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动服务新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新人才——浙江旅游

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育人实践案例

摘要：多年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紧紧围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和师资优势，创新

理念，创新思路，创新举措，以旅兴农，助力乡村振兴，致力城乡共

同富裕。逐渐摸索出了“乡村出卷·高校答卷·六方联动”的乡村旅

游运营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懂旅游、懂运营、

懂数字”“热爱乡村聚合力、美丽乡村创新力和数字乡村领导力”的

“三懂三力”乡村旅游运营人才，获得了学界、业界、乡村用人单位

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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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

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多年来，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紧紧围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目标要求，坚持发挥“浙旅担当”、奉献“浙旅智慧”、贡献“浙旅

力量”、彰显“浙旅形象”、打造“浙旅品牌”，充分利用学校的专

业和师资优势，以旅兴农，助力乡村振兴，致力城乡共同富裕。

二、案例详情

（一）助力万村景区建设，建立健全系统化育人长效机制

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自 2017 年 5 月起启动了为期五年的

“师生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建设”项目，师生通过帮助乡村做好品牌定



位、为村庄编制发展规划、升级乡村 “旅游+”产业链、为乡村旅游

从业人员提供培训、挖掘乡村特色旅游产品、指导乡村旅游特色服务

运营等，推进乡村旅游体验更优越、公共设施建设更精良、生态环境

更优美、游客服务更用心、运营管理更精细。

图 1 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向师生团队授旗

1.精心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师生主体作用。每年组织师生工作团

队 50 个左右，每个团队由 1-2 名专业教师及 3-4 名学生所构成，并

且各自专业特长，利用假期分赴浙江省各个县（市、区）的 A 级景区

村庄创建单位，给予对口的帮扶指导，每年帮扶的村落不少于 80个。

2.组织专题培训。学校在 2017 年及 2018 年的 6月底分别召开了

两次年度的推进大会，在会上分别邀请了浙江省旅游局规划发展处李

剑锋副处长和张雄文处长做了《浙江省 A 级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

标准的培训。各二级学院也自行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专题培训。



3.树立典型，表彰优秀。在每年的年度推进大会上，学校会专门

表彰优秀团队，并进行了经验交流，以激励后面的团队向优秀团队学

习，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建设中去。

图 2 “师生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建设”—服务绍兴师生团队

（二）开展“百名教师送教下乡、送教进企”活动，助推浙江旅

游经济强省建设

2008 年以来连续 14 年开展了“乡村旅游免费送教下乡”活动，

累计选派教师 100 余名，深入浙江省内 11 个设区市 86 个县（市、

区），免费提供乡村旅游培训 650 余 场次，免费培训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超 11 万人次。



图 3 选派教师赴开化县开展乡村旅游人才免费培训

1.开拓思路，建立社会服务保障机制。

一是创新机制。专门成立合作发展处，落实三个编制，建立合作

发展处牵头、二级学院负责、教师参与的工作机制。合作发展处牵头

每学期组织二级学院、教师通过书面调查、上门调研等方式，广泛掌

握各地乡村旅游的合作需求，全面提升社会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项目引领。围绕项目开展“点对点”合作，用项目管理确保

社会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学院与校企（地）合作单位共同设计、

开发培训“菜单”，并延伸到科研项目合作，最终形成一批有针对性、

有特色的培训课程和效益高、前景好、操作性强的科研项目。

三是政策牵动。加大社会服务政策创新力度，基本形成了覆盖项

目对接、团队整合、人员激励等方面的政策体系。每年投入 50 万专

项资金，并将社会服务经历纳入奖教基金项目评选和职称评定的条件，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送教下乡、下企业活动。

2.多方参与，延展服务基层路径。

一是校企（地）合作，拓展“服务点”。自 2008 年开始实施“六



个一”校企（地）合作工程，迄今已与近 200 家企业达成建立全面合

作。2008 年暑假首次开展“百名教师送教下乡”活动，服务点遍及

全省 33个县（市、区），后拓展全省的 36 县（市、区）和 20 多家

大型旅游企业。2004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建立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

以来，学校主动承担省文旅局每年选拔下派农村工作指导员的任务，

先后已派出优秀青年干部近 10 人。2021 年，学校先后与岱东镇人民

政府、东阳市人民政府签订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 2个“乡村博

士工作站”，旨在为地方乡村文化和旅游产业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

持，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地方文旅样本。

二是主动对接，拓宽“服务面”。学校领导分别带领服务组深入

全省旅游行业一线调研 20余次，涉及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 80余家，

主动调研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新情况、新需求，调整服务新

思路，开发培训新课程。2020 年该校送教下乡主要服务对象从原来

的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和农家乐经营管理人员拓展到饭店、旅行社、景

区的服务、营销和管理人员以及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并新开发了《乡

村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与营销》、《文旅产业融合改革试验区创建》

等课程数十门。

三是基地共建，拓深“服务平台”。学校先后与浙江卓创乡建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蜗牛（北京）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知名旅游企业共

