贫先扶志”，只要通

过这些举措，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及有能力的企

业入驻农村，推动产业发展全面乡村振兴，把对农

学专业单招生稳就业和农民的思想认知及物质稳

步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 单独招生考试学生现状

2.1 参加单招考试的学生综合素质越来越高

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近年来单

招这一考试方式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参加考试的

考生素质越来越高，每个专业报名人数几乎远超百

分之百。首先是普高考生，这类考生大多的想法是

“考上 211”“考上 985”本科院校，而自身在高中

学习的时候所考成绩不能达到 211、985 标准，想

通过单招考试进入好一点的高职院校，因此能进入

高职院校的这一类普高生素质较往年考生会好但

也不会太高；二是部分职高对口升学的中职学生，

他们大多是读了初中直接升学读的当地职中，中专

学历，这一类生源大多为“00”后，综合素质有待

提高、自控能力弱；三是社会生源，这一群体在进

入高校的时候有部分同学充满矛盾，认为自身没有

充足的时间来学习但学历很重要又想提升学历，这

一类同学希望找到个平衡点，既能搞好工作，又能

轻松取得学历，希望能得到社会和老师更多的包容

和帮助；四是成绩优异的中等职高生，他们希望努

力学习进入高考冲刺考上心目中理想的本科院校

不愿去大专院校的单招考试，那些学习成绩不理

想、感觉高考希望不大的考生，单招途径能圆他们

的大学梦，他们热衷于参加单招考试。

2.2 单招学生性格障碍

2.3 单招学生实践能力较强

单招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较早，部分学生小学

时就会玩手机，通过手机了解到最新的事物，他们

接受新鲜事物较易，“00后”单招学生实践能力较

强。大部分单招学生能紧跟时代潮流、喜欢学习抖

音剪辑、互联网宣传等事，个别单招学生碰到新鲜

事物爱琢磨、实践动手能力很强，因此他们毕业好

找工作，用人单位也乐于接收。

2.4 单招学生培养模式有待完善

单招学生基础薄弱、底子差、而现有的人才培

养方案把统招生和单招生放在一起教学，并没有做

到因材施教，没有针对单招生进行个性化培养，科

学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飞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家把“三农”工作重

心转移到到全面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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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大多性格较为外向，爱展现自己。大

多单招学生热衷于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比如打篮

球、街舞、歌咏比赛，他们有着自我价值实现和被

尊重的需求。个别单招学生，在高中时因学业压力

较大，曾有过自闭倾向，对同学的言语，心理承受

能力较弱，情绪易偏，激对于这类学生必须重点关

注妥善安置；另外一类学生是从农村升学上来的，

由于父母文化程度较低，这一类学生稍微犯错，父

母不太擅长给学生讲道理，大部分时间都是棍棒教

育，造成了这一类学生从小到大心理比较偏激，跟

同学不合、对待情感问题不顺心的时候容易造成较

极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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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重要战略之一。如何提高乡村群众想致富、能致

富的关键是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以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

一所农业高职院校，拥有学术氛围浓厚的专家和团

队，为乡村振兴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和培养人才，如

“邓教授谈农业”团队、 谈再红休闲农业”团队

等，因此引导“00后”单招学生专业技术学习，培

养一批批懂农业技术、扎根基层的新鲜血液，具有

重大意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

现。

3 对单招生管理服务工作的建议

对待单招生的日常行为，我们高校职能部门要

组织培养好班级信息员，对单招生的突发事件妥善

处理。我们高校教育者要把其它高校曾出现的的突

发事件案例比如说电信诈骗、情感问题对单招生进

行正确引导，对突发事件防治结合，未雨绸缪。

3.1 以党的二十大思想加强单招生的思政教育

以党的二十大思想为指导，培养单招生具有社

会主义主人翁精神，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不竭动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青年学子就要苦练本领服务乡

村振兴。青年学子要在保护农业传承的基础上，在

现有的农业文化中进行创新。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教师党员要在平凡的岗

位上，教好书、育好人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献出一切。爱国是理想之根，事业之本，是人

类前进不竭动力。岳飞精忠报国，是南宋著名的战

略家、军事家，一生都主张抗金，中兴南宋，创造

出了千古流芳的“满江红”；建国初期，两弹之父

邓稼先学有所成，在偏远地区，客服困难，领导完

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让我国不再遭受其

他国家核讹诈，让我们大学生能够幸福生活学习；

钱学森前辈辗转投书、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艰难

回国、赤心报国、淡泊名利、为民造福、甘于奉献、

是我们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国家航空

事业的奠基人，美国曾扬言“钱学森可抵五个师”。

近些年，我国出现了一批批汉奸，例如石平（现名

石平太郎）、收集东三省情报从事间谍活动的袁克

勤、为拿到美国绿卡把北斗机密泄密给美国的高杏

欣、原中央电视台的间谍主持人成蕾等。这一批批

汉奸受到我们国家良好的教育、享受到我们国家的

福利、自身也有能力，但还是沦为汉奸，这些汉奸

最终都没有好下场，遭万人唾弃。因此，加强单招

生的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同等重要。

3.2 政府、学校、社会多方联动加强单招生安

全法制教育

近些年、电信诈骗如火如荼，不少单招生主观

或被骗把自己的银行卡外借给电诈骗分子洗钱。究

极原因，一是单招生在学校思想较为单纯，为了蝇

头小利给诈骗分子帮助，没有想到法律后果；二是

单招生心地善良，认为很久不见的亲朋好友来借银

行卡，就好心借给所谓的亲朋好友，并不知道该银

行卡是用于从事电信诈骗；三是被电诈分子诱导学

生以买卖游戏虚拟装备或赌博等方式转账输光钱

财。因此，政府、学校、社会要多形式对单招生开

展安全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防骗意识。

3.3 把班主任综合待遇落到实处，提高班主任

的干劲

众所周知，班主任工作除了精神层面得到升华

外，也是一项风险大、收益低的工作。班主任是班

级学生的第一负责人，一旦学生有任何情况，直接

联系的都是班主任。“00后”单招学生进入高职院

校是民族意识、就业观、忠诚度形成的关键时期，

如何对“00后”单招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培养其吃

苦耐劳、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这与班主任的扎实

工作是分不开的。现阶段，对班主任的待遇大多停

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高校党委行政要

牵头，制定制度解决班主任的后顾之忧。

3.4 多开展校内外实训教学，培养单招生的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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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量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尽

管年年都是“困难就业年”，但高职院校就业率依

然稳中有序。究其原因，高职院校重视学生的动手

培养，企业需求是有职业技能可以动手做事的大学

生，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实现了共赢，多开展校内

外农业实训教学具有重大意义。

4 结语

单招招生考试已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生源途

径，我们各级教育管理服务部门，应该众志成城、

统一思想认识、紧跟时代潮流、培养的单招生要能

够被用人单位青睐、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民以

食为天”我们农业高职院校培养的单招生要具有拓

展绿色职能，满足绿色消费，服务绿色农业，提供

绿色产品的绿色植物保护意识；要具有以保护农作

物、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为目标，协调采取生态调控、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

控制农作物病虫危害的植物保护意识；要具有积极

开发植物源农药、农用抗生素、植物诱抗剂等生物

生化制剂应用技术创新的能力。我们教育工作者要

做到对单招生和统招生爱无偏差，有教无类，对单

招生多鼓励、少批评，全方面促进单招生的成长。

（责任编辑：单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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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图书阅读积极性一直不

高，而阅读对一个学生的学习却十分重要。如何提

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一直是图书馆人思考的一个重

要问题。通过研究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阅读现状，

结合本人在图书馆数据中心多年的工作经验，设计

出一个适合当下高职院校学生阅读实际情况的图

书个性化推送系统，为高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作

出应有贡献。

1 高职院校学生阅读现状分析

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读者阅读情况普遍较

差。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每年在校

学生有 1万 5千多人，近几年，在没有开展读书活

动的情况下，图书借阅年册数只有 2万多人次，人

均借阅数比国家人均阅读数少了一半多，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原因。

1.1 高职学生阅读意识薄弱

高职院校生源主要来自于高考分数偏低的学

生，大多学生相对学习能力差，自然缺乏良好的阅

读习惯。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自律能力差的学生进

入大学后，脱离了父母的管控，根本不会自主学习，

更加没有阅读意识了。

1.2 新媒体对传统阅读的冲击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学生都适应了如微

博、短视频、朋友圈等快餐阅读文化，当然这些新

媒体也有丰富的知识，但是内容良莠不齐，不利于

知识的学习或陶冶情操。即便也有电子书，但学生

大多不会静下心来系统的阅读。

1.3 高职院校缺乏读书氛围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高职院校真正读书的同

学很少，大学三年下来，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新生入馆

教育和办理毕业手续进过图书馆两次。经常整个寝室

都没有一个同学借过图书，完全没有阅读的意识。

以上问题中，除了第二个原因是所有图书馆的

通病外，另外两个原因主要出现在高职院校。常规

的图书个性化推荐系统只能对有借阅数据的读者

才能进行个性化推荐计算，而对没有借阅数据的读

者推荐的准确度会大幅下降，而高职院校的大多学

生都属于后者。借鉴目前主流的阅读个性化推荐系

统，根据高职院校实际情况，设计一个针对高职院

校学生的图书个性化推荐系统，并以此系统为基础

构建一个图书馆整体的阅读推送体系，力求改善高

职学生较为严峻的阅读现状，辅助高职院校教学。

2 高职学生阅读需求分析

通过对图书馆管理系统借阅统计的分析，高职

学生读者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2.1 经常借书的学生

此类学生已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年借书量在

12本以上。给此类学生个性化推荐图书的目的是让

他们能接触更多感兴趣的图书，提高他们的阅读

量，扩充其知识面。可以通过读者的借阅数据和

OPAC上的行为数据，以协同过滤算法为核心，辅

以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和关联规则推荐算法来计

算出其感兴趣的图书，通过系统推送的方式把图书

推送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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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不借书的学生

此类学生完全没有阅读意识，给此类学生个性

化推荐图书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拿起一本书尝试

阅读。可以通过学校教务和学工数据，以基于内容

的推荐算法和关联规则推荐算法来计算出其感兴

趣的图书，通过人工推送的方式把图书推送给学

生。

2.3 偶尔借书的学生

此类学生有阅读意识但没有好的阅读习惯，除

了教材外，偶尔会看两本课外书。给此类学生个性

化推荐图书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多看一些书，慢慢养

成阅读习惯。可以通过借阅数据、教务和学工数据，

综合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和关联规

则推荐算法来计算出其感兴趣的图书，通过系统推

荐和人工推送的方式把图书推送给学生。

以上分类所占学生比重各个学校各有不同，高

职院校总体情况是经常借书和不借书的学生占少

部分，大多是偶尔借书的学生，根据以上分析可以

总结为表 1。

表 1 高职学生阅读分类表

学生类别 数据源 主要推荐算法 推送方法

经常借书的学生 借阅数据 协同过滤算法 系统推送

偶尔借书的学生
借阅数据

教务和学工数据

协同过滤算法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

关联规则推荐算法

系统推送

人工推送

不借书的学生 教务和学工数据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

关联规则推荐算法
人工推送

3 图书推送系统设计

根据前面需求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需要

制定不同的数据源、推荐算法和推送方法，所以，

本系统的重点是对不同学生的分类以及制定各类

学生的数据源、推荐算法和推送方法，系统主要分

为数据采集、读者分类、推荐计算和图书推送四个

步骤，如下图。

图 1 学生阅读个性化推送系统运行步骤图

3.1 数据采集

首先准备推荐系统计算需要用到的数据，数据

来源于整个学校与学生相关的各个信息系统和部

门。主要包括：来源于图书管理系统的读者信息和

借阅数据；来源于 OPAC图书检索系统读者行为数

据；来源于教务系统的教务数据；来源于各个学工

部门的学工数据。这些数据是支持后面进行读者分

类和推荐计算的基础。

3.2 读者分类

根据前面的阅读需求分析，本系统需先对学生

读者分为经常借书、偶尔借书和不借书三类，以便

针对性制定推荐算法和图书推送方法。下面给出一

个分类的标准（仅供参考）：通过借阅数据把平均

年借书量大于等于 12本图书的学生分为爱看书类；

借阅数据中平均年借书量低于 12 本图书，同时通

过教务数据把未超过 3门课程不及格的学生分为看

书少类；通过教务数据把超过 3门课程不及格的学

生分为不看书类。至于平均年借书量大于等于 12

本图书，同时超过 3门课程不及格的这种情况极少，

在此不予考虑。

3.3 推荐计算

根据上一步的读者分类，对不同分类学生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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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数据源、推荐算法以及推送方法。

