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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开放大学2004年启动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应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形式就地培养

乡村振兴本土人才的先行探索。计划实施14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培养乡村本土人才的经验，为我国新

农村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政治素质高、有管理能力的

农村基层干部，在带动地域经济发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风文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了培养乡村本土人才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新时期，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需要吸收借鉴项目实施的先行经验，通过加大办学支持、加强顶层设计、着力均衡发展、强化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扩展社会参与等方面推动项目持续发展，以更好培育乡村振兴本土人才，强化乡村

振兴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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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培养乡村振兴本土人才的先行探索
——以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例

□ 张曼茵 李广德 夏冬梅

一、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点和

难点。自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以来，中国

进入了调整城乡关系的全面改革阶段，在“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下，着力推进农村

改革和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蔡昉, 2009）。2005年，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的当

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成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

工作的总纲领（王先明, 2018）。
在国家致力于重塑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的关

键时期，教育部在2004年2月启动了“一村一名大

学生计划”（以下简称“一村一”），依托国家开放大

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其系统组织实施。致力

于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将高等教育输送到农村，为农村

就地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经营管理和科技实用

人才，使之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带头

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

人”，从而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吴启迪, 2004）。

“一村一”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一项新举措，

是国家开放大学面向农民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促进教

育公平的重要探索，也是国家开放大学服务社会，特

别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04
年启动该项目以来，国家开放大学就将落实“一村

一”作为面向农村开展社会服务的重点工作，设立专

门办公室全面负责该项目的组织运行管理。截至

2018年底，全国42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国家开放

大学分部）的1,513个学习中心以及国家开放大学实

验学院参与了项目实施，开设了七大科类25个相关

专业，累计招生687,579人，毕业生459,536人，为

我国新农村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农民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政治素质高、有管理能力

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带动地域经济发展、巩固农村基

层组织、推动乡风文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的成就，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

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

代化强国的短板（王颂吉, 等, 2019）。在新时期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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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破解乡村人才匮乏的瓶颈，实现乡村人才振

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加快建立健全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推进农民

优先提升发展能力，夯实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

基（姜长云, 2018）。如何建立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机

制？国家开放大学自2004年起实施的“一村一名大

学生计划”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

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报刊、电视、网络等相关报道

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问卷调查和

实地走访，对“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运行的整体情

况进行系统调研，对国家开放大学14年来发挥系统

优势，运用远程教育模式培养农民大学生的成就、

经验、问题等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为进一步推动

国家开放大学面向农民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改革、强化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经验

反思。

二、主要经验

在实施“一村一”的14年中，开放大学系统孜

孜以求适应农民这一特定群体需要，努力探索面向农

民的高等教育新办法、新路径、新模式，积累了丰富

的办学经验。

（一）多元联动，推进项目的组织运行管理

“两纵一横”的多主体联动有力推进了“一村

一”的组织管理。“一纵”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省

级相关行政部门—地市级相关行政部门—县、乡镇相

关行政部门的有机联动，自上而下推动各层各级政府

制定相关政策，调动资金和力量，有效落实对“一村

一”的组织、支持和管理。“二纵”是国家开放大学

总部—分部—学院—学习中心的系统联动，在项目设

计、组织运行、专业设置、课程开设、学习资源建

设、教学指导与教师培训等方面统一认识、整体配

合，共享大系统完备的网络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信息

互通共享，将多层级的办学组织体系下沉到乡村社会

内部，保障远程高等教育对居住离散、面广量大农民

的广覆盖。“一横”主要是指各地开放大学与地方政

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协同，将“一村一”与各地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精准扶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及

各种技能培训、文化建设等项目对接，在政府促动下

建立高校、各职能部门、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

会力量之间的协调机制，通过资源共享发掘和整合社

会资源，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符

合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多元主体的系统联动整合了相关政策、项目、

行动、资源和力量，形成了横向沟通、纵向衔接

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是“一村一”项目能够有效

实施、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和坚实支撑。

（二）因地制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村一”实施的主旨是培养适应各地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与各地经济发展特色和本土文化导向