建“校企师资发展共同体”“产业学院”；与省农业厅共建了浙江省

休闲观光农业培训研究基地；与省农办合作打造全省农家乐特色菜大

赛；与浙江省餐饮行业协会联合承办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特色旅游美食师资培训班开班仪式，并派出

学校专家代表在仪式上解读了“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特色美食、体验



店、美食街区、美食小镇等认定条件，讲解百县千碗菜肴的开发思路

和标准制定；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承办的以“美好生活、百县千碗”

为主题的“非遗薪传”浙江传统美食展评活动提供支持。

图 4 选派教师赴武义县开展乡镇（街道）文化站干部业务培训

（三）以“微改造，精提升”项目为载体，开展乡村旅游运营人

才培养

学校依托浙江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

十大产学研平台，构建师生社会服务共同体，建成了“乡村出卷·高

校答卷·六方联动”的乡村旅游运营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模式。

图 5 师生服务团队赴嘉兴市平湖市开展助力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



1.厘定“三懂三力”目标，六方联动推进人才培养。厘定乡村旅

游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懂旅游、懂运营、懂数字”“热爱乡村

聚合力、美丽乡村创新力和数字乡村领导力”的“三懂三力”乡村旅

游运营人才。发挥“政校行企协村”六方联动优势，形成“乡村出卷

--政府设问--高校答卷--企业提意--协会助力—乡村检验”的人才培

养闭环。

2.构建“学·研·服”共同体，根植乡村搭建实战平台。依托设

在学校的浙江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浙江旅

游职业教育集团、浙江省旅游产业产教融合联盟等十大省级以上产学

研平台，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师生研究共同体”“师生服务共

同体”。每年组建上百支“助力万村景区建设”“服务‘微改造、精

提升’”等师生服务团队，连续 14年开展免费“送教下乡”“文旅

大讲堂”等活动，切实提升乡村旅游运营人才培养质量。

3.突显“强基·创新·数智”进阶，标准融入优化课程体系。深

研产业变革，发挥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标准化研究基地、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驻校优势，牵头编制《乡村酒店基本

要求与评价标准》等旅游标准。以培养乡村旅游运营“三懂三力”人

才为目标，开设“强基、创新、数智”三大模块课程，支撑热爱乡村

聚合力、美丽乡村创新力和数字乡村领导力的能力达成，强化基础标

准融入、创新标准融入、数智标准融入，在标准的制定、落地和转化

中，推进人文素养、岗课赛证等建设，不断完善实践课程体系。



图 6 陈溪雪花谷·隐山民宿项目“微改造精提升”前后对比图

三、实施效果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每年近 5000 名学生从乡村实践课程中受益，每年超 3000 名学生

到乡村采风踩线、实习实训，累计超 4000 人次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化、

全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五年行动等工程。学生获得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一等奖、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等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项

300 余项。《浙江省文旅院校大学生助力万村景区化解决方案》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学生团队创业项目资助。学生就业率持续十年保持 98%

以上，每年应届毕业生中乡村旅游领域就业占比 16%以上。累计超过

10000 名毕业生活跃在乡村旅游各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满意度持续保

持全省前列。2021 年，所建 “乡村出卷·高校答卷·六方联动”的



乡村旅游运营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模式荣获 2021 年浙江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图 7 《“青牵万”——浙江省文旅院校大学生助力万村景区化解决方案》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学生团队创业

项目资助

2.内涵建设全面加强

学校成为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连续四年获得全国高职院

校“服务贡献 50强”和首批全国高职院校“育人成效 50强”，2021

年获评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校”（全国仅 60所）。制定各类旅

游标准 17项。2008 年以来累计横向科研到账经费超过 1.5 亿元。近

三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6项。



图 8 学校 2022 年获评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校”（全国仅 60 所）



3. 社会影响广泛深远

自 2017 年开展“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化”建设以来，对 286 个村

庄进行指导，协助成功创建 94个 3A 级景区村庄，指导安吉“余村”

创建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超 6000 人次，脱

贫攻坚间接社会经济价值超 1.8 亿。连续 13 年开展“暑期乡村旅游

免费送教下乡”活动，培训乡村旅游管理干部、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超

7万人次。

四、创新总结

创新点：

1.精心组织实施，实施精准帮扶。通过创建帮扶，各个村庄或依

托自己的山水环境，或依托农业产业特色，或依托现代创意，因地制

宜，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发展路径。

2. 形成师生服务共同体，孵化了新型育人体系。组建的师生社

会服务共同体，整合多个实践教育环节，形成了统一规划、分层实施、

分类管理的实践育人体系，成效明显。

下一步举措：接下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将主动调整服务新思路，

适应文旅融合新形势，并结合疫情常态化形式，引入多样化的学习形

式，搭建学习交流新平台。全体师生定将“百名教师送教下乡、送教

进企”以及助力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程作为助力落实全省

大花园，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之举、关键之举和战略之举，

奋力谱写学校社会服务新篇章。

五、推广价值

获评国家示范，成果推广辐射省内外。浙江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于

2021 年成功入选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