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贫困村打造乡村振兴之路上的“最美古道”

——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季）

摘 要：2019年以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根据省委、省政

府部署与上级主管部门——浙江省供销社的安排，结对浙江省衢州市

常山县球川镇东坑村，帮扶该村“消薄”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学校

高度重视结对帮扶工作，以驻村干部为纽带，以师生为后盾，深入贯

彻习近平“精准帮扶”思想，“因村施策”，遵循“坚持需求导向”、

“整合多方资源”、“聚焦产业振兴”、“重视人才培育”四大原则，将

科技服务、生产实践、人才培养融合，实施产业、人才、科技、消费、

教育、文化“六大”帮扶模式，谋划与实施十余个项目。经过三年努

力，实现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18年300元，跃升到2021年50万余

元，食用菌、香椿、蓝莓、民宿、光伏等多产业协调发展。村内两千

多年的古道，旧貌换新颜，开启了这个“空心村”“贫困村”全面打

造产业美、人文美、景观美，“最美古道”的新征程。

关键词：科产教融合 职业院校 帮扶模式 乡村振兴

一、实施背景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

了要求。结对帮扶，推动贫困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是高校助力共同

富裕的重要形式。高校通常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作为主要方向，但往往存在可持续性不足，与功效性不好的弊病。探

索高校发挥人才、科技优势服务乡村振兴应遵循的原则与可采用的方

式，以实现短期功效可现性与长期发展持续性统一，是一项具有急迫



性与必要性的课题。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东坑村(下称东坑村）位于浙江省衢

州市西北部山区，距离常山县城 25公里，球川镇政府 13公里，1427

人口。村庄地理位置偏僻、人均耕地不到 0.5 亩、产业不兴，大量土

地抛荒，81%有劳动力村民外出打工谋生，是典型的“空心村”。该村

集体经济十分薄弱，2018 年仅房屋出租费收入 300 元。2019 年，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下称学校）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部署与主管

部门浙江省供销社(下称省社）要求，结对帮扶，开展“扶贫、消薄”，

助推该村乡村振兴，探索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

二、案例简介

2019 年 1 月，学校结对帮扶东坑村，开展“扶贫”“消薄”，推

动乡村振兴。学校遵照“坚持需求导向，要聚焦产业振兴，整合多方

资源，重视培育人才”四大原则，将科技服务、生产实践、人才培养

融合，实施产业、人才、科技、消费、教育、文化“六大”帮扶模式，

争取、实施中央、省级帮扶项目 8 个，推进实施省社、学校项目 10

多个，推动东坑村实现了食用菌、香椿、蓝莓、民宿、光伏等多产业

协调发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18 年 300 元到 2021 年超 50 万元，

村庄获评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从贫困村向景区村转变，从“空心村”

向美丽乡村发展。村内那条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道，得到了修缮，

古道上的“红色文化”“修路文化”得到了挖掘，沿古道的农业产业、

休闲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村庄开启了打造“产业美”、“文化美”、

“景观美”，“最美古道”的新征程。

三、案例详情

2019 年以来，学校通过实施产业、人才、科技、消费、教育、



文化“六位一体”帮扶模式，助力结对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产业帮扶

2019 年，学校教师指导村庄通过比选争取中央、省扶贫项目，

金额 140 万元，整合省社帮扶资金 40万元，完成香菇大棚、香椿苗

种植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还推动民宿、蓝莓、光伏等项目，使该

村实现多产业协调发展。先后吸引 5 名乡贤与人才回村或进村创业。

指导挖掘人文景观资源，开发景点三个、改造展馆一个，使该村成功

获评“省 AAA 级景区村”，推动“文旅兴村”。

（二）人才帮扶

派出教师常驻，对接多方资源，带动村干部谋发展、建项目、促

发展，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获得了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驻村工