等保持协调一致的农村本土人才 （张晓梅, 等,
2016）。从这一目标定位出发，各地在实施“一村

一”的过程中适应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特

色资源条件支撑，在改革办学体制机制、拓展培养

内容、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人才培养模式。

1. 多元主体合作办学，调动多方资源共同推

动。一是校地合作。地方政府将“一村一”纳入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出台专门政策、投入资金等

支持项目发展，在招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参与

教学过程管理、考核等环节全程或部分参与，并实

施督导评估。这种模式比较普遍，以湖南省、海

南省为最典型。二是校校合作，以浙江省湖州市、

台州市为最典型。开放大学和区域内的高职等院

校合作，在招生、教学、技能培训、共建共享实践

基地等方面达成协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人

才培养环节，通过制定专项政策、划拨专项经费、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等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引导

“一村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 三是校

村企合作。这种模式比较少，以黑龙江省宝清县

灯塔村为最典型。2006 年，当地村委会和宝清县

电大、宝清通信分公司合作在该村开办远程教育辅

导站，为附近鲁能集团定向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电

大是人才培养主体，村委会负责选派学生、配备学

习基础设施和缴纳学费，宝清通信分公司对接新农

村建设帮建项目铺设并开通了光纤宽带线路，解决

了远程教育的信息化支撑。

多主体合作有效整合了开展“一村一”所必需的

资源要素，促进了人才培养和当地经济发展、产业布

局和社会功能拓展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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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链接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人才培养

目标和培养方式。一是对接“农村党员干部素质提升

工程”，开展农村党员干部高等学历教育，培养农村

基层组织干部和后备人才。二是对接地域特色产业发

展需要，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如黑龙江省林甸县将

“一村一”与当地星火培训项目“奶业振兴、万人培

训”工程相结合，利用国家资金扶持为当地畜牧业发

展培养畜牧兽医专业人才。三是对接“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以及各地的职业技能培训，采用“学历教育+
技能培训”的培养方式。四是以创业为导向拓展培养

内容，打造“学历+技能+创业”的“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体系。浙江省、江西省等多地对此进行了积极

探索。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依托当地职业技术学

院和当地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在学生专业教

育中嵌入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升学生就业和

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学生创业。

3. 积极探索针对农民大学生开展远程教育的教

学模式。针对农民大学生整体年龄偏大、文化基础薄

弱、工学矛盾突出、习惯传统面授教学、远程自主学

习能力有限等问题，各地积极发挥多元化教学手段的

叠加协同效应，促进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的

融合。

第一，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学生自主

学习。发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交互的优势，开展网

络教学，试点移动学习，开设微课程，利用微博、

QQ、微信等社交媒体营造多重教学环境，支持学生

泛在学习、协作学习、互帮互教，提升自主学习

能力。

第二，因应农时增加面授教学。在常规面授课

之外，因应农时增加面授课时，组织教师团在农闲

时节进行集中面授，在农忙时节“送教下乡”“送教

上门”。

第三，就地取材开展实践教学。就地取材内含两

层意思：一是实践教学基地是取自当地农业龙头企

业、种粮大户、合作社、农民大学生创业者的种养殖

基地等；二是聘请的指导教师常常是乡间在种养殖上

有实战经验的“土专家”“田秀才”以及农民大学生

中的成功创业者。这种零距离接触创业者的“田间课

堂”的开设，不仅有助于深化农民大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更有利于学以致用，训练学生的技术技能，

启发、诱导创新、创业。

（三）加强资源建设与整合共享

针对农民大学生对教育资源的特色需求，开放大

学通过加强资源建设与整合共享社会资源，为“一

村一”运行提供支撑。

第一，加强网络学习平台建设。依托国家开放大

学学习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远程教育网、大

学生村官学习网，整合当地的网络资源，积极搭建包

括空中课堂、微博、QQ、微信等的网络学习互动平

台，消减时空限制，为学生学习、交流、获取学习资

源以及各种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第二，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与整合共享。国家开放

