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蕴浓厚
打一场乡村振兴的持久战

从办学之初的 1 个专业、87 名学生，到
现在 6 个二级学院(部)、31 个专业、1.3 万名
全日制在校生；从校舍平房 5 座、实习基地

40 亩、教职员工 25 人到现在 3 个校区、
校园 1700 多亩，教职工 700 余人，

学校跃居全国农类高职院校

第一方阵；从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到“现
代农业创业型人才”，再到服务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的“智慧新农匠”，构建“校院共治、专
所共融、科教融汇”的办学模式⋯⋯一路走
来，温科院底蕴浓厚。

“涉农高校的人才培养路径要与农业现
代化发展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
撑。”温科院院长赵降英介绍，作为一所地方
院校，要扎根瓯越大地办大学，充分发挥

“农”字特色和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
的职业教育。

不得不提的是，温科院建立了高职院校
与农业科学研究院一体的办学机制，发挥天
然的科教融汇优势，在全国率先提出“智慧
新农匠”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从“产”始到

“产”止的全链条式智慧新农匠培养路径。
围绕产业链打造专业群，建成绿色食品生产
技术等“专一产、接二产、连三产”的五大专
业群，利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浙南作物育
种重点实验室等重点科研平台转化为“训研
创”一体的实践实训科教平台，坚持扎根式、
在地化的乡村振兴校地实践。

从实现农业梦想、创造自我价值，到带
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千

万工程”，越来越多的温科院学子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畜
牧兽医专业 2013 届毕业
生赵奇，服务西部建设，扎
根南疆当“村官”，医兽、
修路、试种、引技，不仅治
好了当地牛羊的“病根”，
还帮助当地村民鼓起了

“腰包”，荣获全国高校毕
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

园艺技术专业

2020 级扩招班学生周曲忠，从普通的种花
人变身为致富带头人，打造温州樱花园，带
动永嘉“赏花经济”越做越大⋯⋯

据统计，近年来该学院为乡村振兴蓄智
培才，每年输送农村电商、农业产业链“链
长”等高素质涉农人才3000余人，培训农创
客、乡村治理人才等1.5万余人次。

服务大局
让技术扎根在泥土里

涉农高校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还体
现在服务大局上突出特色。今年是我省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20 周年。多年来，温科
院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认真选派科技
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在山林奔波、在田野耕
作，让技术扎根在泥土里。

在苍南县马站镇，种植番茄的塑料大棚
随处可见，越冬番茄在大棚内硕果累累。苍
南番茄从默默无名到年产值逾 10 亿元，离
不开驻苍南科技特派员、“番茄西施”宰文珊
的付出与努力。

在温科院，像宰文珊这样下沉一线的农
业科研工作者不在少数——

连续多年担任市科技特派员的朱建军，
每年 2/3 的时间都奔波在山区五县的山路
上，助力平阳建立温州市唯一经省级认定的
林下道地药材金线莲种植基地，形成林下仿
野生种植“一亩山万元钱”模式，有效打通了

“两山”转化通道。
“一带一路”农业技术团专家代表熊自

立、谢志亮，远赴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葡萄、
番茄等主栽作物栽培技术培训，推动跨国
际、跨地域、跨学科技术交流与农技合作。

自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温科院科技特
派员队伍日益壮大，工作成绩显著，一批批
杰出的科技特派员代表就像种子一般，在大
地上生根发芽，让“创新之花”开遍广袤大
地。截至目前，温科院共选派市级科技特派
员 190 人次，占温州市特派员总数近 60%。
近五年，组建产业服务团队92支，建立农业
综合示范基地 45 个，每年面向全国辐射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面积200万亩，年新
增经济社会效益超5亿元。

赋能山区
发挥高校优势助力乡村富美

深耕本土、服务地方、融入资源，温科院
坚持“一地一策”，与温州 6 个县（市、区）共
建实体产业研究院6家。

在浙南山城文成，温科院现代农业与康
养产业研究院率先走出一条校地合作新路
径，探索实施“产业+创新+服务”农业综合
服务机制，建立金丝皇菊三方股份合作模
式，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帮助农户亩均
收益超1万元。

平阳县水头镇新联村在温科院等单位

的帮扶下大力发展茶产业，如今茶叶收入已
占村民收入的80%⋯⋯

实践证明，发挥高校人才、智力等优势，
是推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温科院坚持技术创新与社会服务并举，扎根
山区一线，积极推动人才培养链、科技推广
链、农业产业链精准对接,促进农村产业发
展的动力变革和质量提升。

2021 年至今，温科院先后在温州各县
建立了 9 家博士创新站，引进转化技术成
果，攻克技术难题，让“家门口的博士”进驻
服务家门口的企业、农户，加速推动科技成
果的推广和应用，带动乡村共富。今年，温
科院还成功助力乐清散养土鸡“雁荡麻鸡”
入选“国字号”家禽遗传新资源。

