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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开放大学：

扎根建设自贸港热土 为乡村振兴扶智赋能

问题一：为助力海南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近年来，海南开放大学都进行了哪些有
益探索与实践？

海南开放大学：海南约有80%的土地
在农村，40%的户籍人口是农民，20%的
GDP来自农业。海南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大背景下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是
实现人的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农村人才。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为了提高
全省农村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为我省农
村基层组织和新农村建设培养和输送“留得
住，用得上”的人才、着力培育“可农可工可
商可服”的新型职业农民，省委组织部分别
于2010年至2015年，2015年至2020年在
全省范围内实施“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
项目及“双学历”项目，每年选拔一批农村干
部和优秀青年到当时的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现为海南开放大学）接受大专学历教育。

这两个教育项目，是我省首次采取远
程教育方式大规模、系统性培养农村基层
干部的有益尝试。目前，根据农村基层工
作需要，海南开放大学开设了农村行政管
理、农业经济管理、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开
发与管理、休闲农业等一批涉农专业。

问题二：两个教育项目的人才培养模
式是怎样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海南开放大学：近年来，海南开放大
学以培养基层组织带头人和群众致富带
头人为目标，逐步建立起“123456”人才
培养模式。

具体来看，“1”是紧紧围绕服务“三
农”，为农村基层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这一条培养主线。“2”是以培养“基层组织
带头人”和“群众致富带头人”的“双带头
人”作为培养目标。“3”是形成“院党总支—

班临时党支部—临时党小组”三级组织管
理模式，强化党组织的纵深管理。“4”是形
成省市县委组织部等职能部门领导、专职
教师、行业专家、“土专家”四大师资队伍。

“5”是指形成集中脱产学习、分散学习、自
主学习、网络学习、现场学习五种形式。“6”
是建立和完善课堂教学、基地教学、网络教
学、实践教学、小组学习、素质拓展六种育
人途径。

为保证培养质量，海南开放大学采取
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学习形式，
确保每个学生每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2
个月，每学期不少于1个月，其中每学期到
校部集中脱产学习17至21天，课程内容四
大模块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术理论
教学、通识素质应用教学以及职业技能培
训。根据各市县委组织部人才培养需求，
每学期组织集中实践教学3至6天。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海南开放大学不
断总结经验，优化调整培养方案，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比如，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对实
用写作和计算机使用有较强需求的情况，
从2015年开始，每学期都增设了实用写作
和计算机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不少人
表示，课程学习对他们的实际工作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

在学习资源方面，海南开放大学充分利
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优质课程资源，同时
补充建设省自开课程网上资源。严把资源
建设质量关，促进自建、购买和共享资源各
种方式相结合，课程资源建设力求内容体系
完整、实用。2015年，省委组织部与海南开
放大学共同编写了《农村基层党建实务教
程》《农村政策法规》《农村基层治理概论》等
10本教材，涉及基层党建、行政管理、农村创
业、惠农政策等方面。海南开放大学将根据

需要在不断修订已出版的教材基础上，继续
规划、编写新开专业自建教材。

问题三：两个教育项目实施以来，都取
得了哪些成效？

海南开放大学：自两个教育项目实施
以来，海南开放大学通过创新培养模式、优
化教学模式，为一大批农村基层的党员干
部、技术和管理人员改善了专业知识结构，
提升了学历和能力，拓展了发展空间，以更
好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

比如，2021年的村“两委”换届中，有
5416名学生在村级干部换届选举中成功当
选。这些学生成为海南基层“用得上、留得
住”的工作队伍，有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建
设能力，大大充实了村（社区）后备干部力
量。他们中有的回乡组织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领农民群众发家致富；有的创立营
销品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全国人大
代表黄月芳、林美娟、黄丽萍等均为“农村
干部大专学历教育”项目学生。

截至目前，共有18227名学生参加了
“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项目及“双学历”
项目，11307名学生顺利毕业，54%的毕业
生成为我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群众致富

“双带头人”。这两个教育项目也成为我省
农村（社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品牌，为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了海南样板。

两个教育项目的实施，逐步提升了海
南农村、社区干部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
随着学历提升，村（居）干部的理论水平和
政策把握能力，特别是依法治村、依法行政
与现代治理能力都有了较大提升，解决问
题的能力、方式方法也有了较大改善，这些
能力的改善对海南构建和谐社会和乡村振
兴发挥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题四：在关心“三农”、服务“三农”
方面，海南开放大学采取了哪些举措？成
效如何？

海南开放大学：聚焦乡村振兴人才培
训，海南开放大学面向社会积极开展相关
技能培训和考证，实施全省乡村振兴人才
培训项目，力争培养一支扎根基层的年轻
化专业化“三农”工作队伍，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专业技能人才保障。
2023年，共开设各类乡村党员干部培训班
110期，受训7445人，线上线下培训学习
总人数达800多万人次。与此同时，加快
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推动我省

“技能＋学历”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的开展。

关心“三农”、服务“三农”，还需要更
强大的智力支撑。2022年9月，海南开放
大学“海南乡村振兴与数字治理实验室”
获批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成
为全省9个重点实验室之一。

目前，依托实验室海南开放大学在市
县挂牌共建10个海南乡村振兴教学培训
基地；成立校级“海南乡村发展与基层治
理研究院”，组织编写《海南自由贸易港乡
村振兴调研报告（2023）》，这是我省第一
部乡村振兴蓝皮书；报送咨政报告14份。