首先是爱看书的学生，已有足够借阅数据和行

为数据，此类学生可以用常规的推荐算法（以协同

过滤算法为主）计算其感兴趣的图书。

然后是看书少的学生，借阅数据和行为数据不

足，所以还需用到教务和学工数据，根据数据的比

重，把主要的推荐算法（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内容

推荐算和关联规则推荐算法）相结合来计算其感兴

趣的图书。

最后是不看书的学生，完全没有借阅数据和行

为数据，只能通过教务和学工数据来进行计算，此

类学生用基于内容推荐算和关联规则推荐算法计

算其可能感兴趣的图书。

3.4 图书推送

这一步同样是根据不同的读者类型推送的方

法也不一样。

首先是爱看书的学生，因其热爱阅读，自然也

会关注图书咨询，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一些读者服务

软件进行图书推送（系统推送）。

然后是看书少的学生可能会知道一些图书咨

询的窗口，但很可能不会关注，可以通过图书馆读

者服务部和学工系统进行人工推送图书，同时也可

以进行系统推送，也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最后是不看书的学生，很可能图书咨询的窗口

都不知道，就只能通过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和学校学

工系统进行人工推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

辅以一定的阅读激励措施。

以上就是图书推送系统的总体设计，系统框架

图如下。

图 2 学生阅读个性化推送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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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阅读个性化推送系统主要构成

是图书推荐系统。以推荐算法为核心，以学生相关

数据为基础，完善数据源的收集以及图书推送方

法，是一整套适合高职院校学生图书个性化推送的

体系。本系统只是研究出一个框架，最主要的特点

是能够对那些不阅读，甚至是不学习的学生产生作

用，使其有可能拿起书本，对提高高职院校教学质

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系统还有很多细节还需进一步研究，比如：

不同系统和部门的数据是否都可以整合起来进行

协同过滤计算；不同系统和部门的数据如何建立关

联规则；需要收集不同系统和部门哪些具体数据；

人工收集数据和人工推送在业务实现上的一些细

节，以及整个系统的实现等，期待志同道合者共同

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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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内法规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蒋元利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作者简介] 蒋元利（1970-），男，湖南道县人，副高职称，主要研究方向：园艺技术。

新时代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性是

最高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内法规是确保

党性和人民性得以贯彻的制度保障，在政治建设中

居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地位，在新时代政

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党内法规确保党性和人民性原则

得以贯彻落实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产物，任何政党都有

自己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们规定并

反映着该党的性质，在理论上实践上形成区别于他

党的固有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党性。所以，党性是

党员忠诚于党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是已经内化为

信念和情感、外化为行为取向的对党忠诚，表现在

价值追求和使命感上。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中

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具备完整的现代政党

特征：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纲领、

组织纪律性；政党和政权紧密相联，因而党性内容

主要是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党的宗旨、群众路线、

民主集中制、对错误思想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等，它

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测量党性强弱的根

本尺子是公私立场问题，而党性与人民性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党性以人民性为基础，人民性以党

性为升华。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得以运行的制

度保障，把党的性质、宗旨、路线、方针、政策所

体现的党性、人民性原则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展

现出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结合党情、国情、社

情和时代发展要求，对党内法规进行了一系列保

留、修改、充实、增添、完善，形成了以党章为根

本法的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包括党章、准则、条

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禁令等，都是贯彻

落实党性、人民性原则的“立德”、“立规”——中

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内根本法，是党的性质的总体

现，对党性、人民性原则的总概括；准则对中共党

员展现党性原则的行为进行规范；条例是对章程、

准则的细化，数量最多；规则主要是对党员、党组

织的党务工作进行规范；规定是具体的行为限定；

办法是对一些党务、政务工作的方法措施进行指

定；细则是对党的某些工作从程序上步骤上进行规

范。可见，党内法规是为了确保党性和人民性原则

得以贯彻落实而制定的，对党性、人民性原则从宏

观到微观、抽象到具体、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多方位、

多层次地保障。

党内法规是制度，必须用合适的机制来贯彻落

实，强化执行力是关键，我们要警惕发生“法规挺

丰满，执行很骨感”的空转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严

肃地指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那就会

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

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

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2017年 6月，中共中央

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从指

导思想、总体目标、加快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

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明确

要求、作出统筹部署。事实上，2012年以来中央逐

步完善强化党内法规建设，是以落实反腐三部曲的

“不能腐”为牵引的，旨在从党纪法规制度上下手，

步步深入、层层递进地构筑“防火墙”、“防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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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带”，改变过去那种利用权力来参与“分配”

的状况，以确保贯彻落实党性原则为主要目的。在

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上，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

哪个人的家臣，党员干部之间构建各司其职的规矩

的上下级关系、清爽的同志关系，与企业家老板是

“亲、清”的政商关系、公事公办的朋友关系，党

和政府内决不允许搞人身依附的政治攀附小圈子，

“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

2 党内法规在政治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各

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

成的特定关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

其行为的社会力量。十九大要求“必须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

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

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党的

政治建设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政党政治色彩，即以

政党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涵盖党性、人民性、党和人民命运与共三个层

面：

一是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性是

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音、立德的基石。”党性

是最高的政治，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的增长而

自然增强、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升高，党性需要不断

地锤炼；党性包括社会主义道德，“道德上站不脚

的，政治上一定站不住脚”，社会主义道德纳入政

治考虑范畴，这是由政党性质、政治制度决定的，

所以提拔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着眼于“立德”，做忠诚干净

担当的党员、干部。党性的最高政治属性决定了党

性教育的重点应是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行教育、

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

二是人民性。一方面，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革

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领导与执政地位

问题；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政权的核心又是人

心问题，能否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思考、行政执法和

治理服务，本身是政治立场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

“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

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共产党员最大的道德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共产

党人要用道德赢得人心”。另一方面，政治人必须

“数人”。人心向背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有人

形象地说：企业家“数钱”、政治家“数人”。企业

家要赚钱；政治家看重拥护政治主张的民众多寡，

要民心、要共识，把“数钱”作为“数人”的重要

手段。统战工作条例规定统战的本质和主题是大团

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问题，主要功能是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改变力量对

比。

三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党性、人民性的统一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

主要内容。党风的核心问题是党群关系，党群关系

是党的执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对党的

政治建设产生多方面的功能：其一，政治建党、制

度治党。习近平总书记严肃地指出：“身为党员，

铁的纪律必须执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

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关党长期执

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共产党员而言，纪律是不可

逾越的底线，绝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珠峰

之巅”。每一名党员举起右手攥紧拳头、面向党旗

宣誓，就表示完全认同党的章程，无条件接受党规

党纪的约束。惩治极少数、管住大多数；坚持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运用“四种形态”、防微杜渐；

政治上有问题，一票否定；廉洁上有硬伤，坚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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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这个层面，廉政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功能

十分明显。其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按照

“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

原则，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

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

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三，党内

法规必须强调质量。方向正确、内容科学、程序规

范，保证每项党内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

得了，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

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在这个层面，

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问责条例、巡

视工作条例、中央八项规定、六大纪律可谓功不可

没。

3 党内法规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

党史显示，中国共产党是淘汰率最高的政党，

吐故纳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标准；党越加强政治

“挂帅”、政治建设，战斗力就越强；党始终保持

坚强的战斗力，重要原因是以政治建设为龙头、思

想建设为基础的组织建设常态化。我们党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毫不含糊

地去解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第一，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众多案件教训

告诉我们，那些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游离于组

织之外，幻想一边享受党员身份带来的光环，一边

却不受纪律和规矩的约束，当“自由人”“特殊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组织上先定人，别的材料以后

补交”是典型的“把组织摆在首位”的错误思想行

为，这是导致假档案、假文凭、假资历、假身份的

关键因素。第二，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

要任务。“四个意识”的“大局”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整体大局；“核心”

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

定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看

齐”是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齐。第三，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第四，人民的拥护是党的领导和执政

的最重要的根基。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核心是

公私问题，是站在公家立场还是自私立场来说话、

思考、行动，涉及政治立场问题，那些为官不为、

“新官不理旧事”、重审批轻监管，或随意性、趋

利性、选择性地行政、执法、治理、服务，或把任

职地资金挪到家乡搞“开发”，或悉数为身边勤杂

司乘人员封官许愿等，都包藏私心，人民群众是有

意见的。第五，坚决净化政治生态。建国初，毛泽

东同志的话发人深省：“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官吏一个个

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

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

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全面彻底肃清被查处的本地区本单位贪腐分子的

流毒遗毒，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重点查

处阳奉阴违、门调高不落实的“两面人”，防止“四

风”回潮。第六，逐步提高政治领导本领，即学习

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

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

驾驭风险本领。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内法规建设提

供了新要求。一方面，突出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性问

题是以执行“立德立规”的党内法规为排头兵的。

例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普通党员提

出四个方面的要求：公私问题、廉腐问题、俭奢问

题、取舍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除做到普通党员

的四个要求以外，另增加四个层面：廉洁从政、用

权、修身、齐家——廉洁与自律。另一方面，政治

建设的统领性要求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严。十八大以前农村党建“空心化”、社区党建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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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企党建虚化、高校党建弱化、私人企业党建

边缘化、“七个有之”的顽固存在，党内法规的完

善是落实从严治党的具体化、法规化，有很强的针

对性、操作性，因为党作为一个世界级特大党，如

果没有坚定理想信念宗旨、高尚道德情操的“立德”

及严肃执行党纪处分的刚性“立规”，那将是一盘

散沙。“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两者都不可少。

此外，充实党内法规内容，目的是改变过去“隔墙

丢鞋子，打到谁，谁倒霉”；“常在河边走，哪有不

湿鞋”；“要么是孔繁森，要么是王宝森”；“要么没

事，要么双开，送司法处理”等境况，实现全方位、

无死角的党纪党规覆盖，禁绝买官卖官、门宦式拉

帮结派“圈子”、“小人得势”、权力“寻租”、“当

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唯上不唯下等扭曲的权

力观。

提高党内法规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作

用和地位，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的根本要求。提高党内法规在新时代党的政治

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有利于建立正确的权力

观、世界观，而且对保护党员干部，促进党内形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切为了人民”的政

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黄乐佳）

蒋元利：论党内法规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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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国家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力

量，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校企合

作办学对培养学生职业技术能力、扩大创新就业和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

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

力，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我国目前职业学校专

任教师规模达 129 万人，“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

教师比例超过 50%。“双师型”教师在校企合作办

学中承担“纽带桥梁”作用，对深入校企合作、深

化产教融合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建设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和双师型队伍建设机制，实

现校企双方共赢局面，为社会产业发蔚县培养高质

量的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1 “双师型”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内涵把握不准确，认定实施缺乏标准体系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双师型”教师的概念、

内涵、标准等存在多种不同的见解，包括“双职称

论”、“双能力论”、“双融合论”等，虽然丰富了“双

师型”教师的内涵，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带来困扰。在此背景下，以往“双

师型”教师认定时容易出现认定标准内容简单化、

技术资格证书化等现象，过于注重职称、执业资格、

技术等级等。另一方面，“双师型”教师认定不同

于职称评审，职业教育政策要求“双师型”教师数

量比例，导致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降低或放宽认定

标准现象，让一些不具备“双师”能力的教师获得

“双师型”教师身份，从而偏离了“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价值。2019年 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提出了

