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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衢州学院通过校地共建乡村“未来社区学院”探索乡村振兴实效路径,在合作模式上,聚焦未来

教育场景,构筑联合办学平台；聚焦未来创业场景,打造乡村青创高地；聚焦未来建筑场景,描绘规划建

设蓝图；聚焦未来健康场景,构建全民康养格局；聚焦未来治理场景,探索集成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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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zhou College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rural “future community college”.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mode, it focuses on the future education scene and 

builds a platform for joint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future entrepreneurial scene and builds a rural youth 

highland, focuses o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scene, draws the blueprint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ocuses on 

the future health scene, builds the pattern of health care for the whole people and focuses on the future 

governance scene, and explores the integrated refor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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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

时代浪潮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如何

发挥教科研优势,实现高校资源下沉,有

效推进乡村发展和共同富裕,已成为当

前亟待探索突破的命题。衢州学院锚定

“未来社区”这一浙江省致力于共同富

裕,全面展示“窗口”作用的战略规划,

通过校地共建溪口乡村未来社区学院的

深度实践,探索“全面协作、深度参与、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乡村振兴实效

路径。 

1 合作模式 

2020年9月,衢州学院与龙游县政府

遵循“校地合作、产学共赢”理念,依托

溪口镇乡村未来社区,开展“浙江(龙游)

乡村未来社区学院”共建工作,积极践行

“为中国未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寻找

优解决方案”的发展纲领,聚焦五大未来

场景,探索打造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衢州

样板。 

一是聚焦未来教育场景,构筑联合

办学平台。针对乡村教育资源匮乏、人

才紧缺的现状,衢州学院和溪口镇按照

办学要求和规范,建设“拎包入学”式教

学基地,由衢州学院统筹教学资源,将匹

配度高的课程、实习、实训和实践活动

等以学年为单位实施于溪口教学基地,

成立“一院五中心六基地”。在课程安排

上,衢州学院以双方需求为导向,构建

“1+2+N”课程体系和多元一体的场景化

教学系统,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未来社

区人才培养和教育平台。 

二是聚焦未来创业场景,打造乡村

青创高地。针对乡村产业相对薄弱的现

状,衢州学院和溪口镇利用老旧办公空

间改造,搭建溪口老街—黄泥山创客空

间,依托创业空间与衢州学院开展青年

创业孵化培育,通过衢州学院大学生创

业孵化园定向招引与社会自由招引相结

合方式,构建两级孵化培育体系,激活乡

村未来社区创业活力。联合衢州学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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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龙游县就业管理中心、龙游县

企业联合会以及龙游县龙商协会等单位

(组织),共建溪口创业就业培训基地。对

接龙游县职校等本地和周边县市区高

校、职业学校创客资源,积极参与乡村未

来社区创新创业大赛、浙皖闽赣四省边

际“大花园杯”大学生创意设计大赛等

赛事,鼓励青年大学生在溪口创业,实现

以赛引才,以赛引产。 

三是聚焦未来建筑场景,描绘规划

建设蓝图。针对乡村建筑品质不高、建

筑风貌缺乏特色、公共场所与开放空间

不足等痛点,衢州学院建工学院与溪口

镇共同开展乡村未来社区景观规划设计

与建筑可持续利用研究,明确“传统风貌

与现代功能兼具、文化传承与数字赋能

共有”的改造和运营方案。在风貌上,

保留镇内明清建筑、民国建筑、苏式建

筑等传统建筑特点,注重新建和改建风

格相统一,比如将老邮局修缮后改造成

年代感十足的“乡愁邮局”。在功能上,

通过空间整合改造,建成办公、公寓、食

堂、礼堂、图书馆、运动场等共享场所

并投入使用,满足社区居民各种需求,由

外国语学院牵头对公共标识牌进行中英

文双语改造,提高未来社区国际化水平。

在文化传承上,由学院协助设计并推进

溪口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禹王庙、天妃

宫等古建筑的修缮和修复。在数字赋能

上,由学院对溪口老街的170多个古构

件、8个古建筑群进行数据采集并3D建模,

运用BIM、CIM等技术,着力构建“数字孪

生”的乡村未来社区。 

四是聚焦未来健康场景,构建全民

康养格局。针对乡村康养基础设施滞后、

村民健康知识匮乏的现状,依托衢州学

院公体部,开展溪口镇未来社区辖区内

20-69周岁公民身体运动功能评估、国民

体质监测等工作,摸清“健康底数”。由

镇政府、镇内卫生医疗机构和学院三方

共同组织开展覆盖所有村社、所有人群

的健康讲座,联合举办专业性与趣味性

兼具的民间赛事,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提

升未来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探索乡村

未来社区赛事经济,共建“传统+现代”

