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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研究
——基于西昌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赵华英，汪 腾，唐正霞*

（西昌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途径。社会服

务是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作为民族地区高校，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人才供给优势、科技资源优势和心理上的认同优势等助

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应发挥其优势，打造结构优化的学科体系、推动高质量

服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多措并举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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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dvantages and Paths of Universit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n Xichang University

ZHAO Huaying，WANG Teng，TANG Zhengxia*
（Ss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13，China）

Abstract: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historical task to build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and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benefit and enrich agri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Social service
is one of the key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
tion in ethnic area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talent supply，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ty.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create an academic system with optimized structure，promote high-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s. With the above measures，universities can better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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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我国农村人口占

比较大，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实现乡村振兴。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既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

也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加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中来。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

阵地，高校要积极主动加入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

部署中来，发挥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服务支撑。

民族地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

部分，应着力将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己

任，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主动加入服

务乡村振兴的队伍，力所能及，尽其所能，利用自身

优势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

二、民族地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

民族地区大多远离省会城市，相比城市周边的

doi：10. 16104/j. issn. 1673⁃1883. 2022. 03. 009

收稿日期：2022-03-30
作者简介：赵华英（1989—），女，云南丽江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研究。*通信作者：唐正霞（1988—），女，四川

松潘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民族经济。



第 3期 赵华英，汪 腾，唐正霞：民族地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研究

农村，其农村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受限，而民族

地区高校的建设依托所处地方社会资源和社会发

展，对比其他高校，更能了解所处区域的农村农业

文化等发展，更能直接助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一）地理区位优势

地方高校大多位于小型城市，远离省会城市，

靠近乡镇和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能够更直观地

感受农村在乡村振兴阶段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从

而提供更加确切的方案。特别是位于民族地区的

地方高校，以西昌学院为例，办学地点位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离四川省省会城市成都有

四百多公里，现有西、南、北三个校区，都位于郊区

且濒临乡镇，其中北校区与南校区为主要办学地

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量种植高山苦荞、土豆、水

果和蔬菜等，学校开设的农学、电子商务等专业的

发展依托于当地的特色农业，同时从种植、销售等

方面反哺于这些特色农业。同时，凉山州彝族自治

州旅游资源丰富，有 13个 4A级旅游景区，23个 3A
级旅游景区和 2个 2A级旅游景区，学校开设的旅游

管理等专业的发展依托于凉山州的旅游资源，也能

从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助

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二）人才供给优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必不可少。国以人

兴，政以才治，人才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

要因素，而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园地，在培养服

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方面，地方高校在教学资

源、专业和师资方面都有明显优势，成为培养和输

出民族地区需要的“三农”人才和乡村治理人才最

重要的途径。西昌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凉山

州脱贫攻坚中共选派 5轮 49人次的挂职干部、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21年 7月又选派

5位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干部赴美姑县侯古莫镇沙

溪洛村进行乡村振兴帮扶。西昌学院发挥自己的

教育资源优势，为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建设骨干人才，2019
年到 2022年，西昌学院培训中心承担了乡村振兴专

题研讨班、农村实用人才骨干培训班、贫困村致富

带头人培训班、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

提升培训班、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培训班等 50余
个项目 2000多人次的培训任务。学校还与攀钢集

团西昌钢钒、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

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百余家企业开展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共建新

工科产业学院，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人才供给保障。

（三）科技资源优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成为创新未来

的重要途径，科技是乡村发展的战略支撑，高校是

基础研究主力军和技术创新策源地，在各个领域均

具有极大的科技优势［2］。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求科技

创新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民族地区高校作

为当地最高学府，汇集了较多的科技资源，拥有多

学科的科技人才队伍和先进的科技设备，较强的科

研平台和丰富的科研成果，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方面具有其独

特的优势。而地方政府为民族地区高校科技创新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运用各种优良政策吸引高

端人才，使之成为民族地区高校中基础研究和科技

创新的主力军，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

支撑。

（四）心理认同优势

地方高校始终坚持“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

地方”，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高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强了与当地政府和农

