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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模式创新探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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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自开展以来，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施策方面逐

步进行着深刻的转变，形成了立足高校自身资源优势的内生型模式，二级院系部门结对帮扶体系的系

统型模式，产业组织合作新业态的因势利导型模式，依托当地资源禀赋的因地制宜型模式，各具特点

又具内在规律性。在此基础上，不断谋求以党建为引领的制度创新，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要素升级，

以教育扶贫为动力的机制变革，多元精准推进定点扶贫工作，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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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odel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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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fixed-point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the company
has  gradually  made  profound  changes  in  precision  identification,  precision  assistance,  and  precise  policy.  It  has
formed  the  following  three  modes:  the  endogenous  model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university’s  own
resources,  the  systematic-model  with  pairing  assistance  by  the  second-level  departments  and  the  trend-oriented
model  of  the  new forma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They  rely  on  the  local  resource-based  model  of
local conditions, and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regularity. On this basis, we constantly
seek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ed  by  party  building,  upgrade  the  elements  based  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the  mechanism  with  educ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th multiple precisions to ensure that we can w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s sched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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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开展的定点扶贫工作，是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的重要途径。自2012年44所直属高校纳入国家定

点扶贫工作体系以来，高校以《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

导意见》为指南[1]，把特色优势与定点扶贫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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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相结合，把先进的理念、人才、技术、经验等

要素传播到贫困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打响了高校扶贫的品

牌，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概述

高校精准扶贫注重思想统一，强化目标导向，

责任担当，问题意识。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按照互

动发展、互利共赢为工作总基调，以系统推进、点

面突破为总思路[2]。

（一）精准识别：由“片面”向“多方位、多层次”

精准识别贫困地区的发展需求是确保扶贫工作

开展的重要一环。在识别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高

校曾出现片面依赖政府提供的数据资料，缺乏对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调研。近年高校发挥自身优

势，以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为基础，精准定位贫困

需求。通过系统融合地方数据资源，调配资源数

据，管控扶贫项目的实施和资金的使用，开展贫困

监测和工作绩效评估，以移动大数据终端为载体，

为贫困地区的教育、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特别

是在教育帮扶领域，高校的教育扶贫已从单方面短

期支援教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招生政策向

贫困地区倾斜，到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加大教育资

源投入、长期支教和人才投入方面转变[3]。充分利

用了高校的科教、人才、智力等资源优势，逐步实

现从片面性地“大水漫灌”到全面性地“精准滴

灌”转变，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帮扶体系。

（二）精准帮扶：由“平面”向“立体性、多样化”

高校在过去的扶贫工作中，曾陷入只注重基础

知识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但又受限于科技发展的人

才支持和资金技术保障供给不足，科技知识的普及

难以将科技转化为脱贫发展的生产力的困境。近年

来，高校逐步将教育传播转化为信息科技长效帮

扶。通过加快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学校

相关专家学者在决策咨询、科技发展、区域规划等

方面的指导作用。根据当地发展需求开展资源环境

分析、旅游规划、信息通信等方面的工作，定期对

当地的科技项目提供专家咨询建议，开展科研对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扶贫曾一度陷入捐钱、捐

物的怪圈，造成贫困地区脱贫动力严重不足。现如

今，高校积极寻求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最优方法，

以发动全校力量、鼓励社会参与的方式，汇聚多方

合力，并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注重思

想帮扶、精神帮扶，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三）精准施策：由“分散”向“系统性、协调性”

