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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成果背景与问题、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创新与特点、 应用推广

效果等方面进行说明，字数不超过 5000 个汉字。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一）成果背景 

1.宁德市偏远畲汉乡村振兴基本情况 

宁德市是中国畲族最大聚居区，共有 8 个畲族乡，畲族人口总数 18.89

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 26.7%、占福建省畲族人口的 51.6%。宁德市共有

2000 多个畲族村以及大量的畲汉杂居村落，大多分布在偏远区域，畲汉同胞

共同创造了闽东光辉灿烂的历史。当前，宁德市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状况，许多老、少、边及海岛等乡村的振兴情况，还未能达到习近平总书记

“弱鸟先飞”的殷切期许，离“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偏远畲汉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还未能充分实

现。 

2.成果完成单位的基本情况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是闽东唯一一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是闽东职业教育

联盟牵头单位，办学近 90 年来，始终重视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进步工作，在

开展民族教育方面曾作出突出贡献，多次被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福建省福安职业技术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近年来在弘扬、传承闽东优

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传承本土非遗技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项目依托宁德市委在宁德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闽东乡村振兴研究院，

整合两校优势资源，组建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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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要解决的问题 

1.闽东偏远畲汉乡村“振兴难、难振兴”的现实问题 

闽东偏远畲汉乡村的振兴工作，是建国至今长期困扰闽东发展的社会难

点问题，也是当前宁德市“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凝心聚力争创“全

国乡村振兴样板区”亟需解决的“赶考命题”。 

2. 职业院校如何促进内涵式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闽东的高职与中职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省

内外其他同类学校相比，在内涵式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两校借新

时代东风，自觉对标国家要求，强强联合，从 2016 年开始策划并实施“畲汉

融合、育训并举：助力偏远乡村振兴的宁德模式”项目，以服务区域社会发

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凝炼办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一）主要做法 

1．推进闽东乡村思政大课堂建设，提升偏远畲汉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项目针对偏远畲汉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薄弱的短板，大力推进闽东乡

村思政大课堂建设。五年来，为闽东所有畲族行政村村主干开设了“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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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建立了“送党课进村”长效机制；结合乡村研

学基地建设，开展形势政策、科技文卫、非遗保护、移风易俗教育以及乡村

儿童成长教育等，提高村民的整体文明素质，提振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 

2．实施闽东特色乡村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偏远畲汉乡村振兴紧缺人才 

项目充分发挥国家级骨干专业、省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省级产教融

合示范专业点、省级高职教育示范专业、省级“二元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专业、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等优势，利用校内 50多个不同

类型的国家级、省级实训基地以及校外 150 多个实训基地等，为闽东所有畲

汉偏远乡村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创新“三送”反哺“三教”改革，促进特色鲜明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 

项目通过“送科技、送文化、送培训”的载体创新，首创“行走的课堂” 

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法，致力于解决为偏远乡村振兴输送人才 “最后一公里”

难题，助力弱鸟先飞，有效促进了“三教”改革，极大提升了教师队伍的素

质，增强了广大学生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的本领。项目实施有力提升了骨干

专业建设水平，为多个省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促

进了特色鲜明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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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成果 

1.党建引领是根本，扶贫先扶志，打造了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项目重点瞄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偏远畲汉乡村，扶贫先扶志，实施

“乡村思政大课堂”项目，建立学校党政领导亲自授课、思政教师驻村巡回

授课机制，通过在乡村公共空间现场开讲“习近平在闽东的足迹”系列专题

课、联办研学活动、指导疫情防控及下派挂职干部等形式，通过党建宣教引

领，群众思想认识明显提高，促进了乡村治理规范化、科学化。项目实施以

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打造了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 

2. 乡村需求是主导，扶贫必扶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输送了紧缺人才 

项目以偏远乡村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制定了《闽东特色偏远畲汉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上，贯彻中高职衔接一体化并打破

学科界限，贯通人才培养通道，针对闽东乡村“8+1”特色产业的振兴发展，

举办多元多层次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开设专业 32 个，共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4000 多人；全日制毕业生就业涉及乡村振兴领域的达 5000 多人；项目覆盖

闽东，辐射全省及浙南、台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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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育训并举是关键，助力要精准，促进了偏远乡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依托品牌专业优势，精确瞄准偏远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问题，

首创“行走的课堂”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法，把实训课堂开设到乡村生产一线，

通过现场教学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开展探究式协同创新学习。全面推进“非

遗+”产业振兴孵化项目的“手把手”式辅导教学，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选派 60 多名科技特派员和创业导师，为 40 多个偏远畲村成功