“休闲+竞技”“康养+健身”的综合体育

基地,共同组织各类体育赛事,将体育元

素融入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

形成“体育+旅游”融合体系。 

五是聚焦未来治理场景,探索集成

改革路径。针对乡村治理力量较为不足、

治理方法缺乏体系等问题,衢州学院商

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与溪口镇合

作,开展溪口乡村版未来社区制度、政策

探索实践,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创新

试点。突出问题导向,政府搭台、专家参

与举办乡村未来社区主题论坛,打造论

坛永久会址。结合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

由衢州学院年轻教师、辅导员、学生在

溪口开展新时代理论思政宣讲,强化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围绕“整体智治”未

来治理新格局目标,校地双方共同梳理

未来乡村治理的动力、路径、载体、技

术、生态链等核心问题,探索“党建引领、

社会协同、村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未

来治理新模式,为新时期中国乡村之治

贡献衢州智慧。坚持系统观念和系统方

法,努力构建乡村全景式治理体系和治

理框架,与衢州学院联合发布乡村未来

社区建设与发展白皮书,设定评估模式、

指标体系,形成发展和治理指数,界定和

推广乡村未来社区治理的衢州标准。 

2 经验启示 

龙游县溪口镇与衢州学院合作推进

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探索实践,打造了

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样板。 

一是在合作模式上,全面合作、深度

参与的形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

势,实现互利共赢。地方政府与高校之间

的合作,较为常见的是单个项目委托合

作和全面合作两类。前者是指地方政府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委托高校、研

究院进行评估、研究、分析并形成课题

成果,这类合作往往周期较短、领域较

窄。后者则周期较长、合作领域较宽。

高校与地方政府签订并落实全面合作

协议,涉及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

转化、咨询培训、合作办学、社会治理

等领域,从而有利于建立互利多赢、持续

稳定的校地合作关系。首先,乡村未来社

区建设具有综合性特点,涉及乡村建设、

产业、治理、文化等范畴,需要经济管理、

规划建筑、政府治理、社会研究等多学

科智力支持。因此,全面合作方式有利于

整合多学科人才资源,整体推进,统筹兼

顾。其次,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作为全新的

课题,已有研究及成果较少,单个项目委

托合作形式容易造成“蜻蜓点水”“顾此

失彼”,全面合作模式则有利于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的调研,从而形成系统性、创

新性、可行性的合作成果。 

二是在职责分工上,高校谋划“未来

场景”、政府负责“现实落地”有利于及

时推进合作成果的转化应用。校地合作

需要厘清双方职责分工,建立协同机制,

避免多头用力而导致分散化、碎片化。

一般来说,高校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基础

研究,但缺少成果转化的能力；地方政府

的主要职责在于整合资源,通过“研究+

资源”及时将研究成果场景化落地。溪

口镇与衢州学院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合

作中也遵循这一原则,学校立足乡村未

来社区的“未来”特质,全面梳理国内外

先进经验,根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工作推进的总体框架,结合龙游县和溪

口镇实际情况,提出溪口未来社区建设

的宏观架构和微观指南。溪口镇充分尊

重学校意见建议,在资金、场所、人员力

量上予以充分保障,努力将学院绘制的

整体蓝图落地生根。在具体协同上,一是

建立项目化清单式管理机制,每年初确

定年度合作目标、合作项目清单,明确牵

头学院、部门、人员和推进计划,清单内

容视实际情况作动态调整；二是建立重

大事项协商制度,定期不定期召开工作

交流会和协商会,及时商定乡村未来社

区建设推进中的重大事件或事项,确保

双方意见充分交流,实现群策群力,切实

为打造 具未来色彩的中国式乡村社区

贡献衢州力量。 

三是在谋划推进上,牢牢抓住“人”