大学在为“一村一”专门开发140多门“合一型”课

程学习包的基础上，对中国燎原广播电视学校的视频

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制作近500门网络课件，开发

微课程，以满足学生“碎片化”学习需要。为满足开

放大学各分部对本土化课程资源的需要，从2011年

起总部启动了100门“三农”特色课建设项目，资助

分部组织承建，优化重构地方课程资源。

第三，汇聚社会力量充实教师资源。为解决专

职教师力量不足的问题，各地积极尝试汇聚社会力

量补短板。通过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等

方式聘请教授、专家、技术人员、企业家以及职能

部门的专业人士等作为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多元

化的教学服务；充分挖掘和调动乡村社会中的乡

贤、能人、退休老教师、老干部、村官大学生等建

立志愿者队伍，在辅助学习、技能培训等方面助力

农民大学生成长。

第四，联合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对依托现代远程

教育手段培养职业型应用人才的开放大学系统而言，

建设符合各专业类型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

的基础，也是“瓶颈”（刘莉, 2012）。为破解这一

难题，各地开放大学广开门路，积极与当地企事业

单位、种粮大户、合作社、农民大学生创业基地等

合作，联合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就地取材、解决实

践教学对教学实验实训基地的需求。截至 2016
年底，浙江已建立各类教学实践基地150个，其中省

级农民大学生教学实践基地46个；江西建成省级示

范基地34个。

（四）探索建立经费保障与配套激励机制

贯彻教育部指导方针，开放大学在实施“一村

一”过程中积极探索多渠道经费筹措方式，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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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学校让利、政府资助与个人自费相结合的农民大

学生经费保障制度。14年来，开放大学通过多种方

式降低“一村一”学生的收费，仅注册建档费、课程

学分费、课程考试费三项共计减免约1.3亿元。各级

政府也通过“免、减、奖、补”等多种方式资助“一

村一”学生，在已统计的37所分部中有省级财政支

持的达 11家，缺乏省级财政支持但有所辖地、市、

县或乡级财政支持的有19家，仅有7个省份缺乏任

何财政支持。

在落实“一村一”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建立

相关配套制度，激励农民大学生就地求学上进、扎根

家乡干事创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大

学生创新创业、脱贫致富等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特

别是在项目运作、财政贴息贷款、税费减免等方面给

予扶助和倾斜；二是抓后续培养应用，例如湖南省衡

阳市特别为“一村一”学生制定了“七个优先”和

“四员一者”的培养应用政策，为人才成长创造上升

渠道和发展空间。

三、显著成效

（一）就地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的高素质本土

化人才，成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一村一”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在14年的时间

里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就地培养了一大批“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农村高级实用人才，有效消

解了当前我国农村“空心化”、新农村建设缺乏带头

人的困境。根据开放大学江苏分部、浙江分部、河北

分部、江西分部、湖南分部对所在省农民大学生的

调研，毕业生留在当地、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建

设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95%、89%、95%、92%和

86.4%，平均高达90%以上。

数十万扎根家乡的农民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农村

科技致富的践行者、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基层组

织的顶梁柱、群众致富的领路人，成为引领新农村

各项创新事业的先锋和模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

遍认同、赞赏与嘉奖。国家开放大学设立的“希望

的田野”奖学金旨在奖励农民大学生当中的优秀

代表，自 2009 开设至 2017 年，共有 4,202 人获得

了这一荣誉。至于各级机构、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则

不胜枚举，仅湖南省就有 800余名农民大学生因为

业绩突出，当选为全国、省、市、县党代会代表、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不乏全国劳动模范和创

业先锋。

（二）项目惠及边远、边疆、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

促进了教育公平

国家开放大学在实施“一村一”的过程中，特别

关注中西部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需求与发展，多措

并举带动教育精准扶贫，促进“平民进步”和“教

育公平”（杨志坚, 2019）。一是强化对边远、边疆、

落后地区的政策、经费倾斜，推动教学终端向边远、

落后地区延伸，促进“一村一”教学点均衡布局。

2004年至 2006年，中央电大在西部地区、非西部

地区的贫困县遴选了 120所县级电大（学习中心），

各援助10万元，省级电大、地方政府配套援助10万
元。教育援助促进了基层电大软、硬件建设，改善了

办学条件，提升了综合实力和服务学生的能力。参与

项目的42所分部1,513个县级“一村一”学习中心，

中西部地区共计 967 个，占比达到 63.9% （表 1），

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对边远、落后地区农村的覆

盖面，对缩小高等教育的地域差距、城乡差距、促进

教育公平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是依托“一村一”项目

对困难人群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河北、河南、湖北、

浙江、云南、甘肃等多个省份将扶贫与“一村一”