民交流的频率，为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对地方高校

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群众认同度较高。位于民族地区的地

方高校有很大一部分生源来自本土，西昌学院近

20%的同学为本土学生，学校一直秉承为凉山培养

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永久牌”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先后为地方培养培训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近 20万，全州县处级干部的 50%、中小学

校长及骨干教师的70%、高层次农牧人才的80%、水

电和建筑领域技术骨干及高层管理人员的 85%均

毕业于西昌学院。众多的高质量校友在凉山州的

各行各业发挥作用，提升了群众认同感。

另一方面，用行动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西昌

学院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作为高校的智力、人才

优势，汇集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和健康等方面助

力扶贫，全力支持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奔康。为了

更好地开展科技服务、科普宣传、技术指导和培训

等，在凉山州县市建立产业示范基地，专家“坐诊”

建立“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深入基层，对农户“一对

一”指导，助农增收致富。为促进移风易俗、形成乡

风文明，多措并举，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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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服务等，进一步激发当地村民内生动力。为

助力彝区“禁毒防艾”工作，每年组织 2 000余名志

愿者深入凉山 17个县市开展宣传教育，形式多样，

效果显著，因此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四川省预防艾滋病教育试点高

校”。因学校服务对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效

果，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

持和认同。

三、西昌学院在服务地方发展中的特色实践

与成效

西昌学院位于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办学历史悠久，是四川省首批

整体转型试点院校，国家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 100
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也是全国新建本科院校中唯一

一所省、部、委共建高校。占地 1 900亩，全日制在

校生 20 000余人；教职工 1 000余人，专任教师 877
余人，其中正高职称 107人、副高职称 217人，博士、

硕士研究生 696余人。作为汇聚了大量人才、学术

交流平台和科技资源的智力高地，高校肩负着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重要

职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作为凉山地

区唯一一所本科高校，西昌学院基于在民族地区办

学实际，始终坚持“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

的办学原则，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资源开发

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积极为凉山州的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学校科研工作遵循“服务地方、注

重需求，突出应用、特色发展”的原则，紧扣应用性、

地方性、民族性的办学特色，按照“明定位、抓常规、

突重点、寻特色、重实效”思路，密切服务于民族地

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需要，在服务乡村振兴、地

方生态保护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等特色研究

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积极发挥人才智力与科技

优势。

（一）选派高层次产业技术人才下基层，助力产业

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驻村帮扶干部要

扎实做好脱贫成效的摸底调查工作，因地制宜制定

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帮扶计划，

推动建立乡村振兴项目库，让帮扶资源发挥最大效

益。凉山彝区由于受自然、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

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滞后。但凉山绿色农业资源

丰富多样，是全国农产品优势区，发展绿色特色农

业的最适宜区。畜牧业资源也非常丰富，畜牧业在

凉山州农村经济和全省畜牧业的地位也日趋重要，

是四川省三大牧区之一。但产业发展存在基础薄

弱、服务手段落后、投入不足等问题。为了助力产

业发展，西昌学院在凉山州深度贫困县建立产业示

范基地和“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成立工作组，选派

科技特派员前往贫困县，进村入户解难题，深入到

各个帮扶村、专业合作社、牧场大力开展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培训和科普宣传等，助农增收致富。同

时还利用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和技术服务微信群，通

过“点对点”“分级诊疗”等方式为农户在线精准解

答疑难问题。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服务“三

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以

优选人员、创新机制、引导项目、强化扶持、人才培

养、科普宣传为抓手，有针对性地强化人才和智力

支撑，提升凉山州的产业扶贫质量水平，增强农村

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先后选派科技特派员 90余人

次深入农村基层、农业一线，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全

方位的科技服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

济发展，为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做出了积

极贡献。

（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地方造血功能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以科技助推产业富民，学校非常重视高层次

科研团队和平台建设。建有“攀西特色作物研究与

利用”省级重点实验室，建有其他各级科研平台 20
余个，重点在凉山农业资源、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