作考核优秀，三次获当地政府先进荣誉。

（三）科技帮扶

设立扶贫服务专项，立项、实施“‘网红+直播+扶贫’模式带动

农产品推广”等 10 个项目，编制村庄产业发展规划、解决农产品滞

销等困难。积极发动师生参与扶贫专项申报与实施，先后撰写多篇调

研文章，指导村庄发展。

（四）消费帮扶

开展“土鸡进校园”活动，牵线搭桥将村内企业农产品引入校内

学生社会实践平台销售，实现学生成才、企业创收、；在校内设立“农

产品扶贫专柜”，通过引导教职工采购、工会采购等方式，实现消费

超 30万元，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难题。

（五）教育帮扶

成立了全省供销系统暨山区 26县共同富裕人才培训教育基地，



实施人才、科技服务助力村庄发展。先后举办食用菌生产经营技术、

蓝莓技术、美丽乡村建设带头人培训班等共 3 期，培训 105 人次，助

力当地人才振兴。

（六）文化帮扶

通过“文艺下乡”、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组织师生 20余

人进村支教、捐书、制作墙绘、策划节庆、文艺演出。学校教师还入

村指导挖掘当年红军活动历史，指导开发红色人文景点 3个，丰富景

点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帮扶效果。

四、实施效果

学校坚持“四大原则”，实施“六大”帮扶模式推动东坑村发展，

实现了产业美、人文美、景观美。

一是产业美：推动蓝莓、食用菌、香椿、民宿、光伏等产业协调

发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18 年 300 元到 2021 年 50 万余元（图）。

10 余名有劳动力低收入户连续多年人均收入超 20000 元，实现了快

速增长。吸引 2 名乡贤回村发展，引进 3 名人才入村创业。

二是人文美：指导发掘村庄红色文化与古道文化特色，开发人文

自然景观 3处，挖掘整理红色故事 4个，建设“千年古道红军行”展

厅一个，助推获评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

三是景观美：协调与落实“东坑文化长廊”、“东坑古道修建”等

“古村落建设”项目，指导争取了“美丽乡村实施村”、“古道修复”

等项目，涉及资金 300 余万元，提升了村庄景观与文化内涵。



图一：东村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增长图

五、案例总结与创新点。

1.经验总结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坚持需求导向”“整合多方资源”“聚

焦产业振兴”“重视人才培育”四大原则。

（1）坚持需求导向，因时制宜推进帮扶

组织教师深入村庄调查，分析村庄资源禀赋，制订规划，明确

发展思路。谋划、争取与实施 8 个政府项目，推动美丽经济发展；安

排后续多个服务项目，解决农产品卖难、账目混乱等困难。

（2）整合多方资源，全面推动乡村发展

发挥专业人才优势，派出师生 50余人次进村帮扶，指导谋划方

案，并立项推动解决发展难题。学校教师深入挖掘村庄特色，指导“文

旅兴村”。指导申报争取国家、省级项目 6个，涉及资金 400 余万元。

（3）融合科教服务，助力村庄产业振兴

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科技服务、暑期社会服务等载体，将科

技服务、生产实践、人才培养融合于一体，组织教师 30 余人次，学

生 20 余人次入村服务，助力项目实施，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与低收

入户增收。



（4）重视人才培育,推动从扶持到持续发展

根据需求开办生产经营技术、乡村建设技能等培训班，培训村

民 86 人次，推动培养高素质农民。同时，推动实施产业项目，吸引

人才回流，推动村庄可持续发展。

六、推广价值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坚持的原则与可实施的模式。

坚持“四大原则”：一要坚持需求导向，即锚定乡村振兴切实目

标与多样需求；二要整合多方资源，即发挥学校人才、科技优势，整

合村庄、政府资源，深度实施帮扶；三要聚焦产业振兴，将发展产业

作为重中之重；四要重视培育人才，将科技服务与人才培养相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自主、可持续发展。

实施“六位一体”帮扶模式：全面推进产业、人才、科技、消费、

教育、文化“六位一体”帮扶模式，助力乡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学校总结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四大原则”与“六大模式”，

为高校高效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可采取路径，可为高校

广泛借鉴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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