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6至

2024.8 

福建省职院校职业技能

竞赛（电子商务赛项） 

一、二、三等

奖（9 项） 

福建省 

教育厅 

2021至

2024.8 

福建省职院校职业技能

竞赛（创新创业赛项） 

一、二等奖 

（3 项） 

福建省 

教育厅 

2018至

2024.8 

福建省“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银、铜奖 

（9 项） 

福建省 

教育厅 

2019至

2024.8 

福建省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 

二、三等奖（3

项） 

福建省 

教育厅 

2017年 
福建省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业（电子商务） 
省级 

福建省 

教育厅 

2018年 
福建省产教融合示范专

业（电子商务） 
省级 

福建省 

教育厅 

2022年 
福建省高水平中职专业

群（电子商务） 
省级 

福建省 

教育厅 

2017.12 职业教育优秀论文 一等奖 

福建省职

业技术教

育中心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6 年 8 月 

完成：         2018 年 7 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         2018 年 8 月 

年限：         6 年 



1.成果简介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是山区高职院校的办学之本，三明

在全省率先实现国家级电商进农村示范县全覆盖，服务三明农村电

商产业发展成为我院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的必然要求。为了解决产教

融合难、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专业团队以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与产

教融合示范项目为抓手，2018 年建设全省首个校内自营的农村电

商产业学院，创建“一起赶圩吧”产教集成科研创新平台，构建“乡

村振兴”特色服务链，引领推动政校企村生多方互动，促进企业、

专业、就业（以下简称“三业”）联动，着力培养本地电商人才，

紧跟产业变化推进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改革，实现人才链、教育链、

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有效融合（如图 1 所示）。成果主要内容

有： 

 

图 1 从“三业”联动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图 

 

（1）依托产业学院推动“三业”联动。学校与多方签订协议，

共建农村电商产业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公益化”推进

电商专业岗位群任务实践功能和乡镇农产品商城运营链有效集成，



“市场化”开展校内和基地实践教学，创新产业驱动专业，专业服

务企业，企业反哺就业，实现产教融合。 

（2）围绕“人才振兴”推动“五链”融合。专业将“3+2”五

年专、二元制和退役军人本地人才链，教育与科研创新链融入区域

产业链，紧跟产业变化推进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改革，做特“乡村振

兴”服务链。 

（3）面向“乡村振兴”推动政校企村生多方互动。创建“一

起赶圩吧”平台，与县级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引入政策资源、与

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和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引入项目资源、与地方中职

院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与村镇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营销合作协议，

共同开展本地电商人才培养、乡镇帮扶、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社会

培训。 

本成果经过 8 年探索及实践检验，在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

培养体系方面成效显著，农村电商产业学院获批三明市财政 80 万

专项建设资金，依托“一起赶圩吧”平台完成超过 100个乡镇产品

资源库建设，农特产品销售额达 2200 余万元；本成果入选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和产教融合示范项目，团队获 15 项省级以上教学与

科研立项，获得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奖项 3 项；电商专业学生获省级

以上技能大赛奖项 58 项，双创比赛类奖项 35 项，毕业生留明就业

率表现出色，专业毕业生在本区域就业率稳定在 43.5%以上，为区

域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支撑。吸引福建经济学校等 12 所省

内中职院校共同参与“一起赶圩吧”平台项目实践，引领中职推进

产教融合，成果被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全国性媒体媒体报道宣

传 5 次。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问题 1：解决教学“学而不工”，培养的人“训不好”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多方共建农村电商产业学院，作为副会长和秘书长单位将三明

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资源引入产业学院，行校企共同组建电商专业

指导委员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产业驱动专业；实践对接生产，

“三向集成”资源共享，在产业学院内开展“双十一、618”客服

实训和“闽中农特”跟岗实训，将电商专业岗位群任务实践功能和

乡镇农产品商城运营链有效集成，实现专业服务企业；将运营、研

学、客服和文创等实战任务在课程体系中拆散重构，让实训变成项

目实战，并依托产业学院资源孵化学生创业项目，提升学生就业创

业技能，完成企业反哺就业，促进“三业”联动。 

问题 2：解决产教“融而不合”，培养的人“用不上”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围绕“人才振兴”，依托产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集中实践

教学，促进实践实习就业一体化。从与福州、厦门等省内知名电商

企业合作将优质电商项目资源引入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内开展理

实一体化实践教学，到把产业学院实践教学项目扩展出去，在三明

永安等本地电商产业园区内建立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产业学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不断迭代产教融合实践

教学模式，依托人才链优势吸引抖音本地生活电商头部服务商上海

目夕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永安，打响三明招商引资品牌，推动区域

电商产业转型升级，把企业文化植入实践教学基地，把实践教学基地变

成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地，让培养的人能够用得上，有效扩大学生



实习就业岗位规模和就业质量。 

问题 3：解决校域“互而不动”，培养的人“留不住”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始终坚持面向“乡村振兴”推动政校企村生多方互动，产业学

