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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入学年龄 33.6岁，农
民为何上大学？

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为乡
村着力培养一批发展引路人、产业
带头人、政策明白人

4 月的江西农业大学校园里春意盎然、繁花

似锦，林荫路上人来人往，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

大步流星赶往教学楼。偶有几张黝黑面孔格外

引人注目，他们普遍 30 多岁，个别年近半百。

“他们是学生家长吗？”

“不。他们也是大学生，是‘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程’学员。”石玉莲爽朗地笑道。

求学不分职业，有志不在年高，近期“一村一

名大学生工程”学员分批回江西农业大学报到，

并参加为期 1 个月的集中授课。10 年前，石玉莲

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第一次走进江

西农业大学；10 年后，她作为农民导师，在这里给

大学生们分享学习和创业经验。

一名农村妇女，咋当上了农民导师？这得从

石玉莲的经历说起。

1993 年，石玉莲高考落榜。她相继开过餐

馆、办过酒厂，一度也曾赚些小钱，末了还是亏损

居多。思来想去，石玉莲决定干回农业老本行。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种地有啥难？石玉莲起

初信心满满，现实却令她屡屡碰壁。2005 年，中

药材吴茱萸市场行情好，石玉莲投入 3 万元种了

60 亩。然而，乡亲们一拥而上扩大种植面积，吴

茱萸集中上市后供大于求，每斤售价从 35 元跌至

18 元。2011 年，她又改种竹荪，没成想菌丝接种

技术不过关，“别人亩产 300斤，我亩产 60斤。”

“地要种得好，光靠经验还不够，得懂技术、懂

管理、懂经营、懂政策。”江西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水发听说石玉莲的经历后，给

她一针见血指出了关键，“你对土地有感情、肯吃

苦，但技术不到家，也不分析市场，得加强知识储

备，磨刀不误砍柴工。”

张水发介绍，在他教过的“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程”学员中，有着与石玉莲类似经历的不少。

有的经营果园，因管理跟不上，果品质量不高，价

格上不去；有的开养殖场，一年到头辛苦忙活，却

总是不赚钱，还找不到原因……

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江西等中部地区农

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中，未上过学的人

员占比 5.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 32.7%；初中程

度的比例最高，为 52.6%；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比

7.9%；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例最低，仅有 1.1%。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张水发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全面提升

农民素质素养，着力培养一批发展引路人、产业

带头人、政策明白人，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

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

2004 年 3 月 ，国 务 院 批 转 教 育 部 印 发 的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提出“推

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04年秋季，江西省

遂川、大余、上饶、都昌 4 个县级教学点，作为首批

试点单位参加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如

今，依托各县市区开放大学系统，江西省已陆续建

起 98个县级教学点，将高等教育资源下沉到基层。

2011 年 9 月，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 程 ”的 通 知》，提 出“ 从 2012 年 起 ，每 年 培 养

6000 名左右农民大学生”。培养模式采取远程教

育 学 习 和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函 授 学 习 相 结 合 的 形

式。远程教育学制两年，按照就近便利原则，主

要依托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现为江西开放大学）

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由各市、县（市、区）负责组织

实施。成人高等教育函授学制两年，主要依托江

西农业大学，由省里负责组织实施。

王大平是峡江县仁和镇种养大户，也是石玉

莲的老朋友。他 2012 年被录取为“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学员，每学期在县教学点完成半天到

一天的入学教育后，即回家自学国家开放大学的

线上课程。“打开手机，随时随地都能学。根据学

员需求，教学点每个月会安排两三次教师面授或

专家讲座。期末在教学点参加统一考试。”王大

平完成近 30 门课程学习后，取得了专科文凭。

相比王大平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形式上大学，

石玉莲更希望有机会真正走进大学校园。1991
年，彼时还是江西农业大学大三学生的张水发到峡

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做实习辅导员，石玉莲正是

张水发班上的学生。“有机会咱们农大见！”张水发

的一声鼓励，为石玉莲种下了大学梦。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引入高等教育函授

学习模式，为石玉莲敞开了一扇通往大学的门。

但学费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石玉莲的两个

孩子正在上学，平时花销不小，她一度顾虑重重。

如何让农民念得上也念得起？江西省明确提

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学员学费由省、市、县

财政分别承担 60%、10%、20%，教学单位以减免的形

式承担 10%。这意味着除学习期间的生活费、交通

费外，学员不用再花一分钱就能上大学。

石玉莲吃下定心丸，借来课本起早贪黑复习

备 考 了 一 个 月 ，经 村 乡 县 三 级 推 荐 后 ，参 加 了

2012 年度全国成人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

年底录取结果出炉，峡江县一共录取 17 名“一村

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石玉莲考了第一名。

迄今，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累

计达 7 万余人，学员平均入学年龄 33.6 岁。

农时不等人，农民怎样上
大学？

忙 时 下 田 劳 作 ，闲 时 上 学 听
课，探索农学结合、工学交替、半农
半读的弹性学制

晚风徐徐，夜色渐浓，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灯

火通明，自习室内座无虚席。36岁的“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学员胡嘉身着一身西服，在多数身穿运