“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标准和具体要求，不可简单

地将“双师型”理解为“双职称”或“双素质”。

2022年 10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职

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简称《通

知》），首次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双师型”教师的基

本标准，明确了“双师型”教师认定范围和基本条

件，同时也指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具

体情况进行修订本级“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实

行分类评价，并适时调整完善。“双师型”教师从

基本概念提出，到当前提出标准，经历了多年探索

与实践，标志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从顶层规

划走向具体实施，进入实质性阶段。基于国家层面

“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如何挖掘校企合作平台

资源，从企业中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资源，各

省市及职业院校尚在积极探索过程中，总体聚焦如

何针对本地职业教育特点，健全“双师型”教师认

定实施标准体系，细化认定标准与程序，指导开展

分层分类评价。

1.2 结构来源较单一，专业能力水平有待提高

近年来，在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文件的支

持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成效较为显著，多

数高职院校也根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求与

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双师型”教师

认定。国家层面“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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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认定标准不统一的困境，然而

当前校企合作过程中聘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中，

依然存在着结构来源单一、职业能力素质偏低等现

实问题。一是囿于人事管理制度，校企双方师资力

量双向互通受阻，教师来源结构单一。当前职业院

校的“双师型”教师多来自于学校自身的专业教师，

而企业中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等因学

历、年龄等原因无法成为“双师型”教师。二是“双

师型”教师职业素质能力不足，缺乏适应现代职业

教育发展体系的教学理念。现代职业教育要求服务

学生全面发展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而“双师型”

教师对职业教育改革认识不深刻，新的职业教育理

念尚未形成。三是“双师型”教师“高学历化”现

象突出，缺乏实践教学能力，不能适应教学需要。

高职院校在选拔和聘用师资力量时，将学历作为基

本条件，导致企业中高水平的技术人才难以引进，

而多数刚毕业的硕士、博士生缺乏企业实践经历，

企业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实践技能严重缺失，校企合

作平台在提升教师实践技能作用有限，导致“双师

型”教师擅长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能力受限。

1.3 创新成果不突出，亟需建立校企培训体系

由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公益属性与企业

追求经济效益行为冲突，导致校企合作在实践过程

中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校企合作不深入、命运共同

体尚未形成、职业教育适应企业需求能力不强、校

企合作有效模式不足、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力不足

等。“双师型”教师是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关键力量，

校企合作面临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开

展实践教学成果创新和科技创新服务。在当前校企

合作实践中，“双师型”教师在利用校企合作平台

开发课程教学资源、一流专业建设和服务企业创新

发展等方面的成果不够突出，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有限。另外，来自学校的“双师型”教师

一般难以深入企业参加生产实践，缺少专业技术技

能考核要求，从而导致来自学校的“双师型”教师

实践能力普高提升不足；而来自企业的“双师型”

教师缺乏有效措施开展系统教学能力培训，其教学

能力也难以提升。“双师型”教师的培训体系和机

制并不完善，面临优质培训资源不足、高水平职教

师资培训基地不够、高素质专业化培训者团队缺乏

等现势困境，从而无法对“双师型”教师开展职业

教育的教学理念转变、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等系统

全面的培训。

1.4 考核评价形式化，教师评聘机制有待健全

“双师型”教师的考核评价既要体现出考评双

师素质能力，还要突出激励引导作用。当前职业院

校对“双师型”教师的考核多依赖于技术资格证书、

职称等显性评价指标，而忽略实践教学能力、课程

资源建设能力等“双师型”教师核心能力水平，导

致考核评价流于形式化，无法真正评价“双师型”

教师能力。一是考核评价标准偏低，内容单一，形

式简单，多聚焦评价“双师型”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得职业资源证书

等，对“双师型”教师标准、内涵理解不深入，评

价标准偏低。二是“双师型”教师分层分类、实践

可操作的定量化考核评价体系欠缺。不同层次、不

同水平的“双师型”教师所具有具备的知识、能力

和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应该要开展分层分类评价；

“双师型”教师评价通常采用优秀、合格、不合格

三级等级评价方式，缺乏对“双师型”教师在师德

师风、教学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社会创新服务能

力等方面的定量化评价，宜从“双师型”教师的基

本素质能力、知识、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定性与定

量评价相结合考评机制。三是缺乏实质性的激励措

施，“双师型”教师的激励引导实效性不足。当前

对“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质性激励措施，多体现在

“优先推荐”、“优先参加”、“优先进修学习”等软

性激励，而缺乏薪资、福利、职称提升等硬性激励，

导致教师对认定评价“双师型”教师积极性不高，

对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内在追求愿望不强烈。

1.5 管理制度不完善，亟待健全双师标准体系

近年来，面向职业发展改革需要，推进职业教

杨杨：校企合作模式下“双师型”教师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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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培养与社会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国家教育

部、财政部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建

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推动校企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从而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囿于校企合作现实困境以及政府在政策引导

及保障机制缺位，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双师型”教

师队伍评聘在认定选拔与聘用、考核评价、长效动

态管理等方面依然需要进一步健全机制，服务“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针对不同地区与行业，

缺乏“双师型”教师的认定与聘用多元化标准。尽

管相关政策文件对“双师型”教师的内涵有了一致

认识，也制定出台了国家层面的“双师型”教师认

定标准，但是这仅仅是最低标准要求，无法满足职

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要求。鉴于

校企合作、产业发展现势需要，不同省份及职业院

校对“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必将呈现多元化需求。

二是缺乏“双师型”教师认定、聘用、考核评价全

过和管理体系，重认定轻考核现象突显，政策文件

引导机制缺失。三是“双师型”教师长效动态管理

机制缺失。“双师型”教师的职业技能水平应该是

个动态概念，随着社会发展、校企合作形式而创新

发展。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追求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

发展，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新兴技术、新兴产

业不断涌现，这均要求“双师型”教师关注提升自

身职业能力素质，适应社会对职业人才的具体需

求。

2 校企合作模式下“双师型”培养

途径

2.1 准确理解“双师型”内涵，建立健全认定

聘用标准体系

《方案》和《通知》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双

师型”教师的基本内涵，强调了“双师型”教师在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要求，规定了“双师型”

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更加明确和行之有

效的认定标准和实施办法。要准确把握《通知》中

对“双师型”教师认定的精神，不能简单地将“双

师型”教师等同于“双证”、“双资格”教师。这就

要求各地充分研究新形势条件下区域产业发展特

点，立足校企合作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目标，

探索研究从合作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职院校

的专业教师中科学遴选兼职教师的标准和认定办

法。从“双师型”教师准入、认定标准、聘用、建

设方案和实施方案等进行整体综合考虑，建立健全

“双师型”教师从认定到聘用、管理的全过程标准

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双师型”教师素质能力。

2.2 挖掘校企合作资源平台，发挥“双师型”

教师关键作用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校企双

方资源优势，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企业生产实

践，掌握最新的前沿技能操作方法、技术流程等，

从而可以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专业技能人才，让学生

在社会就业市场上具备竞争力。“双师型”教师在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中需要发挥关键力量与作

用。一是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开展多样化的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双师型”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多

样化学习，让学生掌握企业生产实践所需要的技术

技能。二是深入挖掘校企资源平台，聚焦实践课程

资源建设，将企业先进的设备、工艺和技术流程等

引进到实践课程教学中，“双师型”教师要发挥教

育教学改革引领示范作用。三是通过校企合作平

台，“双师型”教师参与企业岗位生产实践，开展

科研创新活动，解决企业面临的科研难题，发挥“双

师型”教师服务企业和服务社会的作用。四是聚焦

行业未来发展和校企合作面临问题挑战，创新校企

合作模式、深化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服务未来产

业、企业发展，发挥“双师型”教师在校企合作中

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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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基本标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要



教师素质能力

面对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新要

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转型升级，如何提

升“双师型”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当前职业院校

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开展“双师型”教师培训，

提升“双师型”教师素质能力，是深化新时代职业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以需求为

导向，充分利用校企合作资源，建设一批“双师型”

教师培训基地和教师发展中心，突出服务发展双师

素质能力，重点培训教师职业教育发展理念、行业

发展趋势、“三教”改革能力以及科学研究能力。

二是对接职业教育发展目标要求，聚焦行业企业发

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更新培训的知识技术

内容，强化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重点突出信息

化技术的运用、课程资源开发建设等，推进“双师

型”教师利用企业生产实践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转

化。三是创新教师培训模式，综合分析不同专业背

景的教师未来发展需求，联合企业、政府、行业协

会等力量，开展在线培训、企业跟岗研修、研修访

学、返岗实践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四是建立健全“双

师型”教师分层分类培养机制，针对不同专业特点

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的需求，系统设计特色

鲜明、内容针对性强的培训课程体系，建立“双师

型”专业带头人、工匠名师、青年教师等、“双师

型”教学创新团队等系列培训制度。

2.4 推进分类分层多元考评，推进双师评估指

标体系建设

“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直接影响到“双师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质量，职业院校应该充分发挥绩效

考核指挥棒作用，结合校企合作实际情况，建立健

全“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公平、公正、量化的考核

评价与激励奖励机制，激发校企合作潜力。一是不

断完善“双师型”考核评价标准体系，体现学院发

展目标以及教师个人发展目标，学院发展考核内容

上突出专业发展建设能力、学校办学育人能力等，

教师个人发展考核目标要充分考虑“双师型”教师

特殊性，突出“双师型”素质能力考核评价。二是

创新“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突出教师的业绩贡

献和能力水平，强调学校发展目标与自身发展有机

融合，通过绩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教师待遇

差异化，激励教师积极作为。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

分级、分类考核评价与管理体系，针对不同专业、

不同等级的“双师型”教师要求具备的知识技能、

贡献、责任与义务等，构建教学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分层考核评价管理

体系。四是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第三方

评价等多元参与的“双师型”教师评价考核体系，

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3 结语

“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力量，建设一批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依赖完

善的政策保障制度，完善的制度管理体系有助于

“双师型”教师持续健康发展。“双师型”教师的

资格准入机制、认定标准与实施办法是师资队伍质

量的基础与根本保障；“双师型”教师在聘用过程

中，要注重发挥其在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课程资源

建设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要注重提供平台与

培训体系，帮助“双师型”教师提升素质能力；完

善“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保障教师薪酬福

利、情感等激励待遇，是“双师型”教师持续发展

的动力来源。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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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户对汽车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汽车零件

的制造质量亟需提高，作为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之一的活塞销的可靠性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影

响整机可靠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的活塞销生产

企业绝大多数采用人工抽样的方式，来实现活塞销

长度和倒角的检测。随着汽车制造行业的发展，日

益提高的零件质量和日益增大的产量，质量管理的

控制，由零件的抽检发展成为全检，应用游标卡尺

等一些传统的测量方法已不再适用，远远满足不了

实际生产中的检测需求。目前针对在活塞销生产过

程中的长度和倒角检测的研究几乎没有。落后的活

塞销检测方法、设备是行业发展的瓶颈，处于比较

落后的状态，不能满足生产实际的需要。

因此，寻求一种新型活塞销长度、倒角几何尺

寸检测方法，并设计集供料和激光打标于一体的机

电设备，是活塞销生产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1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设计检

测精度说明

图 1 汽车活塞销剖视图

本研究主要检测项目是图 1中的活塞销两端的

倒角和长度尺寸，从图中可以看出长度和倒角的公

差要求不高，但在实际测量时，长度检测难度较大，

属于大尺寸检测问题，且要求检测系统的精度高，

以长度为 53.5mm 的活塞销为例，技术要求测量公

差为 mm，即要求合格活塞销测量结果数据

处于最小极限尺寸为 53.3mm 和最大极限尺寸为

53.5mm 之间，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定性，

就需要保证测量传感器的精度至少达到 0.01mm，

考虑到系统的测量误差，当产品的尺寸数据处于公

差带范围附近，较低的系统测量精度将导致检测的

误判或错判，整个系统的测量精度需达到 0.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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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证测量数据结果的稳定性。同理，要求倒角

