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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乡村振兴 助力共同富裕
浙江交院打造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创新创业

“交院模式”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给农村地区

走向共同富裕带来了新希望。但与此同时，乡村在振兴过程

中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高技能人才匮乏等一系列亟待解决

的困境，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作为中国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唯一的交通运输类公办高

职院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为己

任，从 2016 年开始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精英”计划，

积极探索实践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模式，全方位构建了

“学历+技能+创新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学生人才培养

“交院模式”，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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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近年来，我国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发

展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一是农

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农业产业

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使农业生产向多元化发展；二是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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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高技能人才的短缺，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再加

上农村社会老龄化加剧，很多新知识、新技术难以在农业生

产中得到应用；另外，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扶持资金的

不充足也是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加快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农业农村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国家高职院校扩招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高职院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责任变得更加重大。浙江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始终秉承“励志力行、笃实奋进”

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特色人才”的有

效探索，分院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新要求，持续创新职业

教育体系，搭建起多元化、专业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积极赋能乡村振兴战略。

二、案例简介

王宇浩，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学生，在 19 岁时就拥有自己的蜂场、鱼塘和农

场。他是浙江“宇浩牌”蜂蜜创始人，衢州江山宇浩蜂场、

江山市浩浩家庭农场法定代表人，浙江省衢州市“美丽乡村

经营带头人”。2019 年至今，王宇浩通过蜂蜜、水产家禽养

殖、瓜果蔬菜种植等项目，已累计创收超过了 40 万元。同

时，王宇浩通过技术培训、项目指导，带动全村青年农民共

同致富。2021 年，王宇浩个人先进事迹被浙江卫视、杭州新

闻、钱江晚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王宇浩把自己所学的知

识与技能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崇高事业，用火热的青春践行初

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和责任担当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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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伟大实践。

三、案例详情

2019 年，读中专的王宇浩到乡下养蜂户家玩耍时，第一

次看到了养蜂的全过程，也第一次尝到了香甜的蜂巢蜜，这

激起了王宇浩想要养蜂的兴趣和决心。于是，他开始一边打

零工挣钱积累创业资金，一边在网上查阅养蜂技术的资料，

并拜当地的“养蜂名人”吴献荣为师，深入学习养蜂技术。

2020 年，王宇浩正式考入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并向学校递

交了贫困申请。随后，他用学校发放的国家助学金 2000 元，

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箱蜜蜂，开启了养蜂之旅。2020 年底，

王宇浩到学校办“宇浩牌蜂蜜展销会”，师生们慕名而来，

为他的励志故事点赞，纷纷购买蜂蜜品尝，当天的展销额就

达到了 10000 多元。随后，在学校老师的帮助建议下，王宇

浩在网上开起了网店，出售自己养的土蜂蜜，一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高达 20000 元。凭借满腔的热情和初期销售获得的资

金，技术娴熟的王宇浩购买了 100 多箱蜜蜂，扩大养殖规模，

产出大量蜂蜜和蜂产品。2021 年，王宇浩注册开办了“衢州

江山宇浩蜂场”，随着销量越来越大，王宇浩和衢州江山市

一些专业的养蜂师傅签定了蜂蜜收购合同，建立了养殖、收

购、加工、包装、销售为一体的养蜂项目。2021 年初，王宇

浩又注册成立了“江山市浩浩家庭农场”，增加了家禽养殖、

瓜果蔬菜种植等项目，至今累计收入已超 40 万元。

3 年来，在王宇浩的带领下，当地在村青年纷纷投身乡

村振兴伟大实践。王宇浩积极为乡村青年创业脱贫搭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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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青年在广阔的乡村一线激扬青春，放飞梦想。

四、实施效果

目前，王宇浩开办的“江山市浩浩家庭农场”有常年雇

工 10 人，合作村民农户 16 户。有蜜蜂（意大利蜜蜂、中华

蜂）140 箱，合作蜂农 5 户，年生产收购销售蜂产品 5000kg；

生态散养家禽 1000 只，年产蛋 5000 枚；合作水产养殖 23

亩，年产水产 3600kg；瓜果、水稻种植共计 180 亩，年纯收

入 20 万左右。在一串串数字的背后，王宇浩让越来越多的

乡村青年和村民们在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拥有了更多获

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王宇浩正在筹备建立更大的平台，他积极组织村

里的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创业培训，教授一技之长，给农户提

供种植帮扶、技术支持及后期收购一条龙计划，加大与农户

合作力度，增加地方农户经济收入。未来，王宇浩计划将互

联网、云计算及智能机电技术融入到农产品生产及加工销售

过程中，开设“淘宝主播”“抖音直播淘客”，打造一个现代

化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模式，创立一个让消费者放心

的纯天然绿色的农副产品品牌，为当地乡村青年和农户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案例总结与创新点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精英计

划”为引领，全面激发育人活力。遵循发挥特长、因材施教、

分类指导原则，以“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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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讲堂”“双创比赛训练营”等

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以项目辅导、课程训练、专家讲座等

形式，聘请校内外知名大咖、金牌导师、行业专家、知名企

业家、创业投资合伙人担任双创“金牌”导师，大力培养“有

创新思维能力”的拔尖人才，着力帮助学生在创新中提高、

在创业中成长。师生团队在 2019 年斩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创意创新大赛金奖，2020 年荣获第三届“互联网+

交通”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创意组金奖。截至

目前，轨道交通学院师生累计荣获国家级奖项 16 项、省级

奖项 30 余项。

作为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美丽乡村经

营带头人”，王宇浩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乡村振

兴的崇高事业，以实际行动和责任担当积极投身“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他个人价值

的实现过程，也是职业教育在乡村人才培养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体现。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唯一的交

通运输类公办高职院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

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以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为己任，从 2016

年开始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计划，构建了“学历+

技能+创新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学生人才培养新模式，

率先在浙江省高职大学生中形成了典型示范效应，为加快农

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有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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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支撑。

虽然分院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已初见

成效，但仍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一是对教育模式的宣传力

度有待提升，目前轨道交通学院对新型农业工匠的宣传限于

各类媒体平台，尚需进一步深入农村，与农民和乡村干部开

展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农民对于产业提升和人才培养的

真实需求；二是产教融合程度有待加深，需要继续跟进乡村

经济产业的发展状况，制定农村经济体与院校教学体系深度

合作的具体方案，针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为学生制

定出专业化、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推动课堂教学与乡村发展

有效衔接；三是学生对于农村职业身份的认可度有待强化，

需要进一步引导学生参与农村合作企业的调研、实践等系列

活动，增强学生对农村经济的专业认知，寻找到作为新型职

业农民该有的存在价值，帮助他们清晰认识未来发展的道路，

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创业创新、投身乡村建设的工作热情。

六、推广价值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只有把“农村

娃”培育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才可以真正发挥乡村人

才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浙江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过程中，坚持以

人为本的多元化培养策略，通过资金支持、创业指导、学历

提升、专业技能训练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升了学生创业创

新的综合能力。这对于部分经济产业较为单一，技能型人才

短缺的农村地区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人才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