高校过去对贫困地区实行的减贫举措，也出现

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缺乏规划、

计划和指导，致使措施到位缺乏精准度。现在，高

校坚持规划优先、统筹布局的工作思路，为开展定

点扶贫工作制定工作计划，实施脱贫攻坚方案，按

照“重点突出、整合推进、精准帮扶”的工作思

路，全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以创新扶贫县定

点帮扶项目为抓手，理顺帮扶举措和项目创新管理

运行机制，保障定点扶贫项目开展实用有效，造福

贫困群众；建立人才培养计划和党政干部培训计

划，开展高水平科技支持、优秀硕士博士后备人才

建设计划，保障脱贫攻坚科技和人才供给能力，有

重点、有层次地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模式分析

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模式是一体化的组合动

作，在创新的基础上突出实效，在教育、人才、科

技、文化、消费、产业扶贫方面做好文章。针对定

点扶贫的4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扶贫工作，高校以

自身优势凸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定力、战略决

心和战略谋划。

（一）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典型模式

高校主要在精准扶贫合理架构上构建典型模

式，在落实精准扶贫战略布局上见到实效，逐步形

成了总系统和子系统相互链接的动态模式[4]。以北

京大学“1+8+N”帮扶工作模式为例，在全校形成

“1”个统筹系统，通过8个院系结对帮扶8个乡镇

形成“8”个子系统，以当地实际需要为标准，不

断增加其他资源及帮扶主体，形成“N”种帮扶途

径。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也采取“1+6+N”工作模

式，即1套机制、6类帮扶、N方助力，真抓实干，

广泛凝聚扶贫攻坚强大合力，确保定点扶贫工作取

得扎实成效。

高校也在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构建典型模式，

在机制构建、体系完善、措施到位方面，逐步形成

各要素综合联动的特色扶贫模式。以西安交通大学

建立“三五三”扶贫工作体系为例，其以“构建三

项扶贫工作机制”，即扶贫作战机制、鼓励激励机

制、督查问效机制，达到严实管用的工作效果；以

“实施五大扶贫工程”，即教育扶贫工程、健康扶

贫工程、智力扶贫工程、科技扶贫工程、产业扶贫

工程，五大扶贫工程，达到精准施策的实效；“抓

住三个扶贫工作重点”，即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科技扶贫，在此中化解难题。以东华大学“5+3”
特色扶贫工作模式为例，其着力五项“精准”和围

绕三个“梯度”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立足自身教育

优势，在精准“谋划”、精准“对接”、精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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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精准“落地”、精准“把脉”下功夫；围绕

教育可持续发展，围绕中小学生“梯度”，大学生

“梯度”，终身教育“梯度”三个梯度，逐步在活

动、励志、理念方面突破教育扶贫体系。华南理工

大学以建筑设计等优势学科为出发点，搭建“1+5”
五位一体全域规划，通过一部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加

一组特色产品推广方案、一套旅游形象设计系统、

一套乡村民居改造指引、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库，一

部招商宣传专题片，打造全域旅游总体规划，盘活

当地资源优势。

高校以自身学科和教育资源优势为模式创新，

逐步形成典型的精准扶贫工作模式。以电子科技大

学“电子信息+”帮扶新模式为例，通过规划设

计、产业帮扶、智力保障、资源整合逐步发挥“电

子信息+”的学科优势，以设计研发为突破，铸造

规划“大脑芯”；以科技为引领，铸造产业“主干

芯”；以人才培养，铸造智力“保障芯”。

（二）高校参与精准扶贫模式的生成发展

1. 内生型模式：立足高校自身资源优势。高校

十分注重依托自身的优势，发挥高校人才、科技优

势，以智力扶贫为突破口，以人才、教育、科技、

文化资源为载体，发挥可为、能为、善为的扶贫

“点”[5]。改善基础条件，激活内生动力。补齐教

育短板、注入优势资源，聚焦教育公平，智慧校园

建设、教师培训和学生资助与培养等举措层层推

出。聚焦资源共享，推动“互联网+教育扶贫”，

优化贫困地区教育环境。发挥智力资源优势，积极

为贫困地区引入新的教育资源、教育途径和教育理

念，切实解决贫困代际传播的问题。

2. 系统型模式：形成二级院系部门结对帮扶体

系。教育系统扶贫领域中，高校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系统的帮扶力量，具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体

系。高校基本形成了由一把手牵头领导、专设领导

小组统筹、二级单位推进落实、定点扶贫办协调督

导落实工作开展责任体系模式。通过内部构建二级

学院责任到位的帮扶系统，发挥各类校友资源，进

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采取学院和支部“点对

点”“结对+接力”的方式精准施策，形成了系统

的帮扶体系[6]。高校通过二级院系部门与定点帮扶

地区建立常态化对接联系，不断完善校地双方合作

机制，为贫困群众提供线上线下、点对点、面对面

的支持和帮扶。

3. 因地制宜型模式：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高

校因地制宜紧抓产业扶贫这个关键要害，以农为宝

带动产业发展。发挥高校科研优势，用科技助力、

提升技能服务水平，以科技创新能力助推产业升级

进步。重点扶持具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乡村合作社

开展科研创新、产品创新，将当地的自然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新动能[7]。依托基地，加强项目产业对

接，以项目引导贫困户参与技能培训，激发真脱

贫、脱真贫的斗志和动力，通过引导和培训双向用

力，同步提升贫困户脱贫理念和技能。充分发挥能

人带动、土地流转、政策支持等作用，把贫困户镶

嵌在资金链上，实现贫困户稳定增收和可持续脱贫。

4. 因势利导型模式：建立产业组织合作新业

态。高校把农户的利益和优势资源融合起来制定产

业发展新模式，助力发展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

社”“入股分红”等产业新业态。通过将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新大数据产业融合，打造信