动休闲装的学生中格外显眼。

胡嘉既是峡江县金坪民族乡的果业种植大

户，也是江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新生。

他端坐在桌前，认真整理石玉莲白天上课时讲授

的内容，自习室内不时传来纸页翻动的窸窣声或

笔尖滑过的沙沙声。

春争日，夏争时。胡嘉种植了两季水稻，还要

打理近 200 棵脐橙树和杨梅树。多数农民和胡嘉

一样，平常种地本就忙碌，如何挤时间上大学？

10 年前，石玉莲曾为此犯愁。彼时，开学后

得在校集中授课 3 个月，石玉莲只得把一双儿女

送到妹妹家。每当下课铃响，她常一路小跑冲出

教室，在走廊上总有打不完的电话，不是叮嘱家人

施肥打农药，就是联系经销商供应农资。“谁家没

一摊子事？”石玉莲一度很无奈。

如何让“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心无旁

骛上大学？江西省针对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服务

活动难以离土离乡等特点，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农

学结合、工学交替、半农半读的弹性学制，将集中

面授时间缩短至大专每学期 15 天、本科 30 天，并

尽可能安排在农闲季节。

“忙时下田劳作，闲时上学听课。”石玉莲说，

现在，江西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务老师会提

前征询意见，学员可根据农事安排自主选择集中

授课时间，有效化解了农与学的时间冲突。

学制调整效果立竿见影，教学内容改革同步

推进。

“农民上大学，不是为了一纸文凭。”石玉莲

直言，“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普遍年龄偏

大、文化底子薄，如果课程讲得过于专业，并不适

用于具体的生产实践。比如畜禽养殖技术这门

课，起初有较多篇幅侧重于畜禽解剖，一度让石

玉莲和同学们听起来很吃力。

如何让“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听得懂、学

得进、用得上？2014 年，张水发主持课程改革，围

绕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农村管理难点、知识需求热

点做“加减法”，对跟实际应用联系不够紧密的课程

予以删除，同时增设智慧农业、电子商务等课程。

“干什么、学什么，需什么、教什么。”张水发

介绍，江西农业大学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教

材，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量身定制了 11
部专用教材和 20 部辅导教材，“全省还建成 126
个教学实践基地，采用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把课堂移到田间，让学员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会。”

“课程有看头、有听头，学到手就能用。”石玉

莲以农产品市场营销这门课举例，课改后少了抽

象难懂的理论，多了明白如话的生动案例。她活

学活用，带动村民砍掉了老化的蜜橘树，改种脆

蜜桃等水果，打出了品牌，开拓了市场，如今形成

上千亩果园。

按照着眼实际、强调实用、注重实效的“三

实”原则，江西农业大学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学员开设了农业技术与管理、畜牧兽医等 16
个涉农专业，覆盖乡村振兴全产业链。与此同

时，学校始终严把入口关、抓好过程关、守好出口

关，切实提升人才培养含金量。

石玉莲就曾尝过“严”的滋味。“新农村建设专

题这门课差点没及格。”石玉莲说，自己开始对这门

课重视不够，没想到连续几次课程作业成绩都不理

想，“我赶紧找老师补课，考前又熬夜复习，期末考

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加权计算后，总算过了 60分。”

“江西农业大学始终将‘严进严出’贯穿学业测

试全过程，不合格率保持在 5%左右。”张水发介绍，

学员因故缺课缺考的一律补考，未修满课程的一律

延迟毕业，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业的实行清

退，“近 10年来，学校未能毕业的‘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程’学员在 600人左右。”

为乡村培养人才，学员学
成返乡怎么干？

带着问题来上课，带着方法回
去干，约 1.9万名优秀学员当选村两
委干部，带动 25万多群众增收致富

春耕时节到访峡江县马埠镇上盖村，不见往

日农民下田插秧的繁忙景象。

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一架农用无人机腾空

跃起，按预定路线匀速穿梭于田间。上盖村“一村

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姚春海手持遥控器，娴熟地

操纵着摇杆。“过去人工插秧，顶着日头、踩在水

里，一人忙活一天插不了一亩地，如今无人机智能

规划路线，一天直播 300亩。”

