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乡村振兴后备人才培养考核方案

（第二版）

一、考核对象

余庆县乡村振兴后备人才培养班学员

二、考核周期

每学期 1 次

三、考核主体

1.校内老师：负责学员在校理论学习、校内实践等方面的指

导与评价。

2.校外导师（企业/技能导师）：对学员在实习、实际项目参

与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估。

3.小组同伴：参与小组项目的同学，互评团队协作、沟通等

方面表现。

4.社区/乡村代表：从乡村服务、社会影响等角度反馈学员

在乡村实践活动中的成效。

四、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

（一）知识掌握（30 分）

1.通用知识（10 分）

（1）乡村振兴战略基础知识（4 分）

熟悉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目标与意义，能准确阐述相

关政策要点，得 2 -4 分；基本了解，存在少量偏差，得 1 -2 分；



了解甚少，得 0-1 分。

知晓本地乡村振兴重点规划与项目，能结合实际案例分析，

得 2 分；仅知晓部分信息，得 1 分；完全不知，得 0 分。

（2）农业农村法律法规（3 分）

掌握与乡村产业、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核心条款，能

判断实际场景中的合法合规性，得 2-3 分；了解基本框架，得

1-2 分；一知半解，得 0-1 分。

参与乡村普法宣传活动，积极且效果良好，得 1 分；参与但

效果一般，得 0.5 分；未参与，得 0 分。

（3）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知识（3 分）

理解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危害及防治措施，能提出针对

性建议，得 2-3 分；有一定认识，得 1- 2 分；认识不足，得 0 -1

分。

在乡村实践中践行环保理念，带动他人，得 1 分；自身做到

环保，得 0.5 分；有破坏环保行为，得 0 分。

2.专业知识（20 分）：依据学员所属“五型”人才分类进行

考核

第一类型:乡村产业带头人（20 分）

（1）农业产业链知识（6 分）

熟悉本地主要农产品从种植/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流程环

节，能详细说明各环节关键技术与要点，得 4-6 分；了解大部分

环节，得 2-4 分；仅知晓少数环节，得 0 -2 分。



能分析产业链瓶颈并提出优化方案，合理可行得 2 分；有一

定思路但不完善，得 1 分；无有效方案，得 0 分。

（2）农业企业管理（6 分）

掌握企业组织架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知识，

能运用到模拟企业运营中，得 4-6 分；基本掌握，存在少量错误，

得 2-4 分；掌握较差，得 0-2 分。

有实际参与或策划小型农业项目的经历，且项目执行良好，

得 2 分；参与但成效一般，得 1 分；未参与，得 0 分。

（3）农产品市场营销（4 分）

了解农产品市场调研方法、品牌打造、渠道拓展等知识，能

制定简单营销方案，得 3 -4 分；有一定了解，得 1-3 分；了解

甚少，得 0-1 分。

参与农产品营销实践活动，如直播带货、展销会等，表现积

极且有销售业绩，得 1 分；参与但无突出表现，得 0.5 分；未参

与，得 0 分。

（4）农业科技创新（4 分）

关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动态，能介绍 2 - 3 种并说明应用

前景，得 2 - 4 分；知晓少量，得 1- 2 分；不知晓，得 0 -1 分。

尝试将新技术引入实践项目，有想法或初步行动，得 2 分；

无相关尝试，得 0 分。

第二类型：乡村文化传承人（20 分）

（1）民俗技艺（8 分）



熟练掌握 1-2 项本地特色民俗技艺，如手工编织、剪纸、木

雕等，能独立完成中等难度作品，得 6-8 分；基本掌握，作品较

简单，得 3-6 分；初步学习，得 0-3 分。

能讲解技艺历史文化背景、传承脉络，清晰准确，得 2 分；

讲解一般，得 1 分；不能讲解，得 0 分。

（2）非遗传承（6 分）

对本地非遗项目深入了解，知晓申报流程、保护措施，能参

与非遗保护活动，得 4-6 分；有一定了解，参与较少，得 2-4 分；

了解不足，得 0-2 分。

有传承非遗的具体计划或行动，如收徒、举办讲座等，得 2

分；仅有想法，得 1 分；无计划，得 0 分。

（3）乡土文化研究（4 分）

研究本地乡村历史、传说、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撰写过相

关文章或报告，质量较高，得 3-4 分；有一定研究成果，得 1-3

分；无成果，得 0-1 分。