息化示范项目，推动信息化养殖和蔬菜果园基地建

设，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引入行业先进技术和

大额资本支持，着力提升地方生产创新能力，开拓

线上线下电商发展模式。在形成产业基地的基础

上，打造以“一产”带“三产”促“二产”的符合

当地情况、满足市场需要的特色产业项目群[8]。

三、高校参与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路径

（一）以党建为引领的制度创新

各高校党委强化责任担当，凝聚更大范围的共

识，汇聚更大范围的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在扶贫实

践中，把党建工作作为扶贫工作的“牵引车”，发

挥党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脱贫攻坚提档升级的过程

中，持续把组织力量转化为脱贫攻坚强大的合力。

一是积极构建学校党委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充分

示范的党建引领模式，落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多级联动责任体系，以党建工作责任制，

带动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二是以“一对一”党组

织结对共建制度，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制与结对扶贫

责任制同步落实，推进党的领导和扶贫形成制度合

力，成立区域联合党委，在定点帮扶贫困村落实

“党建+教育扶贫”“党建+合作社”结对帮扶，以

制度搭台，通过党建工作促进精准帮扶分类指导、

分类施策，实现扶贫措施的精准性和明确性[9]。三

是建立扶贫监督管理的制度，以党的作风建设为主

线，以《教育系统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

方案》为指导，逐步加强对扶贫项目落实、扶贫资

金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安排，强化作风建设各项机

制，聚焦责任、工作、政策的落实，把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放到发展战略中去定位，把脱贫攻坚政策举

措放到大局中去谋划。

（二）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要素升级

产业发展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高校充

分发挥学科优势，以产业发展带动生产要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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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动，以要素升级流动促进资源整合与优化配

置。一是依托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开发经济有

效、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扶贫项目，探索形成“资

源–科技–市场”一体化产业帮扶模式[10]，组建相关

学科知名教授为骨干的科技服务团队，开展关键农

业、产业技术研发，推进技术引进与更新。二是创

新产业发展新模式，紧扣产业定位、资金统筹、产

销对接、利益分享等多个环节，创新乡镇企业、合

作社与农户结合的模式，以高校科学研究、科学实

验的实用性为支柱，发挥金融、电子信息、物联

网、农业科技创新的合力组合拳，启动扶贫村的

“造血机制”。三是建立“生态–科技”融合保护

与开发模式，因地制宜选择地方优势或特色农业资

源开展产业扶贫，特别是在特色农产品的挖掘方

面，发展智能养殖、绿色种植、循环利用，打造生

态共赢链。四是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一产带三产

促二产”的区域生产模式，结合区域特色，形成诸

如订单式生产“互联网+”模式，指导实施“定制

农业”示范项目，带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

打造扶贫开发平台，通过搭建智力扶贫智能终端平

台，狠抓全覆盖、全过程、全维度“三个全面”建

设，促进精准扶贫。通过构建智力扶贫数据空间，

精准识别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增强区域内部

人才需要、资金需求、技术需求，探索可复制的产

业融合化、可持续化发展模式。

（三）以教育扶贫为动力的机制变革

“扶贫”与“扶智”相统一的是高校参与精准

扶贫的有效路径，不断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多渠

道的扶贫加法，继续深化“培训+”扶贫工作长效

模式，拓展“培养+”扶贫树人工程[11]。一是以提

升教学水平为基础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着力提高

教育资源的均衡率、降低贫困学生的发生率、提升

优质教师资源的占有率，以教育资源精准化为目

标，通过信息化的渠道精准定位贫困地区建档立卡

贫困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育和需求现状，在问

题领域和欠缺科目采用远程教学和教研双着力，引

培并重地提升基础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水平。二是

以培育新的教育增长点的教育扶贫联动机制，高校

积极发挥科教、人才、智力及资源优势，通过专家

学者智囊团，学生志愿服务帮扶团，名师骨干培优

团等新型扶贫组织，加大对当地乡村振兴示范点、

教育名师工作室、各级干部综合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工作。三是以补足教育短板为关键的教育扶贫攻坚

机制，教育兴则人才强，脱贫攻坚最终见效还是要

靠当地群众的智慧，摒弃“等靠要”思想，抛掉

“拿来主义”的惰性思维，从思想深处“拔除穷

根”。高校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品牌化战略，推进公

益文化活动和贫困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日

的挖掘和创新性发展，补足当地村民精神生活不丰

富的短板，进而以“一村一品”振兴试点的建设，

完善智力帮扶人才模式。

四、结语

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创新模式，抓住党建、教

育、产业、医疗、文化等关键点，立足于贫困地区

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形成“内生型模式”；整

合特色扶贫工作资源；加强“系统型模式”，通过

“因地制宜型模式”“因势利导型模式”，激活贫

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各高校通过集中力量推动当地

基础教育升级、产业发展、文化进步，逐步形成教

育、智力扶贫为先导，产业、消费扶贫为基础，医

疗、金融扶贫为拓展，文化、精神扶贫为助力的

“多位一体”扶贫模式。在扶贫实践中坚持精准施

策和精准发力，不断书写新时代高校定点扶贫“奋

进之笔”，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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