孵化和立项特色创业项目达 100 多个，助推产业振兴成果显著。 

三、创新与特点 

（一）借鉴协同发展理念，破解乡村振兴难点 

在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资源的配置及基础设施设备等的投

放向城镇倾斜，导致了乡村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在当前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优势资源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基础条件好、振兴成效

明显的“强势乡村”流动的倾向，其结果趋向是“强村越强、弱村越弱”。尽管

在一个相对的时间维度内，某个区域乡村振兴的 GDP 总量得到了极大提升，但

是区域内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为加剧。

项目设计在指导思想上以习总书记关于“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

问题”为根本依据，借鉴当前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协同发展”理念，着重关

注、帮扶“闽东偏远畲汉乡村”这个“关键少数”群体，发扬“滴水穿石”精

神，在促进闽东社会的“弱村”与“强村”协同发展、乡村与城镇协同发展、

畲族与汉族共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二）育训并举 “志智双扶”，着力补足“人才短板” 

项目卯定区域发展难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教学体系，育训并举 、

“志智双扶”，通过《闽东特色偏远畲汉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

践推广，切实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偏远畲汉乡村发展困难的共性就是人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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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缺乏，由此带来了文化自信、产业升级、资源的有效转化利用等方面的一

系列问题，项目实施牢牢把握“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原则，以“滴

水穿石，久久为功”的精神，锲而不舍地为偏远畲汉乡村培养了一大批多元、

多层次的人才，并着力解决人才培养输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助力“弱

鸟先飞”。 

（三）打造“宁德模式”，树立推广示范标杆 

项目创造性地把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与促进铸牢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实施过程中的畲汉文化、产业和教育等

方面的深度融合，注重畲汉不同乡村成功案例、先进做法的交流和借鉴，尤

其注重地域特别偏远、发展特别困难乡村的帮扶工作，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

与共同繁荣、共同进步。项目立足闽东的实际社情，着力把自身打造成推进

宁德市创建“全国乡村振兴样板区”过程中攻艰克难的“样板方案”，创造性

地开展助力弱势偏远畲汉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创

新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在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

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方面，为其他民族区域的乡村振兴路径选择提供了可借鉴

的示范案例。 

四、应用推广效果 

（一）党建帮扶乡村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项目实施以来，通过“思政大课堂”等形式加强结对帮扶乡村的党建工

作，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村干部成为乡

村的领头人和主心骨，乡村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提升。闽

东乡村振兴研究院分院所在的福鼎赤溪畲族村、福鼎峡门畲族乡柏洋村党总

支均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柏洋村党支部的“五心工作

法”受到习总书记赞许，在全国加以推广；项目帮扶的多个偏远乡村，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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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各级星级基层党组织。 

（二）育训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项目实施以来，为偏远畲汉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了大量的领军人物与

技术骨干，涉及闽东乡村“8+1”特色产业全领域；项目组帮扶 50 多个乡村

的 80 多家企业组建了电商营销团队，有效解决了产品销售的问题。许多企业

被评为各级“龙头企业”，大面积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根据随机抽样的 40

多个帮扶乡村 2016 与 2021年统计数据的分析比较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 “村财收入”2 项指标均实现了“翻两番”以上。 

 

 

 

 

 

 

 

（三）畲汉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 

项目实施以来，为闽东众多偏远山村挖掘整理出大量历史人文资料，开

展特色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推动传统村落申报等工作；广大教师以“畲汉

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了 150 多项课题项目研究；撰写专著 3 部、学术论

文等 300 多篇。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了多门非遗技艺；项目还通过闽台

合作等平台、载体，承办各级各类型学术论坛、非遗技艺大赛 50 多次，组织

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比赛 300 多人次，使闽东畲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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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弘扬和传承。 

（四） 推广“宁德模式”深化闽东职教改革 

项目实施以来，牢牢把握“畲汉融合”的抓手，紧扣宁德市是全国畲族

最大聚居地的社情，深刻分析畲汉偏远乡村振兴难的根本原因，坚持以服务

偏远畲汉乡村振兴为主要目标，以解决紧缺人才输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为主要路径，以推进闽东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为愿景，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动员师生与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项目的实施，为闽东畲汉偏远乡

村培蓄和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力量，促进了民族的深度交流和融合。项

目辐射至与福建全省、浙南、台湾的涉农产业帮扶合作、文化交流等项目，

以及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结对子工作，为国家“东西职教协作”战略的实施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项目的实施，打造出助力偏远乡村振兴的“宁德模式”，

进一步深化了闽东新一轮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也为其他民族区域的职业教

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