的检测系统精度也需达到微米级。

综上，对活塞销检测系统的检测精度提出了较

高要求，因此，设计活塞销自动光学检测系统的技

术关键难点是高精度尺寸测量的技术解决方案和

活塞销的自动连续供料方式。

2 活塞销检测系统的要求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活塞销检测系统须满足

以下功能：

（1）检测方式为在线检测，检测系统独立安

装到活塞销生产线上，作为生产线的一部分须满足

生产线的节奏要求；

（2）检测使用对象为外圆尺寸 17-30mm，长

度 45-72.9mm 的活塞销；

（3）两个检测项目，长度检测和倒角检测，

精度要求：长度尺寸重复测量精度要求±0.012mm；

两端面倒角：倒角±0.1mm/倒角有无；

（4）检测速度要求 40pcs/min；

（5）设备功能包括活塞销自动供料、尺寸自

动检测和激光自动打标。

2.1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图 2 活塞销检测系统流程图

活塞销检测系统的流程如图 2所示，首先将杂

乱无章的活塞销理顺供送到检测工位，先进行长度

检测，再进行倒角检测，将检测结果传输到上位机

软件进行分析，合格的产品自动进入无心精磨生产

线，不合格产品将被剔除到废料箱中处理。从设计

要求中可以得出，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需完成

的功能较多，是典型的集光机电为一体的产品。系

统主要包括自动上料系统、大尺寸长度检测系统、

倒角检测系统、控制系统等。其中关键问题是大尺

寸长度和倒角的检测系统设计与自动上料系统机

构创新设计。主要由自动供料、长度检测、倒角检

测、电气控制、不良品剔除装置、激光自动打标系

统组成。

2.2 长度检测系统设计

图 3 长度检测流程图

长度检测流程如图 3所示，长度检测系统从测

量转轮将活塞销送入检测工位开始，活动气爪在气

动系统驱动下，开始从原点出发，进行直线运动，

在接触到活塞销时停止运动，并由 GT2-H32的光栅

传感器读取活动气爪的移动距离 X，在 GT2-71N数

据处理程序中，通过如下公式（1）计算出活塞销

的长度。通过串口通讯模块，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数据处理软件中，与系统设定的长度数值进行比

较，合格的活塞销，若倒角检测也合格，将送入到

厉佐葵：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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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销无心磨削生产线；检测不合格的活塞销将经

由剔除系统进入废料箱中。在活动气爪的作用力

下，测量转轮上的活塞销将停靠在固定气爪处，此

时，也为完成了倒角的检测和打标确定了位置。

以基恩士高精度接触式光栅尺传感器为光学

尺寸测量组件核心，通过气爪的往复运动实现对活

塞销长度的测量，为避免长时间的夹持测量磨损，

夹持杆采用钨钢棒材质。

气爪距离设为 L1（定值），利用气动系统驱动

测量气爪，测量卡爪的位移量 X（实时测量数据），

上位机根据式 1计算出活塞销的长度值 L。

L=L1-X （1）

高精度光学尺寸测量套件主要由光栅位移传

感器 GT2-H32、串口通讯组件 DL-RS1A、放大单

元 GT2-71N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4所示。

图 4 长度检测系统功能硬件框图

2.4 活塞销倒角检测系统设计

自动光学图像倒角识别系统用两台高速动态

工业相机测量倒角大小尺寸或有无倒角。活塞销倒

角测量，首先分析相机抓取到的图像，定位到需测

量倒角的位置，再测量倒角的尺寸。

基于机器视觉的倒角识别系统由硬件和软件

系统组成，下文简单介绍自动光学图像倒角识别系

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2.4.1硬件设计。自动光学图像倒角识别系统的

主要部件是镜头和工业相机组成的图像采集装置、

进行图像处理的工控机、改善拍摄条件的 LED 光

源灯、提供工位的测量转轮等。如图 5所示。

图 5 自动光学图像倒角识别系统

（1）工业相机和镜头。倒角识别测量系统釆

用 2台工业照相机进行拍照，分别采集活塞销两端

倒角的图像信息。获得的数据通过千兆网接口传输

到上位机。工业相机可选用 30 万像素，成本可以

较好的控制。

（2）上位机。本系统的上位机采用了工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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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图像分析和处理的核心，担任着对拍摄图像

信息分析处理的任务，从而完成对活塞销倒角尺寸

的测量，并根据在软件中设置的参考尺寸标准做出

活塞销是否合格的结论，并根据处理结果发出控制

指令给废料剔除系统。图像分析处理软件是整个倒

角测量系统的关键核心，上位工控机通过千兆网接

口直接与照相机连接，节省了传输环节，可对下位

机发出指令。

（3）辅助光源及背景。活塞销生产线现场环

境并不能满足工业相机拍摄的条件，因此，工业相

机对面，测量转轮的位置，布置了 LED 背景光源

灯，以改善图像采集的光线环境，尽量避免由于光

线不足、背景不纯带来的各种干扰，提升图像信息

的质量，便于上位机软件对图像信息的分析和处

理。

（4）输出设备。上位机可将软件处理结果输

出到显示器、打印等设备，工作人员可实时查看和

分析测量结果，特别是软硬件的运行情况，通过对

测量结果的误差分析来进一步控制测量精度。

2.4.2软件设计。倒角检测系统模块如图 6。

其设计步骤如下：第一步，排除干扰背景，提

取出包含倒角的图像。设置一个感兴趣区域，排除

上边缘的黑色背景，将图像二值化，然后提取最大

面积的黑色图像块，即得到包含倒角的子图像块。

第二步，提取倒角图像块的轮廓。分析轮廓的

曲率，找到曲率变化比较大的位置，排除图像轮的

直角位置，则得到倒角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第三步，测量倒角的弧长。首先对倒角区域的

矩形块进行仿射变化，将图像校正，使得活塞销的

下端面在图像中成水平位置，将下端面轮廓拟合成

一条水平直线 L，倒角开始的位置为 P，通过点到

直线的距离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倒角的弧长。

第四步，多组图像测量结果，通过测试结果验

证本方法测量活塞销倒角弧长稳定性和可靠性。

图 6倒角检测系统模块结构图

图 7（a）是在实际测量中有倒角的活塞销图片

样例，图 7（b）是没有倒角的活塞销图片样例。

图 7 拍摄图片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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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设备机械系

统设计

活塞销检测包括长度检测和倒角检测两个方

面，因此检测系统也应包括长度检测系统和倒角检

测系统。如图 8所示，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由

活塞销长度检测系统、活塞销倒角检测系统、复合

型多级推板上料系统、电气控制系统、上位机（工

控机）组成。

3.1 复合型多级推板快速供料系统设计

活塞销外形规则，不同的主机厂活塞销规格完

全不同，而且活塞销无心磨工艺要求供料系统以

40pcs/min 的速度不间断供料，不允许供料系统出现

断料现象，否则将造成无心磨床无心磨尺寸超差，

产生不合格产品，因此对供料组件的速度、稳定性

提出了较高要求，需具备以下技术特点：单次无间

断供料，速度不得低于 40pcs/min；兼容多批次规格

活塞销；单次上料不低于 200KG。

为实现上述技术要求指标，尽可能减少人工

加料的频次，快速供料环节采用多级分批次逐级

供料，以推板 4 级送料、伺服电机驱动丝杆提升

为核心的复合型推板快速供料组件。自动上料系

统由一级料仓区，二级气缸顶料区、三级叉板顶

料区组成，四级推板送料区、五级丝杆送料区、

六级待料区组成。

图 8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三维模型

3.2检测系统关键机构设计

3.2.1测量转轮系统结构设计。测量转轮系统是

检测系统的关键部件，主要有伺服电机、测量转轮

和测量挡板组成如图 9所示，直接由伺服电机驱动

测量转轮，当安装在六级待料区处的转轮转动接近

光电开关检测到活塞销时，控制系统控制伺服电机

转动，当安装在长度测量工位上的物料感应传感器

检测到活塞销时，伺服电机暂停 0.5秒，同时长度

检测系统开始对活塞销长度进行测量，长度检测完

毕，此时活塞销位置基本伺服电机继续转动，带动

活塞销到达倒角检测工位，工位上安装的检测传感

器同时发出信号给工业相机、LED背景光源灯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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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打标机，同时下一个活塞销进入到长度测量工位。

图 9 测量转轮系统三维模型图

测量转轮系统核心组件是 8 等分的 V 型槽转

轮，在测量转轮 V型槽处实现活塞销的长度、倒角

有无的测量识别。V型槽能安装不同外径尺寸的活

塞销，适应项目的要求。为了提高供料和检测系统

的效率 V型槽转轮直径为φ300mm，为减轻转轮的

重量和运动的平衡性，在槽轮的轮盘上设计了 24

个直径为φ24mm 的通孔，为保证槽轮的强度槽轮

与槽轮轴设计成整体式结构。

3.2.2 剔除系统机构设计。剔除系统由剔除机

构、不良品盒组成的，结构简单，如图 10 所示，

却是分选系统的重要部件，担任分选的执行工作。

图 10 剔除系统三维模型图

剔除机构由执行气功气缸、下料滑板组成，由

上位机直接控制。工作原理如下：检测装置将长度

和倒角的信息数据采集好，输送到上位机，上位机

进行相关数据分析处理，当活塞销长度检测不合

格，或活塞销倒角检测不合格时，或长度与倒角均

不合格时，上位机发出信号，驱动剔除气缸伸出，

带动下料滑板旋转一定角度，此时，检测不合格的

活塞销在下料滑板引导下，进入到不良品盒；当活

厉佐葵：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设计与研究

78



第 22卷第 1期 湖南农业职业教育 Vo1.22 NO.01
2023年 07月 Huna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Jul 2023

塞销长度、倒角检测均合格时，执行气缸不动作，

下料滑板也不动作，活塞销将被送至无心磨生产

线。

4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设备控制系

统设计

4.1控制系统流程图

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设备的控制系统主要针

对多级上料系统、检测系统和剔除系统。控制系统

原理框图如图 11 所示。供电电压为交流 220V，

50hz。位于光学分选机的电控箱设置的保险盒及 3

路空开分别控制分选机总电源，2 路伺服电机，1

路步进电机。

操作主操作面板的启动按钮后，若主调节压力

显示阀的压力值不低于 0.6Mpa，慢起阀受 PLC 控

制系统控制下缓慢逐步升压，直至稳定至预先设定

的 0.5Mpa。

图 11 控制系统流程图

第 22卷第 1期 Vo1.22 NO.01
2023年 07月 Huna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Jul 2023

湖南农业职业教育

79



工作效率受到执行元件特别是执行气缸的速

度和通电时间限制，经过多次计算和试验，给定了

系统的各个元件的最佳参数。其中，检测速度的关

键在于上料速度的影响，试验中上料速度调快时卡

料现象增多，排除故障的时间大大增加，反而降低

了工作效率。通过多次反复测试，找到了复合型多

级推板快速供料系统的最佳供料速度基本可以稳

定在 40 pcs/min。

因此设备的工作效率可高达 40 pcs/min。而此

前一名熟练工人的抽检效率约为 10 pcs/min，单纯

的比工人抽检时工作效率提高了约 300%。且将原

来的抽检变成了现在的全检，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

量，具体如表 1所示，且替代了相关上料和打标操

作人员。

表 1 项目前后比较表

项目指标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检测方式 人工抽检 100%全检

检测速度 人工记件 不低于40pcs/min

检测内容 长度 长度、倒角

生产方式 人工检测、上料、打标 半自动

检测人员人数量 4人（非全检状态下） 1人（运维人员、全检状态）

5 样机试制与试验

根据设计图纸生产制造出样机，如图 12所示。

图 12 样机外貌和内部结构图

5.1 试验试样和设备

试验试样选用活塞销尺寸为外圆直径 17mm，

长度 53.5mm。样本总数 200个。

试验设备主要为：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试验设

备；游标卡尺；50-75外径千分尺；笔记本。

5.2 试验方法

5.2.1试验 1：多级自动送料系统可行性试验一

级料仓区，二级气缸顶料区、三级叉板顶料区，四

级推板送料区、五级丝杆送料区、六级待料区组成。

做了三次试验，在二级料仓中，倒入 20 个活塞销

试样，运转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试验设备观察运行

情况并记录，根据多级自动送料系统的工作原理，

在三级叉板顶料区的叉板作用下，活塞销基本能顺

利被送到四级推板送料区，在两组推板的作用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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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销顺利进入五级丝杆送料区，丝杆在伺服电机作

