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要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农业，需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先进农业产业技

术的现代青年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者，
为此，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在园艺技术专业开展了围绕园艺

产业，从 生 产 技 术、经 营管 理 水 平 提 升 2 条 主 线 全 程 培 养

现代青年农场主的研究与实践。
1 背景介绍

调查显示，农村许多村庄 70%以上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还有 20%以上边务农边打零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和家庭妇女，“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

会种地、90 后不提种地”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

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已达到 250 万家，全国土地规模经营面积占 40%，正在成

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新

理念与新技术，开展种养循环、产加销一体、休闲观光等多

种经营，发展信用合作、电子商务、会员制消费等新兴业态，
产业、生态、文化、体验有机结合，开始从单纯销售农产品转

变为同步发展旅游业和宣传区域文化，收获了技术进步与

产业融合红利，给古老的农业产业注入了生机。
浙江省在推进“高效生态、特色精品、绿色安全”的高质

量与高水平现代农业过程中，出现了人才瓶颈的问题，具体

表现在质和量 2 个方面。质表现在现有的农业科技人员整

体素质不高，懂农业产业的技术人员缺乏；量体现在从事农

业科技的人员总量偏少，缺乏农业科技人才。
为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农业，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与金华市农业局、共青团金华市委、金华市农业科学院、金

华市园艺学会合作，在园艺技术专业开展了现代青年农场

主培育的研究与实践，共同举办现代青年农场主创新班，围

绕园艺产业，开展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销售的全程

培养，探索政校行企共育现代青年农场主的新模式。
2 具体实践及特色创新

2.1 创建“二线四段、力耕塑人”的人才培养模式

首届青年农场主班围绕浙江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和现

代青年农场主岗位技能，经过政校行企四方的多次探讨，共

同确定“二线四段、力耕塑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图 1）。
2.1.1 第 1 阶段（第 1~2 学期）：认知实践。学生主要通过通

识类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的学习夯实基础。安排学生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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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园艺企业认知实训 2 周，引导学生亲近自然、了解农

业、领悟农业，利用各种农耕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培养学

生朴素的亲农、爱农情怀，用近年的学生自主创业典型、优

秀校友的事迹激发学生树立学农的信心。
2.1.2 第 2 阶段（第 3~4 学期）：跟班实践。采用小班化和双

导师制，学生在田间课堂和固定课堂同步学习。第 3 学期，
根据农时季节，安排学生每周 3 d 在校学习专业知识，2 d 以

团队形式到金华市农业科学院基地跟随师傅学习果树、蔬

菜、花卉生产等技能，培养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第 4 学期，
学生每周 3 d 在校主要学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等课程，2 d 到金华三分田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园实训，培养

图 1 现代青年农场主“二线四段、力耕塑人”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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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城乡收入差别比率、农

民人均纯收入 3 个指标来展开评价。
2.7 一二三产业发展关系类指标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有利于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
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同时可提高农业发展的

质量与效益。该类指标可通过农业产业化程度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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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市场营销、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2.1.3 第 3 阶 段（第 5 学 期）：实 战 演 练。学 生 主 要 学 习 创

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课程，以学校现代农业示范园为

平台，成立模拟股份制公司，采取“零投入，后结算”的承包

方式，让师生共同承包大棚进行实战演练、自主经营，培养

学生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2.1.4 第 4 阶段（第 6 学期）：顶岗实习。学校聘请经验丰富

的一线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对学生进行岗前专题培训；学

生 到 浙 江 省 示 范 性 家 庭 农 场 进 行 为 期 3 个 月 左 右的 农 业

生产与管理实践实习，熟悉家庭农场经营之道。
2.2 创新知识与技能体系，构建 “模块化”课程体系

以现代青年农场主“有文化、懂技术、能管理、善经营”
的岗位技能为出发点，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将现代青年

农场主的知识与技能体系设计成五大模块，分别为通识课

程模块（包括思想政治类、体育健康类、职业职场类、跨文化

交流类、科技工程类、人文艺术类 6 类课程）、园艺生产技术

模块（包括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卉生产技术、园

艺植物保护技术、植物生长与环境、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农

业生物技术、果蔬贮运加工）、休闲农业模块（包括休闲农业

创意和休闲农业服务）、农业信息技术模块（包括农业信息

技术和智慧农业）和农业管理技术模块（包括农产品市场营

销、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业创业融资与

股权设置），形成现代青年农场主的知识体系与技能体系[1-2]。
2.3 构建政校行企的长效协同育人机制

以服 务 园 艺 产 业 发 展 和 培 育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为 导

向，以“政府指导、多方参与、需求导向、模式创新”为原则，
现代青年农场主班由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金华市农业局、
共青团金华市委、金华市农业科学院、金华市园艺学会共同

举办。开展探索建立农业主管部门统筹领导下的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育组织服务方式的研究，深度融合政校行企各方

优质教学资源，构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政校行企利益共同

体，探索建立长效协同育人机制 [3-4]。
2.3.1 明确工作职责。金华市农业局负责国家强农惠农政

策和农业农村扶持政策解读，并提供相关政策的支持；共青

团金华市委负责青年学生创业政策解读和青年农民创业基

地推荐；金华市农业科学院负责提供实践场地和实训指导

教师；金华市园艺学会负责行业指导；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

科办负责教学任务的下达和排课，园艺技术专业负责教学组

织、学员管理、跟踪服务、信息报送、工作宣传、制度建设等。
2.3.2 搭建科技研发服务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校企优质

资 源 的 优 势，教 学 研 究 与企 业 产 品 研 发 相 结 合 ，组 建 科 技

研发团队，针对园艺产业联合攻关，教师通过科技研发及时

将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融入到专业教学中，使教学内容

始终与行业技术前沿保持同步；企业及时吸收消化科研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
2.3.3 师资队伍多元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金华市农业

局、金华市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一支由资深专业教师和熟

悉产业发展的技术专家、优秀家庭农场主组成的师资团队，
共同研讨交流授课内容，优化课件，以提升教学质量。
2.3.4 严格考核管理。建立教师授课评价机制，组织参训学

生对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等进行评价，优化授课

教师结构，提升教学质量。每个学期结束后，学生除参加原

理论课程的考核外，还应参加基地技能训练内容考核，其成

绩作为原课程互换认定。
2.3.5 打造智慧园艺实训平台。引进现代园艺设施设备及

管理模式，建成能反映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训平台，引领园艺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

方向转变；深度融合学校、农业科学院、企业的优质资源，共

建“专业、科研、人才”三位一体的智慧园艺创新中心，打造

集专业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平台。
3 运行成效

3.1 为全国农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 2017 年浙江省暨杭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

上，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针对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模式进行

了经验交流，受到广泛好评。省内外同类学校纷纷来校考察

交流，并给予高度评价。新模式解决了我国农业人才培养与

农村需求不一致等问题，为农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提

供了新思路。
3.2 破解了限制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

产业转移，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

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普遍，“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已成为一个

亟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金华市农业局

等单位已联手探索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模式。 首届现代青

年农场主自主创业率达到了 22.2%，如舒晓慧创办了金华市

程景 苗 木 专 业 合 作 社，种 植面 积 达 21.33 hm2，产 品 销 往 全

国各地。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 占 43.75%，探 寻 出 了 一

条政校行企共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现代青年农场

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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