乘势而上谋发展，脚踏实地创未来。张
亨利说，下一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将深耕

“三农”沃土，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做足做大
做优做强“农”字文章，为浙江全面推进“千
村未来、万村共富”贡献地方农科院和职业
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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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乡贤打造的泉玥湖岭度假民宿瑞安乡贤打造的泉玥湖岭度假民宿瑞安乡贤打造的泉玥湖岭度假民宿

乡贤回归带来乡村产业，乡贤以艺术点亮乡村⋯⋯他们似藤蔓从四海汲取

营养，却把根扎在家乡，在山城海岛结出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靠着“四千精神”，闯荡世界，175 万游子在全国各地

拼搏，还有近 70 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不管身在何处，游子

的心永远惦念着家乡。

每到春节、清明、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
节庆，散布世界的温州游子，便归心似箭。
归来是亲情和牵挂，也带来了助力家乡发展
的项目、资金等。遍布世界的温州人，伴着
绵绵乡愁，在温州大力聚贤才、引贤能、汇贤
智中，纷纷“走归眙眙”，乡贤成为瓯越乡村
振兴的强大力量。一组数据特别有说服
力。近五年来，温州创建培育“乡乡兴”实践
基地 106 个，总投资超 427 亿元，带动乡村
经济增收超 22 亿元，解决乡村就业岗位超
3.2 万人次；全市新乡贤联谊组织成立公益
慈善基金 256 个，筹措爱心基金近 17.16 亿
元，帮扶群众超30万人。

“乡乡兴”的背后是乡贤与党委政府部
门的积极互动。温州注重标准化建设，由鹿
城区委统战部率先试点，创建新乡贤联谊组
织管理和服务规范标准，探索规定新乡贤联
谊组织的组织要求、制度建设、新乡贤管理、
场所阵地、资产管理等组织管理内容以及基
层治理、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公
益慈善等服务要求，对新乡贤工作全要素、
新乡贤管理全过程进行标准化重塑。温州
打造“乡乡兴”实践基地，解决新乡贤回归创
业融资难问题，提升新乡贤获得感，激活新
乡贤资源。

瑞安：系统打造乡贤礼遇工程
“陶山瓯窑已经断层一千多年了，我们

现在重新点燃了这把火。”近年来，瑞安乡贤
娄林峰立志复原瓯窑工艺，搜集旧瓷片、寻
觅陶土、研究釉色和肌理，他几乎走遍了全
温州的瓯窑窑址，在试验了上千窑、积累了
100 多种釉水配方后，终于成功烧制出瓯窑
青瓷。

新乡贤涵盖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无论
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商界精英，都积极为保
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尽一份力。“整合文
化遗产资源和新乡贤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产
业化，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也为村
民致富提供重要增量。

瑞安以“汇贤三网络、礼贤三依托、用贤
三价值”打造乡贤礼遇体系，引导新乡贤在
产业、文化、治理、生态、公益等领域作出贡
献。今年，瑞安竣工乡村振兴和新乡贤回归
重大投资项目 18 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项目 6 个，总投资 29 亿元以上；引进瑞籍精
英人才 80 余名，促成 1003 名新乡贤回乡参
与建设；贤调工作参与矛盾调解1470余件，
促成矛盾基层吸附率超 94%；开展公益助
学活动 34 场、困难家庭慰问 21 次，惠及
2500余人。

“横向+纵向”织密机制保障一张网。
新乡贤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构建立体化
服务机制，织密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网
络。依托 23 处镇街新乡贤联谊会、74 处村
级新乡贤参事会，持续运营各具特色的新乡
贤馆 34 个，海内外“乡贤驿站”9 个，各类新
乡贤廊、新乡贤榜等文化阵地200多处。“活
动+联谊”织厚乡贤情谊一张网。致力加强
乡贤交流，构建“组织关怀+乡贤互动”关怀
联谊网络。赋予乡贤尊重感，出台“瑞安八
条”，提供包括政治优待、精神关怀、审批优
先、信贷优惠、健康关爱、出行便利、旅游休
闲、文化体验的系统性礼遇政策。

永嘉：乡贤共绘富美乡村图
从签约打造楠溪·云上温泉旅游度假

区、华中楠溪云岚度假村到“灵运仙境”风景
区⋯⋯近年来，永嘉县充分发挥乡贤资源优
势，聚“贤”赋能乡村振兴，有效带动了周边
农户农产品销售和村民就业。

楠溪·云上温泉旅游度假区，是回归乡
贤投资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项目。为探索
乡村共同富裕新模式，在村两委的带领下，
温泉小镇出资成立由村集体和全体村民入
股的永嘉县南陈农旅有限公司，把全村集体
所有的田地、山林资源作为公司资产，实行
市场化运作，打造“农民出土地、公司出资
金、大家得利益”的共富模式，不仅让村民从