用下，送料卡爪提升并进入六级待料区，当待料区

料满时，系统能自动停止供料。将活塞销取走一部

分后，供料系统又能继续送料了。综上，经过 3次

试验，多级自动送料系统能够基本完成送料工作，

但是偶尔有活塞销处于竖立状态进入四级推板送

料区，并被送入到了五级丝杆送料区导致卡料。经

过多次更改推板的顶板结构，解决该问题。

表 2 料速度和稳定性试验数据表

试验序号 耗时（min） 效率（pcs/min） 试验序号 耗时（min） 效率（pcs/min）

1 6 33.3 6 5 40

2 5 40 7 6 33.3

3 5 40 8 5 40

4 7 28.6 9 5 40

5 5 40 10 5 40

5.2.2试验 2：多级自动送料系统送料速度和稳

定性试验。做了 10 次试验，在一级料仓中，倒入

200个活塞销试样，启动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试验

设备观察运行情况并记录。通过表 2的试验数据统

计可知，7 次试验耗时为 5 分钟，实际效率与设计

效率一致为 40pcs/min，2次试验耗时 6分钟，均因

为出现卡料现象，人工排除后试验继续，实际效率

33pcs/min；1次试验耗时 7分钟，原因是叉板顶料

区的叉板卡死，排除故障后试验继续，实际效率

28.6pcs/min。

5.2.3试验 3：尺寸检测精度试验。为了试验检

测系统的精度，本次试验选用高精度测量工具

50-75外径千分尺，测出试样的长度为 53.493mm，

倒角为 1.265mm。运用活塞销自动光学分选试验设

备对同一活塞销试样进行 20 次长度检测和倒角检

测，测量结果见表 3 和表 4，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整个检测系统精度高误差最大为 0.005mm，测量重

复精度为0.009mm。倒角的测量通过机器视觉完成，

测量重复精度为 0.004mm，由此可见，尺寸检测系

统精度高。

表 3 长度实际测量尺寸 千分尺测量值：53.493mm

试验序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试验序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试验序

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试验序

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1 53.495 6 53.497 11 53.493 16 53.494

2 53.495 7 53.496 12 53.493 17 53.493

3 53.494 8 53.493 13 53.495 18 53.494

4 53.496 9 53.493 14 53.497 19 53.491

5 53.493 10 53.493 15 53.488 20 53.493

表 4 倒角实际测量尺寸 倒角平均测量值：1.265mm

试验序号
实际测量尺

寸（mm）

试验序

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试验序

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试验序

号

实际测量尺寸

（mm）

1 1.265 6 1.265 11 1.265 16 1.265

2 1.265 7 1.266 12 1.267 17 1.265

3 1.265 8 1.265 13 1.263 18 1.265

4 1.264 9 1.264 14 1.263 19 1.265

5 1.265 10 1.265 15 1.265 20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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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本文针对活塞销分选的要求，设计了由长度和

倒角检测系统、自动上料系统和剔除系统组成的活

塞销自动光学分选系统，提高了活塞销的检测效

率，将活塞销检测方式由落后的人工抽检转变为自

动全检，提高了检测质量和效率，节省了人力资源，

实现了该工序的机器换人。

（责任编辑：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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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稻品种镉积累的差异性研究
丁芳林，张朝辉，颜淑婷，姜放军，邓育平，符子璇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技项目（21NYT03）；本院“双高”团队项目（02TD08）。
[作者简介] 丁芳林（1965-），男，湖南醴陵人，教授，主要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

近年来，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

中，稻米中镉、铅、砷等重金属含量的超标问题已

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矿种

较多，享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其中，镉常与

其它金属矿如：锌矿、铅锌矿等共生。在经过一系

列的矿产开发和金属冶炼后，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

镉被释放，并伴随着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废渣

直接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矿区和冶炼区周围水体和

大气的污染，进而镉通过大气沉降、污水灌溉、生

物粪便等途径进入农田土壤中，造成土壤镉污染。

土壤中的镉难以被降解，且容易被植物吸收并积

累，当植物体内积累过量镉后，会对植物的生长和

发育产生严重影响，食物中的镉最终也会随食物链

进入人体，对人体具有肾毒性、骨毒性和致癌性。

因此，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及稻米镉超标问题是国

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

湖南是水稻生产的适宜区域，自然条件优越，

稻作历史悠久，水稻种植技术水平高，也是我国重

要的大米生产基地。由于矿产开发、金属冶炼，农

田土壤受到了镉等重金属的污染，对稻米品质安全

造成了重大的威胁。薛涛等对 18个水稻品种对 Cd

的积累特性差异进行研究，筛选出 5个品种推荐为

湖南地区中低Cd污染农田适宜推广的Cd低积累水

稻品种;任树友等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了轻度镉污染

土壤种植 21 个水稻品种结果发现不同品种稻米镉

含量及富集系数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选用 50 个

不同水稻品种，在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长沙

县北山基地进行了田间试验，对 50 个主栽水稻品

种的镉积累特性进行了比较，筛选出了三个镉低积

累的水稻品种。同时，以湖南伊润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锡福牌农用生物酵素为实验材料，研

究了喷施植物酵素对糙米中镉含量的影响。研究结

果有助于指导湖南地区水稻的安全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2021 年 5~11月和 2022年 5~11月，在湖南生

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北山基地进行不同品种水稻

种植试验与施加酵素试验，试验区域位于湖南省北

部长沙县，隶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属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寒冷期短，炎热期长，

降水充沛，年均温 18.1℃。

1.2 实验设计

根据土壤理化性质、水稻品种分布，在研究区

内共布设 100个样点，协同采集土壤和水稻样品。

共涉及水稻品种 50个，包括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8

个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2 个基本覆盖了湖南地区主

栽的水稻品种。2021和 2022连续两年在北山基地

开展田间试验，同时开展了不同试验点土壤镉含量

测定和水稻品种镉吸收差异性试验。各水稻种植点

的土壤基本性质及试验品种信息见表 1。试验区域

面积为 1380 ㎡，按试验要求规划分区，小区做到

单灌单排，避免串灌串排，小区外围适当设保护行。

50个品种均重复两个小区，分别在分蘖期、抽穗期、

灌浆期进行喷施酵素。病虫害防治及其它各项田间

管理措施保持一致，且符合生产要求，由专人在同

一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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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样品处理与测定

田地土壤调查与水稻样品采集遵循随机等量

原则，由于土壤本身存在着空间分布的不均一性，

为更好地代表取样区域的土壤性状，采用以地块为

单位，多点取样，再混合成一个混合样品。根据

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规定，我国糙米镉含量≤0.2mg/kg。由于稻米中

的镉含量低，需要采用灵敏的分析方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镉具有灵敏、准确、选择性好、

检出限低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糙米中镉含量的测

定。

1.3.1土壤中镉含量的测定。将每份土壤样品烘

干 ， 研 磨 过 筛 ， 烘 干 至 恒 重 ， 精 确 称 取

0.2000±0.002g，依照 GB/T17141-1997《土壤质量铅、

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土壤 pH采用水土比 2.5:1玻璃电极法测定。

1.3.2稻米中镉含量的测定。在稻谷收获、晒干、

脱粒后，从各处理的样品中分别通过四分法取样不

少于 400g，然后用砻谷机将每份材料进行脱壳，挑

选成熟充分的糙米（去除发霉或未充分成熟的材

料），用万能碾碎机将所选的糙米打磨成糙米粉。

然后将米粉样品过 60目筛，于 80℃烘箱中充分烘

干后，精确称取0.3000±0.002g，依照NY/T1100-2006

《稻米中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进

行测定。具体实验方法如下：准确称取按照 1.3处

理的大米样品 0.3g于聚四氟乙烯坩埚，加入硝酸+

高氯酸+氢氟酸混合性氧化酸进行湿法消解，消解

完毕后，加水定容至 10mL容量瓶，将定容后的溶

液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进行测定。

1.4 数据分析

水稻大米对镉的吸附性通过试样中镉含量计

算，公式为 X=（c1-c0）V/1000m，式中：

X—试样中镉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或毫克

每升(mg/kg或 mg/L)；C１—试样消化液中镉含量，

单位为纳克每毫升(ng/mL)；C０—空白液中镉含

量，单位为纳克每毫升(ng/mL)；V—试样消化液定

容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m—试样质量或体积，

单位为克或毫升(g或 mL)。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

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2 实验部分

2.1 试剂与仪器

试剂：硝酸、盐酸、高氯酸、氢氟酸为优级纯，

所有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仪器：普析 TAS-99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附

石墨炉）、PERSEE镉空心阴极灯、ESJ120-4B万分

之一天平、HeraeusD-6450马弗炉、HeraeusD-6450

恒温干燥箱、HL-250型高速多功能粉碎机、电炉、

ZRＪＭ－2199全智能精米机。

标准物质：（坛墨质检-标准物质中心）镉标准

溶液（1000μg/mL），经过国家的认证授予标准物质

证书。

2.2 稻米样品

表 1 试验品种信息

编号 品种名称 类型 编号 品种名称 类型

1 桂香优 169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6 玖两优玉占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 泰优粤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7 谷优 466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 两优 9919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8 隆两优 1206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 桃优香纤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9 恒两优 19香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5 深两优 5814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30 桂香优玉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6 桂香优金龙鱼丝苗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1 赣优 735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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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种名称 类型 编号 品种名称 类型

7 中浙优 8号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2 泰丰优 2213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8 荃优 280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3 T两优新华占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9 隆香优 310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4 九优 27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10 两优 688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35 深两优 9566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1 蓉两 18优 2348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36 深两优 475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2 桃优 919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7 晶两优华占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3 恒两优金农丝苗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38 晶两优 8号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4 桃香优美晶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39 泰优 390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15 隆两优 534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0 荃优粤农丝苗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16 晶两优 1377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1 荃两优 851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7 北优 5431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42 Y两优 1988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18 T两优 164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3 密香优 19香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19 深优 9559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44 鹏优 6377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0 和两优 1177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5 玖两优 3号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1 兆优 5455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46 隆两优 1988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2 Y两优 9918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7 隆晶优 130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3 晶两优华占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48 济优 6377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24 领优华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49 隆晶优 1212 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25 吉优 353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50 桂香优育占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本文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镉含量，仪器参数见表 2

表 2 仪器工作条件（AAS）

元素 灯电流(mA) 波长(nm) 光谱通带(nm) 干燥时间（s） 干燥温度(℃) 原子化温度(℃)

镉 2.0 228.8 0.2 10 100 1500

2.4 实验方法

准确称取按照 1.3处理的大米样品 0.3 g于聚四

氟乙烯坩埚，加入硝酸+高氯酸+氢氟酸混合性氧化

酸进行湿法消解，消解完毕后，加水定容至 10 mL

容量瓶，将定容后的溶液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进行

测定。

3 结果与分析

3.1试验点土壤性质测定结果

根据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对北山基地试验田以地

块为单位，多点取样，再混合成一个最终样品（表 3）。

可以看出北山基地试验田土壤污染风险较低。

第 22卷第 1期 Vo1.22 NO.01
2023年 07月 Huna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Jul 2023

湖南农业职业教育

85

2.3仪器工作参数的选择



表 3 验田土壤镉含量

编号 土壤 镉含量（mg/kg） 土壤 pH

1 实验田北 0.20 6.74
2 实验田南（东） 0.21 6.68
3 实验田入口 4 0.19 6.67
4 稻语田田中 0.19 6.54
5 稻语田中 0.17 6.59
6 稻语田沟北 0.19 6.62
7 稻语田沟 0.17 6.55
8 实验田北 1 0.20 6.63
9 实验田北 3 0.25 6.68
10 实验田北 4 0.23 6.72
11 实验田北 5 0.18 6.77
12 稻语田北 0.18 6.60
13 实验田南（东）1 0.16 6.77
14 实验田中间 0.17 6.73