能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文化活动策划中，增强文化内涵，得 1

分；未应用，得 0 分。

（4）乡村文化创意设计（2 分）

参与乡村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或活动策划，作品有新意、受欢

迎，得 1-2 分；参与但效果一般，得 0.5 分；未参与，得 0 分。

第三类型：乡村治理接班人（20 分）

（1）乡村政策法规（6 分）



精通乡村治理相关政策法规，能解读并运用到实际案例分析

中，得 4-6 分；熟悉大部分，得 2- 4 分；了解较少，得 0 -2 分。

参与乡村政策法规宣传普及工作，成效显著，得 2 分；参与

但效果一般，得 1 分；未参与，得 0 分。

（2）现代治理理念与技术（6 分）

掌握数字化治理、村民自治、协商民主等理念与技术手段，

能设计简单乡村治理方案，得 4-6 分；基本掌握，方案存在缺陷，

得 2-4 分；掌握较差，得 0-2 分。

在乡村实践中运用信息化工具辅助治理，如建立微信群沟通

村务、使用软件统计数据等，得 2 分；未运用，得 0 分。

（3）矛盾纠纷调解（4 分）

学习并掌握矛盾纠纷调解技巧，参与乡村邻里矛盾调解实践，

成功调解 2-3 起案例，得 3-4 分；调解 1 起，得 2 分；未参与调

解，得 0-1 分。

能总结调解经验，撰写心得体会，质量较好，得 1 分；有总

结但质量一般，得 0.5 分；无总结，得 0 分。

（4）公共服务优化（4 分）

关注乡村公共服务需求，能提出 2-3 项优化建议，合理可行，

得 3-4 分；提出 1 项，得 2 分；无建议，得 0-1 分。

参与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实施，如协助修建道路、改善供水供

电等，得 1 分；未参与，得 0 分。

第四类型：乡村文明传播人（20 分）



（1）宣传推广能力（8 分）

熟练掌握新媒体平台操作，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能制作

吸引人的乡村主题短视频、推文等，作品阅读量/播放量较高，

得 6-8 分；基本掌握，作品效果一般，得 3-6 分；操作生疏，得

0-3 分。

能运用传统宣传手段，如举办文化讲座、张贴海报等，扩大

乡村文明宣传范围，得 2 分；仅运用单一手段，得 1 分；未运用，

得 0 分。

（2）社会影响力（6 分）

在乡村组织开展文明宣传活动，参与人数多、反响好，得

4-6 分；活动效果一般，得 2-4 分；未组织活动，得 0-2 分。

个人言行举止符合文明规范，在乡村有良好口碑，得 2 分；

口碑一般，得 1 分；有不文明行为，得 0 分。

（3）文明主题挖掘（4 分）

善于挖掘乡村好人好事、文明家庭等典型事迹，撰写报道文

章，质量较高，得 3-4 分；有一定挖掘成果，得 1-3 分；无成果，

得 0-1 分。

能将典型事迹转化为文艺作品，如小品、诗歌等，进行二次

传播，得 1 分；未转化，得 0 分。

（4）核心价值观传播（2 分）

在宣传活动中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受众理解接

受，得 1-2 分；融入不明显，得 0.5 分；未融入，得 0 分。



第五类型：乡村平安维护人（20 分）

（1）法律知识应用（6 分）

系统学习乡村治安、安全防范等法律知识，能准确解答实际

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得 4-6 分；基本掌握，存在少量错误，得

2-4 分；掌握较差，得 0-2 分。

协助乡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专业讲解到位，得 2 分；讲解

一般，得 1 分；未参与，得 0 分。

（2）应急处置能力（6 分）

熟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能

制定合理预案并模拟演练，得 4- 6 分；基本熟悉，预案有缺陷，

得 2-4 分；不熟悉，得 0-2 分。

在乡村实际遇到突发事件时，能迅速响应、有效处置，得 2

分；响应迟缓但有作为，得 1 分；未参与处置，得 0 分。

（3）安全防范意识（4 分）

日常关注乡村安全隐患，能及时发现并报告 3- 4 处，得 3-4

分；发现 1-2 处，得 2 分；未发现，得 0 -1 分。

向村民传授安全防范知识，普及面广，得 1 分；普及面窄，

得 0.5 分；未普及，得 0 分。

（4）治安巡逻表现（4 分）

积极参与乡村治安巡逻，出勤次数多，记录详实，能有效预

防和处理治安问题，得 3-4 分；出勤次数一般，有一定作为，得

2 分；出勤少或无作为，得 0 -1 分。



（二）技能表现（40 分）

1.专业技能实操（15 分）：依据学员专业方向，在实训基地

或实习岗位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1）操作熟练程度（10 分）：动作规范、流畅，能在规定