对接，全额资助贫困农户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助力贫困家庭脱贫；江西省则把培养乡村人才作为

实施精准扶贫的抓手，发动学生与贫困户结对，

深入开展以“帮生产、帮生活、帮技术”为主要内

容的“1+N”结对帮扶活动，为2,900个省级贫困村

留下了“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文洪瑛, 2018）。
三是加快云教室建设，强化对中西部地区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对口支持。至 2017 年春，全国共建成云

教室 314间和控制中心 21间，其中第一期 63间云

教室建设以支援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西部

地区为重点，实现了这些地区信息化水平的跨越式

发展。

（三）优化了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队伍，推动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

“一村一”项目在落实过程中，成为各地政府

实施农村党建的“强核心工程”，和开放大学系统

密切合作积极培养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一是在

生源选拔上注意招收农村基层干部和后备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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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造条件，引导毕业生到农村基层组织任职。

“双管齐下”在壮大和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方面

成效显明。统计数据显示，在“一村一”学生职

业构成中村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占比呈前高后低

走势，但一直稳居比率最高的位置。其中，2010年

占比 50%，2016 年占比 41.7%。湖南省 2016 年

底的调研数据显示，湖南省已毕业的农民大学生中

有 68.2%的学生进入村支“两委”班子，实现了对

全省所有行政村村干部培养的全覆盖。通过实施

“一村一”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素养得到了提升，干部

队伍得到了优化，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

农村治理水平、推进农村治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坚

实的人才支撑。

（四）带动农民创业致富，引领农村农业发展

转型

各地在实施“一村一”项目的过程中，与地方

政府密切合作，通过搭建“远程教育+创业实践

基地+创业扶持”平台激励、支持农民大学生创新

创业，使农民大学生成为大学生群体中创业率最高的

群体。浙江 2016 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在 51,085
名农民大学生中参与创业的人数占到 65%；湖南毕

业生中约有 60%成为当地的创业致富带头人；江西

省农工部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显示，在首批“一村

一”5,163 名毕业生中，有 42.5%的学生实现创业

致富，其中839人自主创业，423人把产业做大做强，

310 人成立了农民合作社，620 人成为致富带头人

（王健, 2018）。
农民大学生创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利用

生物技术对传统种养殖业进行改造和创新，打造具有

品牌效应、富有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二是打造电商

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依托当地特色产业

或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或生态观光旅游业；四是

围绕农民生产生活之需，发展商贸业、加工业、服务

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以种植业为主的单

一产业结构现状，带动了农业经营的多元化、规模

化，有力推动了农业发展的产业化、现代化和产业结

构的现代转型。

农民大学生创业通常以“公司+基地+农户”“合

作社+农户+基地”等方式组织经营，改变了传统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

和农业经营的组织化，一个项目发展往往能带动数十

户农民就业，形成“兴一个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

方百姓”的共富发展格局。

（五）带动农村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塑造乡风

文明新面貌

“一村一”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多层次、多元化

的农村社会服务。多地政府部门将“一村一”项目与

“农村基层党建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精准扶

表1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习中心分布表（单位：个）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合计

分部（省级电大）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沈阳
大连
吉林

黑龙江
哈尔滨
江苏
南京
浙江
宁波
安徽
福建
厦门
江西
山东
青岛
河南
湖北
武汉
湖南
广东
广州
广西
海南
四川
成都
重庆
贵州
云南
陕西
西安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新疆兵团

学习中心数量
13
12
101
24
55
27
8
4
3

44
6

67
9

61
10
43
58
2

99
119
9

66
42
2

89
43
2

53
1

60
7

25
59
122
46
6

68
4
6

24
14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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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生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结合起来，

利用开放大学覆盖全国城乡的网络体系和科技、人

才、智力和信息优势，扩大教育培训的范围和受益

面，推进优质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有关农产

品供销、就业、职业培训和文化休闲等方面的信息和

咨询服务，鼓励和引导农民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村社

会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传承乡土文化等活动

中，助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乡风文明建设，对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塑造文明乡风、促进社会和