这一核心要素是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优

势、推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关键。“人

本化”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应遵循的首

要价值理念。校地合作的核心理念是人

才共享,两者的交汇点就是“人”这一核

心要素。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加速,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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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城市转移,“空心村”现象愈演愈烈,

农村老龄化严重,乡村凋敝现象逐步显

现。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推进乡村未来社

区建设成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必然选

择。鉴于此,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首要目

标就是“聚集人气”,实现人口回流、青

年回流、人才回流,唯此才能带动乡村产

业、治理能级提升。高校作为人才和青

年集聚地,正好可以与未来乡村建设形

成优势互补。在溪口镇与衢州学院合作

中,无论是联合办学、社会培训、创业资

源导入等直接引入人口的举措,亦或是

针对居民的健康管理、社会治理,其核心

都是围绕“人”展开的。这正是推进乡

村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即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为乡村输送新鲜

血液,增强乡村人气和活力,从而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良性循环。 

3 对策建议 

基于衢州学院和溪口镇通过校地合

作推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结合当前衢州市各县市区在推进乡村未

来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人才不足、规划不

够科学等共性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认真总结提炼溪口镇先行先试

经验,着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溪口样

板”“溪口模式”。衢州学院在探索校地

合作新模式、全面提升提速乡村未来社

区建设上走出了一条好路子,建议持续

深化校地合作,在既有合作框架基础上,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在两山转化路径、基

层整体智治格局构建、乡村民生服务保

障、大数据治理能力提升等领域开展深

入研究,深挖利用“家门口大学”的资源

优势,探索打造更多具有衢州特色的“溪

口样板”“溪口模式”,引领乡村未来社

区的内涵建设和高质量提升。 

二是建立衢州学院为牵头、各县

(市、区)院校为成员的“衢州市推进乡

村未来社区建设学校联盟”,强化乡村未

来社区建设智力支撑。实践证明,校地合

作推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是一条可行之

路、破题之路。衢州学院作为衢州市唯

一一所本科等校,近年来围绕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及中心工作,以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为己任,将学校打造为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与溪口镇合

作探索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正是重要实践

之一。为此建议,由衢州学院牵头,整合

衢州各县(市、区)办学资源,建立“衢州

市推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学校联盟”,

为全市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撑。 

三是以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新起点,

迭代深化山海协作,谱写校地合作“山海

经”。不可否认,衢州市高校资源较为稀

缺。因此,除内部整合外,要积极主动地

向外开源,尤其是利用山海协作模式,充

分利用杭州、宁波等地的高校资源。如,

衢州学院在与溪口镇开展合作同时,还

对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等在溪口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建议

以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新起点,强化与

杭州、宁波以及省内外其他高校的联动

合作,迭代深化山海协作工程,谱写校地

合作“山海经”新篇章。 

4 结论 

综上所述,得出经验启示,一是在合

作模式上,全面合作、深度参与的形式有

利于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实现互利

共赢；二是在职责分工上,高校谋划、政

府落地有利于及时推进合作成果的转化

应用；三是在谋划推进上,牢牢抓住“人”

这一核心要素是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优势

的关键。形成对策建议,一是认真总结提

炼溪口镇先行先试经验；二是建立衢州

学院牵头的“衢州市推进乡村未来社区

建设学校联盟”；三是以乡村未来社区建

设为新起点,迭代深化山海协作,谱写校

地合作“山海经”。 

[参考文献] 

[1]李艳荣.新时代青年行为特点及

思想政治教育策略[J].科教文汇(中旬

刊),2018,(09):16-17. 

[2]郑仁炜.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研究[J].黑河学院

学报,2019,10(03):47-48. 

[3]戴坤,吕梦醒.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路径探索[J].科教导刊(中旬

刊),2019,(32):96-97. 

[4]冯富帅.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文化创新比

较研究,2019,3(10):24-25. 

[5]严圆圆.共享发展理念融入高

校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学理

论,2018,(10):243-244. 

作者简介： 

郑文山(1966--),男,汉族,浙江省衢

州市人,2003级硕士,教授,研究方向：非

营利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