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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乡村干部学历提升班开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

2020 年 12 月 11 日、2021 年 4 月
29日，乐山广播电视大学分别与中共
峨边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中共马边
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举行“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深
入开展校地合作，突出抓好乡村两级
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纵深
推进干部学历和能力双提升，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为了全面提升乡村干部的能力和水
平，培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乡村基层干部队伍，乐
山广播电视大学与两地县委组织部门，
根据彝区乡村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从
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材选定、师资配
备、学习时间、学习管理、考试规定等多
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科学的计划，为实施

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短短两
年时间，两地已经有583名基层乡村干
部进入乐山广播电视大学培训提升学
习。

“乡村振兴要跑起来，乡村人才是
关键、执政骨干是关键。‘头雁提能’就
是培养农村后备人才，他们通过学习，
政策吃得透、思路打得开、工作能落
地。”沙湾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此，2018年，沙湾区在全市率先
启动“一村一大”计划；2019年，率先推
出“头雁提能”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为乡村振兴培养一只留得下、用得上
的干部人才队伍。”

“走出去办学，开放式教育。”恰逢
其时，正在寻机“走出去”、谋求职能转
变的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一班人，也把目
光锁定在乡村振兴战略上。“乡村振兴
的关键是人才，短板也在人才。这是我
校面向未来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组织部门、乐山电大有了相同的目
标指向，双方的牵手便成自然而然。

2019年9月，五通桥区委组织部实
施“乡村振兴人才提能行动”，乐山电大
五通桥分校率先开班；同年9月，沙湾
区委组织部、乐山广播电视大学沙湾分
校共同组织实施，在“一村一大”的基础
上全面提升村社干部的学历水平和综
合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
施。2020年 9月，金口河区村干部学
历提升班在乐山电大金口河分校全面
启动。

两年的成功实践，得到了市委组织
部的赞扬和肯定。在市委组织部的关
心支持下，今年9月，市中区、峨眉山
市、犍为县、井研县、夹江县、沐川县和
乐山高新区均与乐山开放大学及各县
（市、区）分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培养乡村振兴干部人才队伍，推进乡村
干部“学历能力双提升”。

至此，全市11个县（市、区）委组织
部和乐山开放大学及分校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全市乡村振兴干部人才队伍培
养实现“全域全覆盖”。

这是一次探索，一个乐山广播电视大学围绕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着眼开放教育的探索；

这是一次牵手，一次开放办学理念与地方党委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牵手；

这是一次创新，一次“校地合作”特色育人、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实用性人才的创新；

这是一份担当，一份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担当。

“瞄准培养目标——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创新育人模式——开放办学、校地合作；突出课程特色——

学历达标、能力提升。”3年来，乐山广播电视大学结合国家开放大学育人模式转变的要求，主动融入乐山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为乐山推进乡村振兴培养一支留得下、用得上的干部人才队伍，积极与市、

县两级组织部门对接，开展“校地合作”。截至目前，实现全市11个县（市、区）和乐山高新区“全覆盖”，全市

2599名乡村干部进入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中专、专科、本科层次培训提升。

瞄准培养目标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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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22日，峨边彝族自治
县培训现场，一场题为《打造人生平衡
——基层干部的事业观与家庭观》的授
课深深吸引了参训学员。

主讲人吴兆华，四川开放大学副校
长，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延安梁
家河干部培训学院特聘教授，运用音
乐、视频、讲解、案例、故事，说明打造平
衡人生的重要性，有互动环节，有现场
测试压力，学员们在愉快体验中学到了
许多减压方法、人际交往方法。

“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集中培训，
这样的培训内容、这样的培训方式，真
没想到。”参训学员感慨，“所学的这些
东西，对今后开展工作大有益处。”

“这些学员成长如何，事关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接续乡村振兴能否更为有
效地推进，来不得半点马虎。”基于此，
乐山广播电视大学结合自身实际，创新
办学模式——开放办学、校地合作。“这
种办学模式，既符合乐山广播电视大学
转型发展的需求，又为我们下一步开放
办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为此，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与各县
（市、区）组织部门反复沟通，精心谋划，
创新性地采取“网络教学+集中面授辅
导+网上答疑讨论”的教学方式：无论中
专、大专、本科学历教育，每月均由乐山
广播电视大学组织学员集中面授一次、

