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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院特色优势  扎实开展对口帮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对口帮扶广灵县职教中心纪实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与广灵县职教中心，一个位于汾河两

畔，在医药届享有盛誉；一个位于壶流河延岸，以服务广灵

经济发展为己任。两所相隔 300多公里的学校，因为对口帮

扶工作，因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跨越了绵延起伏的山岭，冲

破了重重大山的阻隔，将友谊、真诚、互助紧紧的联系在了

一起，奏响了一曲新时代职教对口帮扶工作的赞歌。 

自 2016年 10月对口帮扶广灵职教中心以来，学院坚定

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按照省委、

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在五个“发挥”和五个“助

推”上做文章、下功夫、求实效，尽全力支持和帮助广灵职

业教育再上新台阶，切实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学院的对口帮扶工作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四年来，学院

先后派出 100 人次分 17 次深入广灵县进行对口帮扶；四年

来，学院先后 4次在省里的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发言。学院的

对口帮扶案例被评选为全国教育扶贫典型案例。 

一、提高站位，坚决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 

做好精准对口帮扶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大行

动，也是一项民生工程。学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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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导向、问题导向、责任导向、严实导向，不断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倒排时间表、绘就作战图, 明确帮扶目标、主要

任务以及具体帮扶内容，积极投身到对口帮扶工作中。在制

定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着力服务于

全省脱贫攻坚工程，面向吕梁山、燕山—太行山两大连片特

困地区“精准扶贫”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积极提供培训指

导与智力支持。 

省教育厅确定学院对口帮扶单位后，立即成立了由党委

书记、院长任组长的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工作领导机构，明确

了对口帮扶工作由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负责，建立健全了帮

扶工作机制，确保了帮扶工作的质量。第一时间，书记、院

长分别带领有关职能部门、系部负责人和专家教授赴广灵县

职教中心主动进行对接。同时，与广灵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

就帮扶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商谈。在此基础上，将对口帮

扶工作列入每年工作要点，并多次召开院党委会和院长办公

会，专题研究帮扶工作，明确要求全院上下要高度重视，形

成合力，将帮扶工作与学院整体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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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院党委书记张瑞芳一行在广灵县职教中心调研 

 

图为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震云走访慰问贫困学生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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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凝心聚力，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对口帮扶工作不仅要在精准上找准着力点，更要在落实

上下得实功夫。对口帮扶以来，充分发挥学院特色和专业优

势，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稳步推进帮扶工作，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一是发挥专业优势，助推广灵县中草药产业发展。扶智

培能是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和途径，是解决贫困的根本

措施。学院全面落实山西省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精神，

将中草药种植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作为对口帮扶

工作的重要抓手，主动承担培训任务，实现脱贫举措和技能

培训精准对接，有效促进了贫困户自我脱贫能力的提升。 

2016 年 12 月，学院委派中药种植专家赴广灵县加斗乡

就当地中草药种植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对蒲公英、黄芪等药

材的育苗、栽培、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技术环节进行了现

场技术指导。2017、2018、2019 连续三年，在春季开播前，

学院组织专家团队前往广灵县加斗乡、一斗泉乡、望狐乡、

南村镇为 300余名药农举行业务培训，现场回答了药农在种

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当地中草药种植以及贫困户脱

贫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增强了贫困人口的

“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学院专家还实地考察了广灵县 10

多处坡地和川地自然条件，对广灵县职教中心中草药栽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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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地建设和黄芪种植提出了可行的指导方案，共同推进中

药材栽培技术项目研究。 

 

图为学院专家在广灵县考察中药材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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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院专家就中草药种植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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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省委联系专家、学院中药系主任蔡翠芳教授为药农

进行业务培训 

二是发挥教学优势，助推广灵职教中心内涵建设。经过

多次深入交流，双方研究制定了帮扶实施方案。在教育教学

方面，帮扶指导广灵县职教中心树立现代职教理念，建立健

全教学管理制度，强化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全

面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学院全程指导帮助职教中心积

极申报成功中药种植专业；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采取座谈

会交流、教研组集体办公等措施，就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改

革等方面进行指导，有效提升了专业教师的教学理论水平和

业务能力；在管理方面，采取交流学习等方式，有效提升了

职教中心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四年来，学院成功指导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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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了职教中心 1个专业的申报，共建了 1 个实训基地，派出

4 名专业教师指导专业建设，进行教研组集体办公 1 次。 

 

图为两校教师进行教研室集体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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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校领导为共建实训基地揭牌 

 