“课上有老师讲理论，课后有师傅传帮带。”

作为上盖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春海 2018
年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后，

跟着石玉莲学会了水稻直播技术，去年无人机直

播飞行面积突破 3000 亩。

“普通大学生通常先学理论后实践，‘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学员则是边学理论边实践。”2013 年

春季学期，石玉莲在作物栽培技术课上第一次了

解到水稻免耕直播栽培技术。集中授课结束回到

峡江后，她租了几亩田开展试验，每天观察、记录

水稻生长情况，遇到问题第一时间请教老师。4个

月后，试验的水稻开镰收割，平均亩产 1180 斤，比

其他田块高出近 200斤，每亩节省成本 100多元。

2013 年 7 月，石玉莲成立了峡江县金坪民族

乡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她干给村民看、领着村

民干、带着村民赚，如今水稻种植面积扩大至

5000 余亩，辐射周边 3 个县。近年来，石玉莲曾

获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入选“全国百

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等。

“带着问题来上课，带着方法回去干。”张水发

介绍，截至目前，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的“一村一

名大学生工程”学员有 1.6 万余名，其中扎根农村

基层的达 95%。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实施以来，全省共有

约 1.9万名优秀学员当选村两委干部，还涌现出一

批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 25 万多群众增收致富。”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副处长刘凯介绍。

近年来，江西农业大学从已毕业的“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学员中聘请了 18 位农民导师，享受

副教授级课酬待遇，石玉莲就是其中一位。农民

导师每学期定期来校授课，分享创业经历和体会。

既让职业农民上大学，也让全日制大学生里

出农民。2017 年，石玉莲应邀在一场分享会上讲

授创业经验，台下刚满 20 岁的江西农业大学畜牧

兽医专业全日制本科生何辰辰听得入迷。她是峡

江县福民乡娄屋得村考出的大学生，在石玉莲的影

响带动下，毕业后返乡创业养殖跑山猪，如今存栏

规模达 400多头。

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江西农业大学于 2018 年 12 月出台“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实施意见，

至今已录取 8 名“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南城县里塔镇欧坊村村民彭小敏通

过“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读完本科后，于 2020
年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成为江西农业

大学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

“选择继续读研的原因很简单，想通过求学深

造提升眼界，给村里谋条新路子。”彭小敏运用所

学技术带动村民种植蜜橘，产量提高一成以上。

去年 12 月，彭小敏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通过了，

主题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此，他跑遍

了全镇 12个村，深入基层蹲点调研。

产学融合，教学相长。彭小敏的导师郑瑞强

教授说，“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从田间地头

来，最新的市场动态、近期的病虫害，他们一清二

楚，高校老师与学员交流相当于做调研，所以普

遍愿意给他们上课。

累计招生 7 万余人，毕业
之后咋帮扶？

扶上马送一程，去年提供专项
担 保 贷 款 1.7 亿 元 。 搭 平 台 聚 合
力，93 个农业县全部成立乡村大学
生创新创业协会

“嗡……”伴随一阵手机震动，石玉莲打开短

信一瞧，30 万元贷款悉数到账。从递交申请到银

行放款仅一周，解了她的燃眉之急。2021 年下半

年，石玉莲种植的 80 亩果树苗遭遇干旱。2022
年初，1/3 果树苗需要补种，资金链一度紧张。

2021 年，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联合

江西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推出专项信

贷服务，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提供信贷

担保，贷款利率较一般项目低两个百分点左右，

还可享受地方政府贴息优惠。相关金融信贷政

策培训讲座被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纳入“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培养课程体系。

递上毕业证、确认“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

员身份、核验家庭农场营业执照……2022 年 2 月，

石玉莲在峡江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指导下，工

工整整地填写好申请单，经过现场审核后，材料很

快流转到银行。

“专项信贷服务送来真金白银，让我们干事创

业有底气。”石玉莲很快完成了树苗补种，果品上市

后资金回笼，今年 2 月就连本带息提前还清了贷

款。2022 年，江西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新增担保放款项目

248笔，新增担保放款金额 1.7亿元。

扶上马送一程。7万余名“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学员，上大学是第一步，毕业之后有发展更关