院于 2019 年开始与三明林业学校、尤溪职业中专和泰宁金湖旅游

职业中专等地方中职联合开展“3+2”五年专人才培养，与三明市

农业农村局、人社局、教育局、商务局和各产业园区企业代表在共

同启动“一起赶圩吧”平台建设，从产业学院到县域实践教学基地逐

步将本地人才链、教育与科研创新链融入区域产业链，做特“乡村振兴”

服务链，持续推进产教融合。产业学院已经与泰宁、尤溪、清流等 6

个区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设 4 个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已完成 2 届“二元制”、2 届退役军人和 1 届五年专本地人才

培养，为市县电商产业园区输送大量人才，有效解决了山区高职院

校培养的人留不住的现实问题。 

 

3.成果的创新点 

（1）创新“一起赶吁吧”平台实现产教集成育人 

电商专业教师创新团队与学生共同设计“一起赶圩吧”平台，

产业学院基于平台将专业、产业、课程、岗位、教师、业师、实践

和生产八要素有机融入平台，实现电商专业岗位群任务实践功能和

乡镇农产品商城运营链有效集成，将电子商务专业建设路径与农产

品网销链对接，以社区电商、直播等模式培育全新农产品销售渠道，

并依托产教平台实现“三阶三育”集成育人，即校内课堂学习阶段

育思想、产业学院工学结合实训阶段育技能、基地实践实习阶段育



素养。 

（2）创新“一地一企一案”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模式 

产业学院在三明永安建设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签约引进全

国本地生活电商头部企业落户三明，并负责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运

营，同时为每一届学生匹配一套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方案（以下简称

“一地一企一案”），并将此模式进行推广，与当地政府、企业、

中职院校从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到开展实践教学促进实习就业

一体化，实现三明各电商产业园区从“用人单位”到“办学单位”

的理念转换，把企业文化植入实践教学基地，把实践教学基地变成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地，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从而解决集中实

践教学企业重“用工”、轻“培养”，学校重“安全”、轻“质量”，

学生重“收入”、轻“前景”的问题。 

（3）创新政校企村生多方互动机制 

产业学院与政校企村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校企合作和实践教

学协议、联合办学协议、农产品营销合作协议和岗位实习协议等，

实现“三层互动”，即战略层互信、计划层互通和实施层互融。常态化

组织政校企，合作座谈会、专业建设研讨会、产教融合实践教学、

创业指导、社会培训和学生暑期“三下乡”助农直播等活动，以共

建“一起赶吁吧”平台、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和县域特

色农产品公共品牌营销为纽带，实现“三层融合”，即“产业与实训

融合”、“产业与实践融合”和“产业与创业融合”，面向“乡村振

兴”推动政校企村生多方互动。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为本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人才供给 

农村电商产业学院获批三明市财政 80 万专项建设资金，依托

“一起赶圩吧”平台完成超过 100 个乡镇产品资源库建设，农特产

品销售额达 2200余万元，通过实践教学创造本地生活直播电商 GMV

超百万。农村电商产业学院培养电商专业毕业生在本区域就业率稳

定在 43.5%以上，在产业学院合作相关企业就业人数达 60%以上，

为本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供给，“职教服务乡村人才振

兴”特色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 2023 年来三

明对本成果进行专题调研。 

（2）深化产教融合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产业学院与 250 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支持企业完成学生、

退役军人、残疾人和产业工人等社会人员培训认证和学历教育超

2000 人次，提升了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政校企每年为产业

学院育人投入超 100 万元办学经费用，并设立实践教学奖学金。 

成果吸引福建经济学校、三明职业中专和三明市农业学校等 12

所省内中职院校共同参与“一起赶圩吧”平台项目实践，带动中职

在推进电商专业建设和产教融合上取得显著成效。本成果在中国新

闻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全国性媒体报道 5 次，在省内外等 25

所学校交流借鉴，应邀到各中职院校、教育厅和市教育局交流。 

（3）提高了学生就业创业质量 

2016 年以来电商专业学生获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奖项 58 项，近

三届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8%，其中留明就业率达 43.5%以上，

专业对口率达到 7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达到 95%，对



专业水平满意度高达 97%，毕业生三年内升任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和创业比例达到 24%；产业学院校企师资共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项目获国家级各类奖项 12 个，省级各类奖项 23 个，孵化全日制

和退役军人学生在三明自主创业项目 12 个；“一起赶圩吧”平台

为师生共创项目，有重大技术贡献的学生 19 电商（二元制）学生

罗志煌，毕业后技术入股成为合作企业股东，负责校企共建“一起

赶圩吧”平台运营和技术维护。 

（4）提升了成果团队教科研能力 

2017 年以来专业先后获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和产教融合示

范项目，专业教学团队获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课程思政”教

育改革精品项目 3个，获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省级奖项 3项，

培养省级专业带头人 1 名，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个，省级科技

特派员 2 人，省级技能赛优秀指导老师 5 人，省市级各类竞赛专家

评委 5 人，获批完成省市级课题 12 项，公开发表教育教学和学术

论文 2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 6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