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发挥良好的品牌效应，提升开放大学的社

会影响力

开放大学发挥系统办学和远程教育优势，扎实

推进“一村一”，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农民大学生分布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在

学中干，在干中学，并取得优秀成绩。依托“一

村一”开展的农村社会服务，对促进优质资源进

农村、扩大农村教育公共服务、缩小城乡教育服

务差距等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村一”在许多省、市、

县被列入“民生工程”，获得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各

种嘉奖和社会的普遍赞誉，也受到全国数十家媒

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

国教育报》等的广泛关注、深入报道和高度赞誉，

为开放大学赢得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知名度、

信任度，对加强开放大学的系统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

进作用。

四、相关建议

国家开放大学探索构建乡村振兴本土人才培养

模式的实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先行先试“一

村一”14年，探索了一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学

历教育、技能培训、创业实践锻炼等，实现多种方

式并举的乡村本土人才开发新模式、新机制，在世

界远程教育史上开创了大规模就地培养乡村本土人

才的“中国模式”。14 年来，“一村一”培养的数

十万农民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引领新农村建设各项创

新事业的先锋和模范，书写着农民大学生求学、创

业、致富、基层党建、扶贫等方面的“中国故事”。

“一村一”的实践和成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上，发出了强劲的

“中国声音”，鲜活地表现了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更加

重视“三农”和乡村建设的“中国形象”，也为世界

其他国家培养乡村本土人才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借鉴

“一村一”的先行经验，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的

现代远程教育机制，大规模培养乡村本土人才，对提

升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乡村振兴的

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在总结“一村一”实施十四年的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对开放大学的办学支持，推动项目转

型升级

鉴于开放大学具有的系统优势以及在实施“一

村一”过程中所积累的培养农民大学生的先行经

验，应加大对开放大学的办学支持，将农民大学生培

养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机融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

教育有机衔接，扩大对农村高等教育的供给和服务，

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进行系统升级，满足更多

农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乡村振兴打造坚实的智力

支持和人才支撑。

（二）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夯实项目持续

发展的基础保障

“一村一”实施的14年，是不断探索的14年。来

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文件主要有三个：2004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广播

电视大学进一步面向农村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2005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推进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的通知》，以及200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

部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这三份文件是指导性文件，深入考察其

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发现其对地方政府如何配

合高校落实“一村一”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不够。也正

因此，各地对配合开放大学落实“一村一”的支持度

参差不一，项目在各地发展不均衡，一些地方不同时

间段发展的波动性等与当地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呈现出很大的相关性。

因此，要进行项目的系统升级改造，需要争取国

家有关部委的强有力支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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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和配

套措施，共同推动计划的落实。

（三）强化、优化资金投入，着力解决发展不均

衡问题

“一村一”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区域

差距。首先是省际不均衡。从招生来看，招生前10位
的省份累计招收40.02万人，占招生总量的近70%，

集中于中、东部及西南部分地区，而东北、西部及华

南部分地区招生较少。其次表现为同一省域内各地

区间发展的不均衡。以江苏为例，苏南地区招生占

83%，而苏中、苏北地区招生量仅为14%、3%。

这种发展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受“一村一”资金

投入机制的制约：一是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政府是主

要来源，来自企业、社会的投入极为有限；二是缺乏

中央财政对贫困、边远、民族地区的支持；三是低

重心，根据调查，37个分部中仅有 7个省级财政列

支了“一村一”发展资金，其他地区的投入主要来自

地市、县或乡财政。在“以县为主”财政管理体

制下，地方经济发展实力往往决定对各类教育投资

的力度，“一村一”发展的地域差距也主要取决于地

域财政投入力度的差距。

鉴于此，要克服项目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就需

要强化、优化资金投入。首先是要改变“一村一”实

施过程中以区（县、市）财政投入为主的低重心财政

投入方式，推动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项经费，尤

其要加大对贫困、边远、民族地区的支持。其次是建

立各级政府投入分担机制，根据地区发达程度明确各

级各类主体财政投入的责任，规范经费来源以及拨款

的方式、标准等。最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励社会

捐赠、企业投入，扩大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投

入机制，改变资金投入渠道单一的问题。

（四）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提高人才培养对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贡献度