3.2 不同水稻品种糙米镉积累差异性分析

不同水稻品种糙米对重金属镉积累的能力不

同。为了找出适合在北山基地生长的低 Cd 低吸收

的水稻含量大米品种，在基地试验点开展了 50 种

不同水稻品种试验，均重复两个小区，用原子吸收

法测得数据并取平均值（图 1），并做显著性分析。

结果表明，与其它品种相比，泰优 390糙米镉含量

为 0.00033mg/kg、隆 香优 310 糙米 镉含 量为

0.015mg/kg 、 隆 两 优 1988 糙 米 镉 含 量 为

0.026mg/kg，说明这三个品种的镉积累能力弱；深

两优 475 糙米镉含量为 0.093mg/kg、Y 两优 1988

糙米镉含量为 0.094mg/kg、桂香优玉占糙米镉含量

为 0.098mg/kg，说明这三个品种的镉积累能力强。

图 1 50个水稻品种糙米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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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加酵素对稻米中镉含量的影响

在水稻田施用湖南伊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农用微生物菌剂，对部分稻米抑制重金属镉元

素吸收有显著效果（表 4）。
表 4 施加酵素与未施加酵素糙米镉含量对比

品种名称 未施加酵素镉含量（mg/kg) 施加酵素镉含量（mg/kg) 降镉比例（%）

泰优粤占 0.069 0.034 50.72

桃优香纤占 0.062 0.041 33.87

桂香优金龙丝苗 0.066 0.038 42.42

晶两优 1377 0.077 0.026 66.23

北优 5431 0.063 0.045 28.57

和两优 1177 0.041 0.024 41.46

兆优 5455 0.054 0.026 51.85

隆两优 1206 0.044 0.017 61.36

赣优 735 0.083 0.069 16.86

泰丰优 2213 0.059 0.022 62.71

晶两优华占 0.082 0.032 60.98

鹏优 6377 0.061 0.016 73.77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北山基地试验和实地调查，筛选出了泰优

390、隆香优 310、隆两优 1988等糙米镉积累能力

较弱的品种；检测出湖南地区北山基地土壤均属于

镉轻度污染。

已有的降低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有效措施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根据不同水稻品种对重金属的吸

收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特点，选育重金属低积累的水

稻品种，二是通过施加调控剂，抑制作物根系对重

金属的吸收，如施加生物酵素。生物酵素是一类特

殊的生物活性物质和生物催化剂，内含多种微生物

菌群，能有效分解土壤中残留的化肥、农药等化学

成分，从而改善土壤环境，缓解镉污染，生产绿色、

安全食品。建议湖南地区在 Cd 污染稻田上优先种

植泰优 390、隆香优 310、隆两优 1988等水稻品种；

同时，施加酵素对部分水稻品种可以降低糙米中的

Cd 积累，但其作用机理和适应性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责任编辑：朱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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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玉露 Haworthia cooperi var. truncata (H.Jacobsen) M.B.Bayer
快繁体系的构建

丁瑜杰，张雨萌，李晨曦，周敏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7）

[基金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19XS02）。
[作者简介] 丁瑜杰（2002—），男，湖南衡阳人，2020 级园艺专业在读学生。

[指导老师] 周敏（1986—），男，湖南益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园艺植物栽培。

玉 露 Haworthia cooperi var. truncata

(H.Jacobsen) M.B.Baye 是百合科十二卷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原产南非，叶色碧绿，植株低矮，叶片呈

莲座型，排列紧凑，叶片顶端具有透明窗，由此名

为“玉露”。玉露外形奇特可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有关调查表明：近些

年来，玉露的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加，销售价格从十

几元到上万元不等，传统玉露繁殖大多采用分株、

扦插和种子繁殖，繁殖量少，繁殖周期长，且容易

伤害母本。组织培养技术基于植物细胞全能性理

论，是一种快速繁殖的方法，在脱毒苗选育、杂交

育种、代谢产物生产等方面具有较广泛的应用。通

过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实现玉露的离体培养，有效

缩短其生产周期，提高生产量，可以满足一定的市

场需求。同时通过建立玉露的快繁体系，可以为玉

露的量产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以‘姬玉露’作为试验材料。采用MS

培养基进行培养。

1.2 试验方法

1.2.1外植体的选取与消毒。取新鲜玉露叶片，

置流水下冲洗约 30min 后，置于浓度为 2%次氯酸

钠（NaClO）溶液中浸泡 15min，在超净工作台紫

外光灯下消毒 30min，80%酒精消毒 10s后接种。

接种时切除叶端。

1.2.2愈伤组织的诱导。设置 6个不同的处理：

A1 ： MS+6-BA0.5mg/L+NAA0.1mg/L ， A2 ：

MS+6-BA0.5mg/L+NAA0.2mg/L，A3：MS+6-BA1.0

mg/L+ NAA 0.1 mg/L，A4：MS+6-BA 1.0 mg/L+

NAA 0.2 mg/L，A5：MS+6-BA 1.5 mg/L+ NAA 0.1

mg/L，A6：MS+6-BA 1.5 mg/L+ NAA 0.2 mg/L，每

瓶培养基接种 2 个外植体，设置 10 个重复，每天

光照 14h，光强 1000～2000Lx，温度（25±2）℃条

件下，相对湿度 50%～55%。培养 30d后观察记录

愈伤组织的诱导情况。

1.2.3丛生芽的增殖培养。在无菌条件下，选取

优良的愈伤组织，将愈伤组织上分化出的不定芽取

出，并分割成单个芽接种于增殖培养基上进行增殖

培养，不同培养基配方如下：B1：MS+6-BA0.5mg/L+

NAA 0.1 mg/L，B2：MS+6-BA 0.75 mg/L+ NAA 0.1

mg/L，B3：MS+6-BA 1.0 mg/L+ NAA 0.1 mg/L。每

天光照 14 h，光强 2000 Lx，温度（25±2）℃，相

对湿度 50%～55%，培养 28 d后，统计丛生芽的分

化率。

1.2.4生根培养。选取生长健壮的丛生芽，接种

到生根培养上。不同处理如下：C1：1/2MS+6-BA 0.1

mg/L+ NAA 0.1 mg/L，C2：1/2MS+6-BA 0.1 mg/L+

NAA 0.2 mg/L，C3：1/2MS+6-BA 0.5 mg/L+ NAA

0.2 mg/L，C4：1/2MS+6-BA 0.5 mg/L+ NAA 0.2

mg/L，C5：1/2MS+6-BA 1.0 mg/L+ NAA 0.1 mg/L，

C6：1/2MS+6-BA 1.0 mg/L+ NAA 0.2 mg/L。选用生

长良好的丛生芽，切除丛生芽基部，将其插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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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每瓶 5个，每处理 6个重复。在 2000 Lx光照

和温度 25℃下培养，30 d后记录生根情况。

1.3 测定项目

分别统计愈伤组织的数量、污染率、诱导率、

丛生芽的增殖率、生根数量、平均生根数、生根率

等。其中：

污染率=（污染的外植体总数/接种数）×100%

诱导率=（诱导出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数/接种外

植体数）×100%

增殖系数=芽增殖的数量/接种芽总数

平均生根数=生根总数/生根的芽苗数

生根率=（生根芽苗数/接入芽苗数）×100%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9进行数据整理，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叶片接种到培养基上约半个月后开始膨大，形

成黄绿色不规则突起，30 d天左右形成较大的愈伤

组织。从表 1来看，不同激素组合对姬玉露叶片愈

伤组织的形成影响各异。姬玉露在 A1～A5五个处

理的培养基中都产生了愈伤组织，A6 处理无愈伤

组织产生。在 A3 培养基上，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

数最多，为 14 个，诱导率达到 70%，其次分别为

A1、A5、A2、A4，各处理污染数较少，其中 A3、

A4污染数为 0。综上所述，姬玉露愈伤组织诱导的

最适培养基配方为：MS+6-BA 1.0 mg/L+ NAA 0.1

mg/L。

表 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处理 接种外植体数（个）愈伤组织数（个）污染数（个）污染率（%）
诱导率

（%）

A1：MS+6-BA 0.5 mg/L+ NAA 0.1 mg/L 20 8 2 10.00% 40.00%

A2：MS+6-BA 0.5 mg/L+ NAA 0.2 mg/L 20 5 1 5.00% 25.00%

A3：MS+6-BA 1.0 mg/L+ NAA 0.1 mg/L 20 14 0 0.00% 70.00%

A4：MS+6-BA 1.0 mg/L+ NAA 0.2 mg/L 20 4 0 0.00% 20.00%

A5：MS+6-BA 1.5 mg/L+ NAA 0.1 mg/L 20 6 1 5.00% 30.00%

A6：MS+6-BA 1.5 mg/L+ NAA 0.2 mg/L 20 0 1 5.00% 0.00%

2.2 不同激素处理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添加 6-BA可诱导愈伤组织产生

更多的丛生芽。从不同激素组合对丛生芽的增殖影

响来看，B3处理产生的丛生芽数量最多，为 23个，

增殖培养后丛生芽数量为 85，增殖系数达到 3.70，

效果最为明显。因此，姬玉露愈伤组织丛生芽分化

的最适培养基配方为：MS+6-BA 1.0 mg/L+ NAA

0.1 mg/L。

表 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处理 丛生芽数量（个） 增值数（个） 增值系数

B1：MS+6-BA 0.5 mg/L+ NAA 0.1 mg/L 15 35 2.33

B2：MS+6-BA 0.75 mg/L+ NAA 0.1 mg/L 16 42 2.63

B3：MS+6-BA 1.0 mg/L+ NAA 0.1 mg/L 23 85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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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激素处理对丛生芽生根的影响

从表 3来看，不同激素组合均有利于丛生芽生

根。生根数量最多的是 C6 处理，达到 101 条，平

均生根数为 3.60条，生根率为 93.33%。生根数最

少的为 C1处理，仅为 29条，平均生根数最少的为

C2处理，为 2.06条，生根率最低的为 C1处理，仅

46.67%。随着激素浓度的增加，对丛生芽生根均具

有促进作用。当培养基配方为 1/2MS+6-BA 1.0

mg/L+ NAA 0.2 mg/L时，生根率最高，是相对较优

的生根培养基。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丛生芽生根的影响

处理
接种芽数量

（个）

生根的芽苗

数（个）

生根数量

（条）

平均生根

数（条）

生根率

（%）

C1：1/2MS+6-BA 0.1 mg/L+ NAA 0.1 mg/L 30 14 29 2.07 46.67%

C2：1/2MS+6-BA 0.1 mg/L+ NAA 0.2 mg/L 30 16 33 2.06 53.33%

C3：1/2MS+6-BA 0.5 mg/L+ NAA 0.1 mg/L 30 21 44 2.10 70.00%

C4：1/2MS+6-BA 0.5 mg/L+ NAA 0.2 mg/L 30 20 51 2.55 66.67%

C5：1/2MS+6-BA 1.0 mg/L+ NAA 0.1 mg/L 30 24 65 2.71 80.00%

C6：1/2MS+6-BA 1.0 mg/L+ NAA 0.2 mg/L 30 28 101 3.61 93.33%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了姬玉露叶片的适宜快繁体系，确

定了相对适宜的培养基配方，愈伤组织诱导和丛芽

分化的培养基为：MS+6-BA 1.0 mg/L+ NAA 0.1

mg/L，丛生芽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6-BA 1.0

mg/L+NAA0.2 mg/L。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玉露进行快繁时常

用的外植体为叶片和花序。花序取材方便，灭菌效

果好，愈伤组织诱导率和丛生芽分化率高；叶片诱

导产生的愈伤组织数量大，生长迅速，更适合于工

厂化生产。本试验采用叶片作为外植体进行培养，

诱导和增殖效果均较好。

褐化和玻璃化现象也是玉露组培过程中容易

发生的问题。其与外植体的选择与消毒、培养基的

硬度、激素种类和浓度、培养条件等都有一定的关

系。从本试验来看，接种的外植体均有不同程度的

污染现象，但污染率不高，表明作者在外植体处理、

激素组合选配时较为恰当。

（责任编辑：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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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业物联网生产模式在智慧农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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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建华（1970—），女，湖南长沙人，教授，研究领域：计算机应用。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的绿色革命推动传统