“农民”变为“产业工人”，还要让村民进一步
变成“股民”。

一个个乡贤的回归是永嘉“智力返乡”
工程的一个缩影。40 余万在外永嘉人，在
全国建立了 15 个“永嘉异地商会”，在县内
共建了 19 个基层商会以及 5 个商协会。为
了高标准汇聚乡贤能人资源，永嘉全面搜集
乡贤信息，建立科技、文化等 16 大类 5340
名乡贤数据库。

为织密乡情联谊网，永嘉县全面搜集乡
贤信息，建立科技、文化等 16 大类 5340 名
乡贤数据库，为做好乡贤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通过编发简报、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定
期向乡贤发送家乡发展信息，定期召开世界

永商大会、世界永嘉人联谊总会代表大会，
健全完善乡贤信息共享和沟通联系机制，引
导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为永嘉描绘共同富裕“实景图”汇
聚更多新乡贤力量。

此外，为文明乡风装上“稳定器”。今年
初，永嘉县举行“百家修百屋”文物保护公益
基金结对仪式，李丐腾、钱金波、黄胜丰、吴
志泽等一批企业家、乡贤纷纷慷慨解囊，带
头踊跃捐资助力全县文物保护修缮。自启
动“百家修百屋”文物保护修缮行动以来，全
县人民、社会各界人士践行“义利并举”优良
传统，积极参与，踊跃捐资，截至目前认捐金
额达93笔共5000余万元。

泰顺：绿水青山布满创富藤蔓
一个大会，乡贤泰商回归签约项目 22

个、协议总投资达百亿元；两天时间，乡贤
泰商迅速集结响应，为山区教育捐款超
2000 万元。今年，泰顺 500 多位乡贤泰商
齐聚山城泰顺共谋发展大计，并以实际行动
助推发展蓝图落地。十余年来，除投资家乡
之外，乡贤泰商累计为家乡各界公益慈善事
业捐赠近 3 亿元，源源不断焕发山城的生机
与活力。

九山半水半分田，泰顺县素来被称作山
城。乡贤泰商代表、亿联控股集团董事长严
立淼说，“如果说泰顺是一座山，那么每个泰
商都添一铲土，这座山就越来越雄伟高大。”

从华东大峡谷氡泉旅游度假区、矿坑冰城，
到浙南运动航空飞行营地、筱村公社，再到
跑步鸡、栀子花和顺水山泉⋯⋯一个个乡贤
泰商项目回归落地。

近年来，泰顺县持续打好乡贤泰商回归
与招商引智“组合拳”，充分发挥 14 万泰商
资源优势，凝聚县内外乡贤合力，通过搭建
招商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招引一批乡
贤泰商回归、总部经济回归，做大做强“地瓜
经济”，逐渐走出一条“泰顺人经济”与“泰顺
经济”互促共赢的路子。

充分运用好乡贤创办的就业平台，引
导乡贤提供搬迁群众在家做电商、上山建基
地等就近就业机会，帮助搬迁群众解决“想
致富、有事做”的问题。乡贤苏孝峰将集团
总部迁回家乡，建设万洋众创城，为万家中
小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平台，提供就业岗位
20000 个以上。乡贤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破解交通要素的制约，为山区百姓建起
发展之路、架起致富之桥。近 5 年累计 50
多位乡贤出资出力参与建桥修路，路和桥数
量达169条，投入金额超1.5亿元。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坚持以农立校 勇担兴农使命 扎根瓯越大地

服务乡村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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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在农业科学研究院基础上创办的高职院校，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简称“温科院”）始终坚持以农立校、特色强校，勇担强农兴农使命，以服务乡

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为己任，走出了一条“产学研创推”一体培养“智慧新农匠”

的特色办学路径，成为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涉农高校应紧扣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坚定扎根‘三农’信念，把乡村振兴作

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服务社会的战略要地，通过人才培

养、科研攻关、技术服务等多种途径，在践行‘千万工程’的伟大实践中大显身手。”

温科院党委书记张亨利说，涉农高校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大有可为。

科技特派员在田间指导农民

温科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师生在种子生
产技术课程田间教学现场开展水稻考种实训

温科院建立省级博士创新站，建站博士与当
地共同研制黄茶新工艺产品

温科院建立省级博士创新站，建站博士与当
地共同研制黄茶新工艺产品

温州种子种苗科技园

永嘉乡贤打造的温泉项目

亿联开元名都大酒店是泰顺乡贤打造的华东大峡谷项目中的标志建筑

（图片由温州市委统战部提供）

（图片由温科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