键。2020年 8月，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印发的

《关于纵深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实施意见》

提出，各级政府要把扶持“工程”学员成长成才列入

重点工作，将现有政策扶持向“工程”学员创新创业

延伸覆盖，为当地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提供场

所保障，并在项目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把协会打造成为农业农村人才集聚的新高地。

机声隆隆，马达飞旋，上盖村人头攒动。今年 3
月 13日，峡江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发起的农

机展示会上，汇聚了来自峡江和周边4个县的60多名

种粮大户。展示会现场就签订了 5台农机设备租用

合同，姚春海难掩兴奋。2016年前后，姚春海购置了

6台植保无人机，由于信息不灵、渠道不通，合作社的

年服务面积仅几万亩次。

2018年，姚春海入学当年就加入了石玉莲任会

长的峡江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石玉莲是峡

江县首位植保无人机女飞手，做不过来的业务就介

绍给姚春海。互帮互助、互通有无，姚春海的农机合

作社红火起来，去年服务面积达 36万亩次。

“搭平台聚合力。”张水发介绍，江西省 93 个

农业县全部成立了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吸

纳会员 1 万余人，带动农民创办农业企业 923 家、

农民合作社 1436 个、家庭农场 1020 个，确保学员

离开校园后抱团创业有资源、咨询技术有渠道、

交流经验有平台。

左手横握手机，右手轻触屏幕，3D 模型图缩放

自如。永新县龙田乡花汀村党支部书记贺燕清正

在展示的，是集成村居、农田、道路等多类数据的乡

村住宅及生产设施服务信息化平台。去年，贺燕清

通过“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从江西农业大学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毕业，在永新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

协会和科技部驻村工作队的穿针引线下，引入研发

团队帮助村子打造了这个智慧信息平台。

“‘富脑袋’带动‘富口袋’，让更多农民挑上了

‘金扁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

朝辉说，江西省将持续拓宽渠道严格“选”、紧扣需

求精心“育”、无缝并轨定向“用”，到 2025 年，再培

养约 1.5万名“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

图图①①：：江西农业大学老师为江西农业大学老师为““一村一名大学一村一名大学

生工程生工程””学员讲解树木知识学员讲解树木知识。。 廖镇宇廖镇宇摄摄

图图②②：：江西省峡江县江西省峡江县马埠镇马埠镇植保无人机飞防作植保无人机飞防作

业现场业现场。。

图图③③：：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副书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副书

记石玉莲记石玉莲（（中中））和其他和其他村干部查看村干部查看水稻生长水稻生长情况情况。。

图图②②、、图图③③为为陈福平陈福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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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以来，12年招收 7万多农民上大学，全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人数由2012年平均每个行政村0.4名增至目前近5名

学新知识 长真本领 挑“金扁担”
本报记者 周 欢

“在学校里第一次知道了水稻直播技
术，这个‘直播’不是电视直播，而是把种子
直接播撒到田里。”

2022年 10月 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后，二十大第二场“党
代表通道”开启。党的二十大代表、江西省
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副书记石
玉莲，在此起彼伏的快门声中，自信地介绍
起自己 2013 年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学习后
的收获，“以前我们种田得先育秧再插秧，
一个人一天最多插一亩，学了这个技术，10
分钟就完成。”

石玉莲能够进入大学学习，得益于江
西省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中
办、国办 2021 年 2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
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实施‘一
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鼓励各地遴选
一批高等职业学校，按照有关规定，根据
乡村振兴需求开设涉农专业，支持村干
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退役军人、
返乡创业农民工等，采取在校学习、弹性
学制、农学交替、送教下乡等方式，就地就
近接受职业高等教育，培养一批在乡大学

生、乡村治理人才。”
早在 2004 年 3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就提
出 了“ 推 进‘ 一 村 一 名 大 学 生 计 划 ’”。
2021 年 12 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
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介绍，“将‘一村一
名大学生计划’升级为‘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计划’，目前已累计招生 87 万人，毕业 55
万人。”

2004 年，江西省 4 个县级教学点作为
首批试点单位参加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
生计划”。2011 年 9 月，在总结部分地方试

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江西省印发《关于在
全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通知》，
提出“从 2012 年起，每年培养 6000 名左右
农民大学生”。近年来，江西省各级财政投
入 4.5亿元，招录“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
员 7 万余人，与“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累
计招生约 8.2万人。目前，江西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农民人数由 2012 年平均每个行政
村 0.4名增至近 5名。

从田间到高校，农民为何上大学？农
民怎样上大学？毕业后干得怎么样？日
前，记者在江西实地探访。

引

子

■人民眼·育好用好乡土人才③R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