与此同时，2023年与 2024年海南开
放大学分别以“全面推进五大振兴与数字
治理”“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海南自
贸港乡村振兴高峰论坛，省内外150多名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论坛采取以文
入会的方式，面向省内外征文，选题重点
聚焦于海南自贸港建设与海南“三农”工
作上。两次论坛收到论文投稿上百篇，经
专家评审，最终形成论文集出版，以期为
海南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问题五：目前，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以下简称电视夜校）在我省基层干部
群众中获得广泛关注。如何充分发挥电视
夜校作用，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海南开放大学：自2016年开播以来，
电视夜校播出节目286期，收看人次超1.3
亿。其间，电视夜校发动各职能部门和厅
级单位，从农民最关心的角度、最急需的知
识着手，解读最新政策、讲好实用知识，把
扶贫政策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让
困难群众“学得进、听得懂、用得到”。各高
校、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也主动深入夜校
课堂和田间地头开展示范教学，把先进的
种植、养殖技术送到困难群众的家门口。

随节目推出的“961017”服务热线，为
农民群众搭起了直通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
桥梁，工单办结率长期保持在99%以上，
开创了“电视+夜校+钉钉+热线”的全新
模式，截至2023年11月底，共接收群众来
电来信 1233 个，形成工单 1234 个，办结
1213个。在夜校管理员能力提升培训中，
定向培训了4200余名乡村振兴“明白人”，
形成了“海南农民教育看夜校，海南农业
发展找夜校，海南农村人才培养靠夜校”
的浓厚氛围。

去年，海南开放大学创新教育品牌项
目，打造“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升级版。全
年播出24期专题，累计收看615万人次，
广播版《乡村振兴越做越有》完成600多场
教学专题，“电视夜校终身教育模式新探
索”获评全国终身学习品牌。与此同时，
电视夜校上线了线上学习平台——“电视
夜校”APP，开设“政策资讯”“技术学习”

“美丽乡村”“云超市”等四大功能板块，未
来将开通“学习深造”“热线求助”“乡亲相
爱”“求职应聘”等多个功能板块，为基层
干部群众打造实时学习的网课平台、产品
展销的交互平台、即时互动的沟通平台、
农业知识的百科平台以及提升学历的教育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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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省各级各
部门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基础性工程来谋划推
进，海南教育系统尤其是
高等院校亦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人才先
行。海南开放大学紧紧围
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海
南自贸港建设需求，努力
提高海南人均受教育年限
和水平，助力乡村人才振
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海南开放大学在探索
乡土人才培养模式、助力
海南乡村振兴等方面有哪
些有益探索与实践？海南
开放大学校长夏旭对此进
行解答。

海南开放大学2016级农业管理学专业优秀毕业
生，琼中和平镇长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有政
（左一）向群众传授红毛丹种植方法。

本版图片均由 海南开放大学 供图

海南开放大学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双学历”教育项目学员在保亭参加文心兰种植实践教学活动。

问题六：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海南开放
大学将如何推进两个教育项目稳步实施、提
质增效，更好地服务海南乡村振兴、培养农村
基层人才？

海南开放大学：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
周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攻坚之年，
是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关键时期。站
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海南开放大学将加快构
建“三全育人”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断增强理论武装自觉，筑牢思想政治工作
的“根”；狠抓思政队伍建设，把稳思想政治工
作的“舵”；丰富文化育人载体，滋养思想政治
工作的“脉”。

海南开放大学将狠抓线上线下课程教学
质量，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学校领导听课、教学督导评估、学生课程
考试及格率等多种形式，确保教学质量、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建设高质量课程
教学资源，一方面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系统
办学优势所提供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另一方
面组织力量建设好适合海南乡村建设和自贸
港建设的教材，打造若干门具有自贸港、乡村
振兴特色的精品课程、特色课程、“名师好课”
课程。

海南开放大学还将树立“产、学、研、用”
应用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新理念，加强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创业实践、实操技能等活动，
鼓励“双学历”教育工程项目的学生考取相应
职业资格和技术证书，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能力。

问题七：下一步，海南开放大学将如何创
新科学研究，深化特色办学，不断提升学校核
心竞争力，助力海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海南开放大学：在创新科学研究方面，海
南开放大学计划打造智库成果与学术精品项
目，调研出版《海南自由贸易港乡村振兴调研
报告（2024）》，继续办好海南乡村振兴主题论
坛，出版论坛论文集，编报高质量咨政报告。
组织国家级、校级与基地课题申报工作，通过

“揭榜挂帅”攻关行动，争取实现国家级科研
课题实现零的突破；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定期
开展学术讲座；加强科研平台与学术阵地建
设。大力加强“海南乡村振兴与数字治理实
验室”建设，推进“海南省终身教育研究基地”
建设，建强农村党建研究所，协同建设热带兰
花种质资源圃、“新农科”实验室、养龟实践科
普基地等科研科普平台。

在深化特色办学方面，推动乡村振兴教
育培训及基地建设，策划实施“线下培训万名
学员大行动”，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与治理系列
专题培训，探索成立海南乡村振兴教育联盟；
推进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提质增效。同时，稳
妥推进成人对口单招办学管理工作，全力办
好乡村教师培训项目。

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推进涉农中
专学校并入海南开放大学获省政府启动；办
好双学历教育工程、“旺工淡学”等政府项目，
稳定双学历专科班规模；大力面向市县（区）
委组织部推广、拓展本科“大学生村官”班项
目；完善中职校依托电视夜校APP建设网络
课程资源，推动“看夜校，得学分，拿文凭”工
作落到实处；加快推进学分银行平台升级改
造，建设学分银行信息系统，为学分积累转换
作准备，探索农民中等职业学历继续教育学
习成果积累、认证与转换标准建设。

（撰文/万芊）

海南开放大学校长夏旭向2023年秋季学期毕业生
代表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海南开放大学原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启珊为乡
村群众讲授有关知识。

干群学历能力双提升 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探索教育帮扶特色路 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继往开来整装再出发
助力乡村振兴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