资源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为凉山特色农产品马铃

薯、苦荞、洋葱等产业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学校

共获国家级项目立项近 20项，获省、州科技进步奖

60余项，获省级哲学社会优秀成果奖 10余项，获得

国家专利近 200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7项，推广

转化科技成果近 70项，取得社会经济效益 15.8亿
元。在选育作物新品种等方面也成效颇丰，2018
年，马铃薯原种超高产扩繁试验破西南地区亩产纪

录，学校多次被授予“四川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先

进单位”。充分发挥了地方高校在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助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学校身处民族地

区，时刻不忘服务地方，造福地方的责任，坚定信

心、坚忍不拔、坚持不懈地把科技创新放在更重要

的位置，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强化地方造血功能。

四、民族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为了更高效有力地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地

方高校需要不断创新，从多角度发挥自身优势，不

断加强自身办学水平和服务地方水平。结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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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完善体系，提供有价值的

服务。

（一）突出特色和优势，打造结构优化的学科体系,助
力产业兴旺

2019年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高

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介绍高校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和服务乡村振兴的最新进展。提出要通过抓

好涉农专业学科发展建设、完善涉农人才培养体

系，布局一批乡村振兴领域创新平台等，使高校成

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集聚高层次人才的高

地［3］。西昌学院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培养大量应用

型人才的重要基地，需结合学校发展和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立足学校和地方实际，确立有特色、重实效

的学科方向，强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渗透，以

此为重点打造结构优化的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和核

心，是高校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因素。学科特色不

仅是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所在，也是一所学校的生

命所在［4］。任何一所大学一般不可能在所有学科上

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一般都是通

过几个学科或某几个专业来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甚至整个学校的发展。我国目前推行的“双一流”

建设和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就是考虑

了优势学科体系建设。民族地区高校想要在众多

高校中拥有一席之地，必须结合国家战略方针和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独特的学科建设，发挥自己的

特色学科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学校知名

度，提升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水平。如，西昌学

院应基于地方的旅游资源丰富、畜牧业日趋兴旺、

农特产品质量好且丰富多样但销路受限，矿产资源

丰富但开采技术落后，乡村治理需要大量“下得去、

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永久牌”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等。坚持“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的

办学原则，整合旅游管理、动物医学、农学、电子商

务、行政管理等学科资源，高质量地为民族地区乡

村振兴服务。

在脱贫攻坚阶段，为让农民住上好房子，改善

住房条件，凉山州高山上大量农户搬迁到政府修建

的集中安置点，原农户居住地的大量土地荒废，西

昌学院可发挥自己的学科和专家优势与好医生药

业集团等企业合作，建立特色中药材现代产业园

区，引领和带动广大农民发展中药材增收致富过上

好日子。引导企业加大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集体

经济）的扶持和支持，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农产

品、中药材等溯源体系资金与科技的投入力度，积

极引进、示范和推广农业创新成果，加快科研成果

转化应用，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除此之外，学

校可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为企业开设有针对性的

学科专业，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培养社会与市场需

要的人才，推动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以精准

招聘定向、拓展合作领域、搭建就业平台为切入点，

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增强校企互融，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努力实现高校、

企业共赢。民族地区高校应积极主动整合政府、企

业和学校优势资源，主动融入地方建设中，积极与

地方政府和企业沟通，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

动发展的格局，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

要的人才队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把人才振兴置于首位。

强化人才振兴，才能确保乡村建设的良性循环。民

族地区高校是当地知识储备的重要基地，是为乡村

振兴培养和输出人才的主要阵地。农村经济发展

离不开大量专业人才，民族地区高校应立足实际，

整合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民族地区培养和

输出大量实用型人才。

一方面，优化人才培养方式。乡村振兴工作，

需要大量的专业性人才，民族地区高校要根据乡村

振兴对人才需求的实际变化，有针对性地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围绕地方产业布局，加强双向互动，拓宽

人才培养渠道。利用学校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

旅游与城乡规划等学科专业优势，借助沿海城市在

模具、数字化、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的区域特色产

业，共同建立合作培养关系，推动产教融合落实落

地，为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

经验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可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共