图为学院在广灵县职教中心进行专题讲座 

三是发挥平台优势，助推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升学就业。

做好就业扶贫工作，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是脱贫攻坚的重

大措施。学院连续三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同志赴广灵职教中

心就招生、就业、学生资助等政策进行宣讲，广泛动员农村

青年，特别是贫困家庭孩子，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使其获得一技之长，为家庭脱贫、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奠定基

础。针对广灵县职教中心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基本情况，学

院与职教中心共同建立了贫困毕业生帮扶机制，开通招生绿

色通道，优先招生，优先选择专业，优先落实助学政策，优

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主动为贫困学生升学就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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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帮助，解决贫困生就业难的问题。2016-2019 年，学

院共录取广灵籍学生 46 名，39 名广灵籍毕业生全部推荐就

业，为 141人次广灵籍学生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18.0512万元。

学院十分关心广灵县职教中心贫困学生，2018-2019 年，为

71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 71000 元，慰问了 5户贫困学生

家庭，捐赠了价值 0.42万元的书籍、文具盒体育用品。 

 

图为学院为广灵县职教中心特困生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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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院向广灵县职教中心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捐赠

文体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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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院工作人员对广灵县职教中心学生进行升学就

业指导 

四是发挥基地优势，助推青年学生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学院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脱贫攻坚是一堂生动

的国情教育课》的重要批示精神，将脱贫攻坚作为强化实践

育人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引导青年参与脱贫攻坚社会实践。

2017、2018、2019 年连续三年暑假，学院专门组建了共计 6

名教师、43 名学生组成的广灵县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实践

队员深入广灵县田间地头，不仅了解了广灵县的文化底蕴、

风土人情和民生民情，而且结合实际，开展了与广灵籍学生

一对一结对子、安全用药知识宣讲、志愿环保、走访贫困户、

发放中草药栽培技术宣传资料等活动，为当地群众的用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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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及身心健康提供了咨询和服务，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

投身脱贫攻坚的斗志。2017 年下半年，山西省教育厅确定广

灵县职教中心为全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之一。 

 

图为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调研贫困村安全用药

情况 

五是发挥学院优势，助推全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学院积

极响应省委号召，组建了由专家教授牵头、相关专业教师构

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户，深入到田间

地头，认真开展中药材种植指导与培训工作，着力为农村脱

贫攻坚提供技术指导。截止目前，已派出 10 余名专业教师

到 20 多个县进行实地指导，累计培训 2000多人次。通过专

业培训、技术指导，切实提高了农民的中草药栽培管理技术

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发展中药材经济作物的信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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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了新路径，为脱贫攻坚找到了

新方法。2019、2020 年暑假，学院组织 92 名教师和学生参

加了山西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活动，共完成样地调查 263

个、样方套 1504 个，采集标本 6000 余份，制作标本 3200

余份，调研药材生产基地、零售药店、诊所等 60 家，为我

省中药材种植、中药产业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图为学院专家与广灵县乡村干部就中草药种植进行交

流 



15 
 

 

图为部分师生参加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三、凝练经验，持续深入推进教育脱贫工作 

一是职业教育是脱贫致富的“直通车”、“金钥匙”，是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快发展职业教

育，特别是高水平建设县级职教中心，以使更多贫困家庭实

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二是学院肩负着扶贫的责任和使命，情系被帮扶单位、

心连被帮扶单位，始终把帮扶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

工作，列入工作要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点燃对口帮扶对

象自身的发展激情，动真情、出真力、求实效。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被帮扶单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和差距，突出重点，明确目标，科学施策，持续用力。特别

是在县职教中心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培养、

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下功夫、花力气，强化内涵建设，提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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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四是脱贫攻坚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关键是要通

过产业带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学院以结对帮扶为抓手，

放大服务视野，主动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把

科技优势与产业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把区域发展与对口帮扶

结合起来，积极主动担当，充分调动学院各种资源，深入开

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为贫困地区中草药产业

发展、脱贫攻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图为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震云代表学院在山西省聚焦

深度贫困县教育脱贫攻坚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 

 

四年来，学院在五个“发挥”和五个“助推”上做了一

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但离中央、省委省

政府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和不足。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学院将继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聚焦深

度贫困集中力量攻坚的决策部署，依托学院特色和优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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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担当，积极作为，创新对口帮扶新思路，以更加务实过硬

的作风、更加严实有力的举措、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举全

院之力继续服务山西中药产业发展，继续帮扶广灵县职教中

心，坚决打赢广灵职教中心对口帮扶教育脱贫攻坚战，为实

现全面脱贫决胜全面小康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