新时期，项目发展需要适应乡村振兴战略下新

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的需要，加强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一是对接地方资源特色，适应农业现代转型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动态调整

优化专业布局，并顺应农民大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需

求，提升办学层次；二是以产业技术和职业技能要

求为导向，推进课程改革和课程内涵建设，加强教

学团队建设；三是加强“双师型”教师建设，汇聚

多方力量补齐基层教学点师资不足的短板；四是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网络平台和数字化教育

资源建设，实现对学生一站式、移动式学习和多元

化学习支持服务的强大支撑；五是转变以学历教

育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技能

培训、终身学习服务结合，强化学生实践应用与创

业创新能力培养，提升人才培养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适应度、贡献度。

（五）扩大社会参与，形成人才培养的合力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克服前期实施过程中社会参与有限的

不足，协调多方力量，形成人才培养的合力。要通过

建立跨部门资源整合的协调机制，引导高校、政

府、企业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加强横向沟通、纵向

联系，将项目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及农村各

项技能教育、短中期培训项目进行整合，改变和克

服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浪费和低效现象。要建立

有效的引导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通

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参与

到农民大学生的培养中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社会内部的教育资源，在共

建共管实训基地、辅助学习、技能培训等方面得到

来自乡村社会内部的支持。

五、结语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

国家盛”（陈昌智, 2018）。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

人”（胡永万, 2017）“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

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

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何忠国, 2018）。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

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吴忠权, 2018）“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胡永万, 2017）。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乡村

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农村发展战略的再提升

（王学男, 2018），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承继

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叶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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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就地培养农民大学生的先行探索就

是培养造就乡村振兴本土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三农”工作和农民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且急需强化人

才支撑的背景下，“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培养农民

大学生的经验、成效，必将为新时期探索构建农村人

力资本开发的新方法、新机制，培养更多留得住、用

得上、干得好、带得动的“永久牌”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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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ing rur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One-Village-One-University-Reviving rur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One-Village-One-University-

StuStudent Initiativedent Initiative
Manyin Zhang, Guangde Li and Dongmei Xia

The One-Village-One-University-Student Initiative was launched by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OUC) in 2004 as a pilot distance education program to help rural residents gras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to revive local communities. This initiative has been in implementation for 14 years, not only

achieving its intended objectives to cultivate rural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ural areas but also presenting 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catering for the

learning needs of its rural population. It is argued that 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on lessons learnt from

this practice may enabl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with increased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Key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One-Village-One-University-Student Initiative; rural community revival; rural

talent; Chinese experi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Agriculture-Countryside-Farmer issue; Chinese mode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tatus and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tatus and

corresponding concep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in connective learning: a partialcorresponding concep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in connective learning: a partial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in a cMOOCanalysis of interaction in a cMOOC
Yaqian Xu and Li Chen

Connectivism assumes that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concept network.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is not only the basis on which social network develops, but also the process where-

by concepts are contextualized and new concepts are generated. However, some issues remain to be

explored. Our research team designed the first cMOOC in China in 2018.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LDA topic clustering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data of this cMOOC,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network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ndings from the study show that: (1) relative

in-degree, relative out-degre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eigenvector centrality can better reflect the

individual's contribution to concept quantity and concept heat; (2) k-shell can better reflect the average

level of individual cognitive engagement during interaction; and (3) the characteristic level of concept

network of opinion leader in social network tends to be highe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concept net-

work are evaluated from three aspects and indexes of individual status reflect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oncep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re identified, proving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that social network and

concept network can affect eac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ic network, and enabl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 status indexes of social network to the evaluation of concept network in connective learning.

Keywords: Connectivism; social network; concept network; relationship; correlativity; learning analysis;

cMOOC; online learning

Using narrative games to enhance smart learning: game development andUsing narrative games to enhance smart learning: game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verificationlearning effectiveness verification
Guangxin Wang and Yue Wang

Core to smart education is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ized learner support by analyzing and making

sens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Hence, adaptive games w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smart edu-

cation. This study assumes that contextualized narrative games which can keep track of learne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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