同商讨建设“西昌学院乡村振兴产业人才学院”，订

单式培养，培养更多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做出实质

性贡献的应用型人才。

另一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承担起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学校发展的重

要资源，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也是影响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相对

匮乏，地方高校作为当地最高学府，聚集了较多的

教育资源，应积极主动承担起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民族地区高校作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重要帮扶单位，应高度重视本校师资队伍

建设。首先，从全校教师中精挑细选组成骨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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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经过集中培训、思想引领、邀请专家开展讲座、

外出考察学习等，提高教师的技能水平，强化教师

的社会服务意识，积极主动投身到为民族地区乡村

振兴培养人才的实践中。其次，学校也可以利用自

己的教学平台，吸引更多的校外专家加入教师团

队，充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库，以弥补校内专家

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为民族

地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理论扎实、实践丰富的实用

型人才。最后，全面推进产教融合，地方高校可根

据校内外专家的专业属性，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

进一步提升教师团队实践能力，便于教师多渠道开

展社会服务，尽可能为乡村振兴创造更多机会。如

专业素质较高的教师专家挂职地方政府部门，为地

方乡村振兴提供智库服务；允许科研能力比较强，

科研成果转化意愿较强、转化可能性较高的教师脱

产，全面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用实际行动助推民族

地区乡村振兴。

（三）提升服务质量，校地合作引领乡风文明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基本职能，

在推动办学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高校应创

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全方位服务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校地合作目的是互利共赢，高

校为人才提供课堂理论教育，地方为人才提供

实践锻炼教育。民族地区高校应加强“第二课

堂”建设，多组织学生在地方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不走形式主义，切实打入基层，与地方形成

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利用高校在艺术、文化

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多措并举用村民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文化艺术服务等，进一步激发当地

村民内生动力，促进移风易俗、形成乡风文明。

另一方面，积极承接地方政府的调研、科研等

项目，深入一线，挖掘问题，为政府制定科学合

理的政策提供帮助。 2021年 4-5月，西昌学院

受凉山州就业局委托，对凉山州金阳县、美姑

县、雷波县等 12个贫困县进行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就业增收情况调查，西昌学院高度重

视，积极组织 12名熟悉地方情况的指导老师带

领 120名学生，深入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进行调查，共完成 32 168户，166 490人

的就业增收情况调查，对巩固凉山州脱贫攻坚

成果，进一步提升乡风文明，为政府制定集中

安置点就业增收政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高校

和政府在合作中，不断加强沟通，发挥各自优

势，进一步提升了相互间的信任度，有利于更

好地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

（四）依托地方优势资源，为打造生态宜居乡村旅游

小镇献策献力

目前，高校与地方经济相互融合发展达到空前

的程度。民族地区高校应依托地方优势资源，明确

地方发展、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自己的智

库、科研优势，深化校地、校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实现产学研相结合，有力支撑地方的可持续发

展。凉山彝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

富，学校可利用旅游管理、城乡规划等专业和人才

优势，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依托森林资源的天然氧

吧、温泉瀑布景区、光热水土以及生态农业、绿色食

品等优势资源，为政府规划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

养，以及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把凉山州

打造为四川省的“后花园”。

（五）做好学生思想价值引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

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

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

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学生的

思想价值观是影响其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因素，做好学生的价值引领，引导、帮助学生树立并

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民族地区大多

工作条件艰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人们思想

落后。当代大学生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

新人，思维活跃，见解独特，学习能力强，学生在校

期间应注重德育教育，狠抓课程思政建设，在专业

课学习中融入思政元素，注重大学生党支部建设，

做好学生思想引领，引导学生到基层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学生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

用他们先进的思想去带动乡风文明，强化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

五、结语

民族地区高校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应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人才供给优

势、科技资源优势和心理上的认同优势等，从打造

结构优化的学科体系，助力产业兴旺；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培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队伍；

提升服务质量，校地合作引领乡风文明；依托地方

优势资源，为打造生态宜居乡村旅游小镇献策献

力；做好学生思想价值引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等方式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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