时间3天，全年集中面授时间为30天，
面授总课时为240学时。其余学习通
过网络进行。

“集中专题学习讲座有《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解读、探寻现代农业发展方
向》、《国家支农解读》、《农业项目设计
与营销》、《新时代，乡村干部基本要
求》、《乡村依法治理与制度建设》、《乡
村干部领导方法与艺术》、《农村创业教
育与电商平台》近30门课程。”参训学
员表示，这些课题设置，有大视野，也有
小切口，很有针对性。相信一定能在以
后的工作中产生良好效果。

“在专业设置、课堂安排上，我们充
分对接区市县组织部门，针对受训学员
需求设置专业，选强配好主讲导师和有
针对性的主讲内容，力求突出教学特
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适应开放教育
的要求，做实‘规定动作’、突出‘自选动
作’，在进一步完善现代网络教学的同
时，创新拓展集中面授，探索更有针对
性、学员急需的能力培养，使参训学员
真正提升能力素质。”乐山广播电视大
学副校长李永志介绍说，“一句话，就是
要确保培训有收获、见实效。让每个学
员通过学习自觉把知识转化为自身的
工作能力，切实带领广大村民开展乡村
建设，依法实施乡村治理，推动产业发
展，起好头雁引领作用。”

创新育人模式 开放办学、校地合作

“大家看看，我们村的猕猴桃，不愁销。”
站在村猕猴桃基地旁，刚刚从乐山广播电视大学沙湾分校

专科班毕业的沙湾区铜茨乡铜街子村党支部书记祝正前脸上充
满自信。

“得益于从电大学到的知识，我们村的农产品种植既注重品
牌（有机农产品），又采取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祝正前说，“这
就是从课堂上学的，充分与市场接轨。”

得到学历、能力双提升的不仅仅只有祝正前，该区首批28名
学员已全部毕业。

2019年，乐山广播电视大学沙湾分校结合沙湾乡村人才实
际，整合推出“一村一大”项目学历和非项目学历教育，学制2.5
年，按需开设专科班、本科班。“在解决乡村干部人才学历的同
时，我们更为注重的提升他们的素质能力。”

为此，经过沙湾区委组织部与乐山广播电视大学沙湾分校
反复协商，决定以国家开放大学专业设置课程为主，同时结合沙
湾乡村振兴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需求，创新开设乡村旅游、法律
法规、公文写作与处理等特色实用课程。通过“线上+线下”、“课
堂+田间”，在“基地+项目+产业”的广阔天地，实现“学历+能力”
的有机融合，不搞两张皮、不搞纯理论，从而提升学员农村基层
党建、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等综合能力，为村（社区）换届储备人
才，为基层乡村提供新鲜血液。

2021年8月，乐山开放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一阵阵急促的咨
询电话不断响起，“听我们领导说，在你们学校读书可以减免学
费吗？”这些电话，是市中区和乐山高新区的部分村干部打进来
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短短一周200名乡村基层干部报名进
入乐山开放大学提升培训。”

提升学习，学费成了广大基层干部的拦路虎，多则上万元、少
则七八千元，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基层干部，要缴上万元的学费，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减轻广大基层干部的经济负担，让更
多的基层干部得到提升，各地县委组织部与乐山电大及区县分校
纷纷达成协议，采取“党费帮扶+财政补贴+学校减免+学员个人
承担部分”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广大基层干部学习的要求，全
市有的基层干部获得地方补助和学校减免达到7500元，最低也
在4500元左右，仅此一项，乐山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为全市乡村
振兴干部学历提升项目减免费用达600万元，乐山电大直属部为
学员减免费用达200万元，这是一份担当，一份主动融入脱贫攻
坚、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战略的担当。

“开展校地合作、创新育人模式，为乡村振兴培养干部人才队
伍，这是我们的一次全新探索，一次围绕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
革、围绕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围绕巩固脱贫成效接续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次探索。”乐山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余向华说，“我们相信，
有市县党委支持，有组织部门协同合作，一定能为乐山乡村振兴
培养出一支留得下、用得上的农村干部人才队伍。”

突出课程特色 学历达标、能力提升

主动担当 让更多基层乡村干部得到学习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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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电大五通桥分校“头雁培育”开班仪式

四川开放大学副校长吴兆华给学员授课

国家开放
大学“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
专题调研

沙湾分校举沙湾分校举
行乡村振兴行乡村振兴““头雁头雁
提能提能””班现场教学班现场教学

签约仪式现场

■ 记者 罗学锋 陈兴鑫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创
新
育
人
模
式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