农业技术改造升级，包括生物化、信息化、无害化、

循环化和标准化等方面，发达国家围绕农业生产精

准化、集约化、高值化已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

智慧农业工程科技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现代化农

业技术发展前沿。物联网技术开启的智慧风暴，让

农业实现了“环境可测、生产可控、质量可溯”的

目标。智慧农业是农业专家智能系统、农业生产物

联控制系统和有机农产品安全溯源系统三大系统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

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智慧农业整合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三大生产力要素，

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

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的全新农业生产方式，

是农业信息化发展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

的高级阶段。

1 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

1.1 国家政策支持方面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传统和基

础产业。随着“十四五”规划的不断深化推进，我

国智慧农业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先后出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十四五”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政策依据。此外，物联网

技术有望在农业部确定的 20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获得农业部和财政部资金补贴，并开展物联

网、传感网、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该区域的先

行先试，推进资源管理、农情监测预警、农机调度

等信息化试验示范工作，完善运营机制与运行模

式。

1.2 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方面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

应用到现代农业生产中。目前，RFID 电子标签、

远程监控系统、无线传感器监测、二维码等技术日

趋成熟，并逐步应用到了智慧农业建设中，逐步提

高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效率、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加快了智慧农业的建设步伐。智慧农业建设的

脚步日益加快，先进的农业应用系统被广泛推广，

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接受了这种“开心农场”式的

生产方式。目前，利用 RFID、无线数据通信等技

术采集农业生产信息，以帮助农民及时发现问题，

并且准确地确定发生问题的位置，使农业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

2 农业物联网的生产模式

农业物联网是指在大棚控制系统中，运用物联

网系统的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Ph值传感器、

光传感器、CO2传感器等设备，检测环境中的温度、

相对湿度、Ph 值、光照强度、土壤养分、CO2 浓

度等物理量参数，通过各种仪器仪表实时显示或作

为自动控制的参变量参与到自动控制中，保证农作

物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生长环境。远程控制的实

现使技术人员在办公室就能对多个大棚的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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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控制。采用无线网络来测量获得作物生长的

最佳条件，可以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达

到增产、改善品质、调节生长周期、提高经济效益

的目的。

农业物联网的生产模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系统。

农业专业智能系统：以开发利用智能专家系统

为先导，对气候、土壤、水质等环境数据的分析研

究，系统规划园区分布、合理选配农产品种，科学

指导生态轮作。

农业生产物联控制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通

过各种无线传感器实时采集农业生产现场的光照、

温度、湿度等参数及农产品的生长状况等信息，远

程监控生产环境。将采集的参数和信息进行数字化

转化后，实时传输网络平台进行汇总整合，利用农

业专家智能系统按照农产品生长的各项指标要求，

进行定时、定量、定位云计算处理，及时精确地遥

控指定农业设备自动开启或者关闭，如远程控制节

水浇灌、节能增氧等，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的农业

生产过程。

有机农产品安全溯源系统：通过在生产环节给

农产品本身或货运包装中加装 RFID 电子标签，并

在运输、仓储、销售等环节不断更新信息，从而搭

建有机农产品安全溯源系统。有机农产品安全溯源

系统加强了农业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等全流程

数据共享与透明管理，实现农产品全流程可追溯，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效率，促进了农产品的品牌

建设，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3 农业物联网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

3.1 资金制约严重

智慧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应用费用和运营费用

较高，现阶段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的投资和补贴为

主，并没有建成多元的投资渠道。由于农业物联网

相关监控设备和技术研发时间比较长，投入成本较

高，短期内难以获得预期经济效益。农业物联网总

体应用水平不高、效益低、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

的情况下，很多物联网设备因价格偏高很难大面积

推广，限制了智慧农业的发展。

3.2 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设备不足

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研发应用还处于初级阶

段，农用传感器种类占比不到世界 10%，关键产品

设备及集成体系成熟度较低。在农业信息传感方

面，缺乏国产的、价格低的、运行稳定的传感器。

比如，作物生理这方面的传感器就比较少。这种传

感器可以查看植物内的径流量，即看出水分和养分

传输规律，检测叶绿素含量。但缺少这一关键性技

术产品，影响了对养分变化的了解、营养缺失情况

的判断，以及化肥农药的科学使用。

在农业信息采集方面，用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动

植物生长监测的传感设备种类不全，功能不完善，

精确度和灵敏度不高，体积大小不合适。在农业自

动化控制方面，远程调控设备自动化程度还不高。

在农业智能化决策支持方面，数字化模型，智能专

家系统大都没有建立完整，且缺乏统一的标准。

3.3 智慧农业物联网人才缺少

我国发展智慧农业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目标是用电

脑强化人脑、用机器替代人力、用自主替代进口，

实现生产智能化、作业精准化、管理数字化和服务

网络化。我国智慧农业发展需要大批农业物联网人

才，目前我国从事物联网技术研发的人才严重不

足。农业物联网复合型人才的短缺影响也很大。传

统农业和计算机专业分属不同领域，现有农学专家

懂计算机技术的人不多，而物联网技术人员对农业

领域不熟悉，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农业物联网技

术应用的结合点上存在较大矛盾。

3.4顶层设计缺失

当前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战略定位仍较模糊，其

应用主要是示范工程，过多停留在试验和演示阶

段，很少能形成产业应用项目。统筹规划缺位导致

部门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割情况较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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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资源共享不足。部分地区的农业物联网应用基

本呈各自为战、散兵游勇的状态。在产业发展、重

点领域、平台建设等方面缺乏顶层设计，信息孤岛

和低水平重复投入问题比较普遍。

4 农业物联网发展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信息化的贴补制度，加快推动

将农业物联网相关产品和装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

目录，以此鼓励电信运营商、IT涉农企业、科研院

校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下的投

资主体多元化、运行维护市场化，合力推进农业物

联网发展。

第二，推进农业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及产品应用

研究。提升农业物联网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

无线传感器网络农业应用研究，着力突破适于农业

动态多变环境使用的网络信息传输多跳自组织、信

息可靠传输、微功耗与节能设计等关键技术，节点

模块与自主软件产品开发，发展基于 5G和 TD-LTE

软件的无线宽带互联与农用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开

发，大力推进国产化产品示范推广应用，培育我国

相关新兴产业发展。

第三，物联网发展应用应突出重点，要优先从

基础好、规模化程度高的行业入手。并应在水土资

源开发利用、生产过程精细管理、农产品与食品安

全监控系统等领域优先发展。围绕实现“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要求，着力突

破一批适用于农田土壤、水质关键理化参数、病虫

草害、高危细菌与动物病毒、农产品品质安全监控

的快速、低成本、环境适应性强和利于广域空间部

署的先进传感器与产业化技术。着力构建以产学研

技术联盟为主题，大力培育适于纳入网络信息传输

的农用传感器集成节点，仪器仪表和过程控制装备

新技术产品，引领具有我国自主产权的相关产业技

术与应用服务市场发展。

第四，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相关模型及农业物联

网应用服务模式。着力突破建立完善农业生产过程

中相关适用的各种模型，包括各种作物生长模型、

估产模型、病虫害预警模型、气候灾害预警模型等，

加快农业应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服务平台研究；

着力研究农业物联网应用服务模式，构建从农业数

据中心到手持移动终端设备的数据交换宽带，支持

农村“三网融合”和农业与农村智能信息服务产业

发展。

第五，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标准研究。加强农

业物联网技术标准研究，做好产业构建、演进路线

和技术体系等顶层设计，为农业物联网技术产品系

统集成、批量生产、大规模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并掌

握农业物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组

建智慧农业专家团队，参与智慧农业规划编制、标

准研究、技术指导工作。

第六，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技术支撑。加快建

立智慧农业建设人才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

机制。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物联网企业的

合作与交流，培养对农业有情怀，会技能实战，具

备工匠精神，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复合型

人才。积极开展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与开发，为智

慧农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有效推动智慧农

业发展。

5 结语

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也是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农业

物联网系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农民看到了运用先

进技术带来的效益，将主动选择适合自己农业生产

的智能化系统，以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收益。数

据处理系统更加精准化、智能化。在未来的农业数

据处理中，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云计算技术的

不断成熟，农业数据更加精准、安全、智能。农业

数据处理系统会主动分析出最适合当地种植的品

种，以供农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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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智慧农业中能为农业提

供很大的便利。物联网技术为智慧农业的建设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且在不久的将来，物联网必

将会给农业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物联网为

建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村

综合改革，提升农村行政服务效能，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提供新一代技术支撑平台，为中国农业

发展与世界同步提供一个国际领先的全新的平台。

但是，在智慧农业物联网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

题，如农业物联网的全网覆盖、智慧农业物联网设

施的价格以及标准制定等问题，这都需要政府、企

业、科研单位、高校及各个相关行业的共同努力。

加强农业农村信息化体系建设是新时期农业

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完善智慧农业体系建

设，提高农业生产保障效能。发展乡村数字化生产

力，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各领域各环

节有效融合，统筹推进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联动发

展。不仅要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以

信息化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驱动农村现

代化建设。要力求科学规划，配套政策措施，加强

基础建设，配套设施设备，充分发挥数字科技赋能

作用，全面助力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王少华）

高建华，鲁恩铭，曹敏志：论农业物联网生产模式在智慧农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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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洞水库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管理体系探讨
陈 真23

（长沙县白石洞水库管理所，湖南 长沙 410144）

[作者简介] 陈真（1989—），男，湖南长沙人，学士，工程师，研究方向：工程技术。

2022年，国家能源局印发《水电站大坝工程隐

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是大坝全国管理体系逐步

完善的重要里程碑。我国境内水库大坝的存量明显

高于水电站大坝，概述现有大坝管理体系及发展过

程，分析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对策，建立水库大坝隐

患评价模型并结合实际工程进行评价，旨在为水库

大坝建立系统的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提供依据。

1 大坝管理发展历程及体系分析

1.1 大坝安全管理发展历程

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特大暴雨，

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多个大、中、小型水库在短短

数小时内发生溃坝，对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了

不可逆的重大损失。1985年，经原水利电力部批准，

华东勘测设计院成立了大坝中心。1987年，水利部

大坝安全监测中心批准成立。大坝安全管理体系逐

步建立，大坝工程的安全运行管理重要性日渐凸显。

1.2 现行大坝管理类别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大坝管理规范框架之内，

大坝工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库大坝，指坝高 15

米以上或者库容 1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大坝，包

括永久性挡水建筑物以及与其配合运用的泄洪、输

水和过船建筑物等；另一类是水电站大坝，指以发

电为主、总装机容量五万千瓦及以上的大、中型水

电站大坝，包括横跨河床和水库周围垭口的所有永

久性挡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输水和过船建筑物

的挡水结构以及这些建筑物与结构的地基、近坝库

岸、边坡和附属设施。

水库大坝数量众多，截止 2020年 12月，水利

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收集 90000余座水库大坝注册

登记资料；水电站大坝数量相对较少，截至目前，

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共有 600余座注册备

案大坝，但大部分为高库大坝，装机总容量三十余

万兆瓦，其安全性对于上下游及流域的辐射作用极

大，其运行管理也较为严格。

1.3 大坝治理主体归纳

对于水库大坝（俗称“水口”大坝），大坝主

管部门组建的大坝管理单位负责水库大坝管理，水

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具体承担全国水库大坝安

全技术监督；对于水电站大坝（俗称“电口”大坝），

地方电力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对本行政区域内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履行地方管理