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任务，得 8 -10 分；操作较熟练，有少量失误，

得 5-8 分；操作生疏，失误较多，得 0-5 分。

（2）问题解决能力（5 分）：在实操过程中遇到设备故障、

技术难题等情况时，能迅速判断并有效解决，得 4-5 分；能解决

部分问题，得 2-3 分；遇到问题束手无策，得 0-1 分。

2.实践项目参与（15 分）

（1）项目完成质量（10 分）：参与乡村产业园区规划设计、

民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民宿运营规划等项目，成果达到预期目

标，具有创新性、可行性，得 8-10 分；成果基本合格，有一定

改进空间，得 5-8 分；成果不达标，得 0-5 分。

（2）团队协作成效（5 分）：在项目团队中积极协作，沟通

顺畅，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项目进展，团队成员满意度高，

得 4-5 分；协作较好，有小摩擦但不影响项目，得 2-3 分；协作

不畅，影响项目进度，得 0-1 分。

（三）素养提升（40 分）

1.社会担当（10 分）

（1）乡村志愿服务（6 分）：积极参加乡村教育、文化普查、

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服务时长达到 24 小时以上，且



表现突出，得 5-6 分；服务时长 8-16 小时，表现较好，得 3 -5

分；服务时长不足 8 小时，得 0-3 分。

（2）社会责任践行（4 分）：主动关注乡村发展问题，提出

建设性意见并努力推动解决，如为贫困农户提供帮扶、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等，成效显著，得 3- 4 分；有行动但成效一般，得 2-3

分；无行动，得 0-2 分。

2.创新精神（10 分）

（1）创新思维展现（6 分）：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经常提出

新颖的想法、建议，对乡村振兴项目有独特见解，能推动项目优

化升级，得 5- 6 分；偶尔有创新思维，得 3 - 5 分；缺乏创新，

得 0-3 分。

（2）创新成果应用（4 分）：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成果，

如开发新的农产品加工工艺、设计新的乡村文化活动形式等，得

到认可与应用，得 3-4 分；有成果但应用范围小，得 2-3 分；无

成果，得 0-2 分。

3.乡土情怀（10 分）

（1）乡村认知与热爱（6 分）：深入了解乡村历史、文化、

风俗，对乡村发展充满热情，能在交流、实践中自然流露，得

5-6 分；有一定了解与热情，得 3-5 分；了解肤浅，热情不高，

得 0-3 分。

（2）扎根乡村意愿（4 分）：明确表达毕业后扎根乡村、服

务乡村的坚定意愿，且有初步职业规划，得 3-4 分；有意愿但规



划模糊，得 2-3 分；意愿不明确，得 0-2 分。

4.学习表现（10 分）

学习及纪律（5 分）：学习及纪律基础分为 100 分，迟到、

上课违纪、未按时完成课程作业任务，扣 2 分/次；无辜旷课扣

5 分/次，事假 2 分/次，病假 0.5 分/次，用最后分数按比例进

行核算。

期末测评（5 分）：用期末测评成绩按比例进行核算。

五、考核流程

1.自我评价：学员根据考核指标，对自己在考核周期内的表

现进行客观评价，填写自我评价表，阐述优点、不足及未来改进

方向，占总分 10%。

2.小组互评：以小组为单位，成员之间相互评价在团队合作、

项目参与中的表现，填写小组互评表，取平均分作为小组互评成

绩，占总分 10%。

3.校内老师评价：校内老师依据学员课堂表现、校内实践成

果、学习态度等，结合知识掌握、技能表现、素养提升等指标进

行打分，占总分 30%。

4.校外导师评价：校外导师根据学员在实习岗位、实际项目

中的工作情况，从专业技能应用、职业素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等方面给予评价，占总分 30%。

5.社区/乡村代表评价：邀请乡村社区干部、村民代表等，

对学员在乡村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乡村发



展的贡献进行评价，占总分 20%。

六、考核结果及应用

1.考核结果等级划分

优秀（90 分及以上）：知识、技能、素养全面突出，在乡村

振兴实践中有卓越表现，具备较强的领导潜力和创新能力，可作

为重点培养对象，优先推荐参与重要项目、实习机会及各类表彰

评选。

良好（80-89 分）：各项指标表现较好，能胜任乡村振兴相

关工作，有一定发展潜力，给予针对性培养建议，鼓励参与更多

实践活动，提升综合能力。

合格（60 -79 分）：基本掌握知识与技能，素养达标，但存

在部分能力不足的情况。

2.考核结果应用

学生考核结果作为评定优秀学员、乡村振兴专项奖学金、助

学金及企业推荐优秀学生等重要依据。

附：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乡村振兴后备人才培养考核表

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

2022 年 3 月 18 日




	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乡村振兴后备人才培养考核方案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