责任，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对大坝工程隐

患治理提供技术监督和管理保障，国家能源局派出

机构对辖区内大坝工程隐患治理实施监督管理。

2022年 10月，国家能源局为加强水电站大坝运行

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的排查治理

工作，对《水电站大坝除险加固管理办法》（电监安全

〔2010〕30号）进行了修订，形成《水电站大坝工程

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是大坝全国管理体系逐步完

善的重要里程碑。相对于水电站大坝，水库大坝数量

更多、分布更广泛，其安全性也相当重要，因此，有

必要参考分析水电站大坝的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

对水库大坝的管理进行完善。

2 大坝隐患治理监督分析

2.1 隐患确认

大坝工程的隐患，可由运营企业、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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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或大坝中心在日常监督管理或安全定检、

特检中确认。隐患分为特别重大工程隐患、重大工

程隐患、较大工程隐患、一般工程隐患四类。表 1

为大坝隐患相关的工程问题，隐患程度的判定准则

如下：

①大坝存在一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并经分析论

证，即使在采取控制水库运行水位措施、尽最大可能

降低水库水位的条件下，在设防标准内仍然可能导致

溃坝或者漫坝，则判定为特别重大工程隐患。

②大坝存在一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并经分析

论证，在采取控制水库运行水位措施、尽最大可能

降低水库水位的条件下，在设防标准内一般不会导

致溃坝或者漫坝，判定为重大工程隐患。

③大坝存在一种或者多种工程问题，并经分析论

证，无需采取控制水库水位措施，在设防标准内一般

不会导致溃坝或者漫坝，判定为较大工程隐患。

④大坝存在的工程问题，已经或者可能影响大

坝运行安全，但其危害小于较大工程隐患的严重程

度，判定为一般工程隐患。

表 1 大坝隐患相关工程问题

序号 工程问题

1 防洪能力严重不足

2 大坝整体稳定性不足

3 存在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坝体贯穿性裂缝

4 坝体、坝基、坝肩渗漏严重或者渗透稳定性不足

5 泄洪消能建筑物严重损坏或者严重淤堵

6 泄水闸门、启闭机无法安全运行

7 枢纽区存在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严重地质灾害

8 严重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其他工程问题、缺陷

2.2 风险防控及关键指标

大坝风险的防控，对于水库及水电站的安全运

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构成隐患的工程，可采

取降低运行水位等措施进行安全保障。更重要的

是，在日常维护中，应加强巡视检查和对大坝关键

指标的监控。结合湖南省某水库主坝安全监测等项

目，总结了大坝运行指标监测中比较重要的类型

（如表 2），供监测人员重点监控，以应对可能发生

的大坝隐患。

表 2 大坝监测关键指标

序号 监测大类 指标类型

1 应力指标

坝基扬压力

坝基深层渗透压力

坝体应力

2 应变指标

坝基变形

坝体变形

混凝土裂缝变形

3 渗流指标
渗流量

绕坝渗流

4 环境量

水温

气温

水位

库区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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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坝工程隐患评价模型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大坝工程隐患评价

模型，并以湖南省白石洞水库大坝为例加以应用评

价。本水库工程位于湘江二级支流，是典型的亚热

带季风气候。水库正常蓄水位127米，相应库容 1485

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的中型

Ⅲ等工程，自 2020 年正式下闸蓄水后，水库已经

累计供水 1000万方，已充分发挥灌溉和供水效益。

水库主要功能在于保证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有

效改善生态环境，解决城区应急备用水源问题。是

以农田灌溉、城市供水，兼顾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工

程，其安全性对流域影响较大，是湖南省重点监控

的水库大坝之一。

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12.0km2，埋石混凝土重力

坝，最大坝高 50.7m，湖南省白石洞水库工程技术

特性见表 3。

表 3 大坝监测关键指标

序号 名称 实施方案

1 所在河流 丁家洞溪

2 流域面积(km2) 12

3 竣工日期 2020

4 工程等别 三等三级

5 地震基本烈度/抗震设计烈度 Ⅵ度

6 干流长度（km） 8.46

7 干流平均坡降（‰） 11.4

8 多年平均降雨量（mm） 1467
9 多年平均径流量（万 m³） 939.1

10 设计

洪水标准% 2%

洪峰流量 m3/s 128

3日洪量 /

设计下泄流量 m3/s 19

11 校核

洪水标准% 0.20%

洪峰流量 m3/s 204

3日洪量 /

校核下泄流量 m3/s 35

12 水库特性

水库调节特性 多年调节

校核洪水位（m） 128.48

设计洪水位（m） 127.96

正常蓄水位（m） 127

极限死水位（m） 100

灌溉死水位（m） 103.4

总库容（m3）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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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实施方案

正常库容（m3） 1485

供水备用库容（m3） 70

兴利库容（m3） 1360

死库容（m3） 55

13 拦河坝

坝型 埋石混凝土坝

坝顶高程（m） 131.5

坝底高程（m） 80.8

最大坝高（m） 50.7

坝顶轴长（m） 310.3

坝底轴长（m） 64

坝底宽（m） 58

坝顶宽度（m） 8.5

防浪墙顶高程（m） 133

坝基地质 砂质板岩/变质砂岩

14 泄水建筑物

泄洪方式 无闸门自由出流

地基特性 砂质板岩/变质砂岩

堰面曲线 WES

堰顶高程 127

溢流宽度 9

孔口尺寸 2孔*4.5

消能方式 底流消能

15 输水建筑物

进水口型式 坝式

进水口底板高程 96.5

孔口尺寸 1孔*1.2*1.5m

引水管直径 1.2

引水管长度 70

引水流量 6.67

16 上坝公路

公路等级 四级

设计速度 20

路基宽度 7

路面结构 混凝土路面

公路长度 729.55

17 工程效益
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3.51

其中：水田（万亩）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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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实施方案

旱土（万亩） 1.42

最大实灌面积（万亩） 3.51

应急供水流量（m3/s） 3.05

应急供水总量（万 m³） 70

采用层次分析法，目标层设置为水库大坝工程

隐患评价，从水库工程隐患评价的重要性角度，选

取运行管理评价、防洪隐患评价、渗流隐患评价、

结构隐患评价等 4项指标作为准则层。最后，对准

则层进行分析，将影响准则层的各要素进行分类。

底层则为湖南省某水库大坝和基准隐患评价的措

施层，若湖南省某水库大坝评价值大于基准隐患评

价，则认为湖南省某水库大坝隐患评价合格；若小

于基准评价，则认为隐患评价不合格。在确定了各

层次要素和它们的位置之后，通过直线把这些要素

连接，形成递级层次结构，评价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水库大坝隐患评价模型

在搭建层次模型的基础上，查阅对比多篇结构

评估文献及工程报告，结合工程判断经验，依据表

4 重要性标度值，得到相关的重要程度以及各个因

子的权重，各因子权重矩阵如式（1）所示。采用

“和法”对分层单、分层总排序进行运算。

表 4 重要性标度值

分数 1 5 9 1/5 1/9

含义 i和 j同样重要 i比 j明显重要 i比 j极端重要 i比 j明显不重要 i比 j极端不重要

依据式（2）作一致性检验。

式中，CI为一致性指标，λ为最大特征根，n

为矩阵阶数。经计算，一致性检验指标为

0.0993<0.1，通过一致性检验。

依据湖南省白石洞水库大坝的实际情况，给出

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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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安全监测方面，已完成以下工作：对已埋

监测仪器按规范规定的观测频率进行人工观测；对

已埋设仪器进行巡视检查与维护工作，确保仪器的

完好率；根据进度完成大坝坝段的仪器安装；对已

埋监测仪器按规范规定的观测频率进行人工观测；

对已埋设仪器进行巡视检查与维护工作，确保仪器

的完好率。未安装部分仪器：自动化系统、静力水

准、正倒垂自动设备、水位计（自动化部分）、百

叶箱、水质分析仪（自动化部分）、所有仪器的线

路布置。

大坝维修方面，自 2021 年工程完成后一直正

常运行，认为湖南省白石洞水库大坝是安全可靠

的，未出现因边坡失稳、安全隐患的维修。

设计洪水及防洪安全复核方面，本水库不具备

防洪功能，2023年防洪限制水位为 126m，主控措

施为锥形阀泄流，锥形阀泄流最大过流量为

13.8m3/s，调度需精准，对于洪水的预判需留足备

用库容，迎接洪峰到来。有充分应急预案，当水库

发生超过设计标准 p=2%以上洪水时，水库管理所

按批准的防洪调度计划进行调度。由防汛抗旱指挥

部下达调度令，可书面或电话通知水库管理单位。

由水库管理站具体执行。水库管理站做好记录并将

执行结果回执防汛抗旱指挥部。

挡水坝及溢流坝渗流隐患方面，根据对所观测

资料按《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DL/T5209-2020）要求进行整理整理分析，分析

成果表明，大坝变形特征符重力坝的变形规律，坝

基、坝体的渗流基本处于稳定。

结构隐患方面，坝体混凝土温度呈周期变化，

变幅变化较 ，横缝经接缝灌浆后没有明显的张开

现象发生，空洞周边钢筋应力变化规律性强，其变

化符合结构的受力规律，表明大坝工作状态正常，

各坝段结构及取水塔无明显结构隐患问题。

综上，白石洞水库大坝的实际运行情况，隐患

评价各分项评价赋值（即判断矩阵）如表 5所示。
表 5 隐患评价分项赋值

隐患评价分项 湖南省某水库大坝 基准评价指标

大坝安全监测 1 1

大坝维修 3 1

洪水设计复核 1/2 1

防洪安全复核 1 1

挡水坝坝基 1/2 1

溢流坝坝基 2 1

各坝段结构 2 1

取水塔隐患 3 1

水库大坝隐患评价得分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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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库大坝隐患评价结果

湖南省白石洞水库大坝隐患评价高于基准指

标，故隐患评价合格。

4 大坝管理体系存在问题

根据对大坝隐患治理相关的工作经验及资料

调研，认为其管理体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4.1 关键指标的监控不到位

大坝安全运行涉及多种指标，而大坝实际运行

过程中会出现测点缺失等情况，甚至一些关键信息

被管理人员错漏，可能会造成大坝安全性的误判，

不利于隐患问题的风险防控。

4.2 缺少规范体系

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已着手建立大坝安

全管理体系，时至今日，大坝安全隐患管理制度和

技术规范仍待完善。

4.3 数据处理方法有待提升

对于大坝安全数据的采集，无论是人工采集还

是自动化采集，都难以避免采集因素、环境因素、

外部因素等的干扰，导致个别监测数据与其他数据

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数据明显与合理值相矛盾，影

响后续监测数据分析的准确性。现今主流的大坝安

全数据处理方法如包络域法、统计分析模型等。包

络域法虽然简单，但主要缺点是限制范围大，不能

消除一定范围内的粗误差甚至系统误差。对此，有

必要根据实际工作，结合区间位移等详细控制方

法，进一步提出无效测量值；统计模型法对异常数

据判别的敏感性较高，对数据序列长度的要求比较

低，但是模型操作难度较大。目前我国应用的大坝

安全监测数据处理方法仍待进一步提升，以准确、

快速地识别监测数据中的重大误差，提高数据有效

性，更好应对大坝工程的隐患。

5 建议

针对大坝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结合

《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分析大

坝工程隐患的管理策略，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

以下建议：

（1）提升大坝风险防控水平。大力发展并利

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监测质量,结合本文总结

的关键指标与工程实际进行重点监测；加大管理人

员培训力度，培养水利专业与新兴技术交叉人才；

规范化数据报送，提升第三方监测水平。

（2）隐患治理全流程规范化。秉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强化主体责任，形成

“风险防控——隐患确认——隐患治理”全流程的

技术规范，完善大坝安全隐患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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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基础方法的提升。正如本文所提到

的大坝监测数据异常值识别方法，应结合基础科学

的进步，推动大坝隐患识别、处理上应用层面的提

升。这不仅是业主单位、监督单位的职责，更应该

在顶层设计中通盘考虑，以提升水利安全的保障能

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朱巽）

陈真：白石洞水库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管理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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