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

Vol. 6 No. 5 2024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政法类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探索
李　莎　宋　武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40）

摘要：以培养司法警察为主要特色的政法类职业院校，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为贯彻职业教育法，我校利用教育教学资源优势，积

极投身“三农”工作，协同地方政府、村委会，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共同推进乡村治理和法治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探索出一条符合政法类职业院校特色的服务乡村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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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开始，历经近 50 年的发展变革，我国高

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需求正从量的满

足转向质的要求，从一次性学历教育转向终身学习教育，从单一

类型的教育转向丰富优质、灵活动态的教育。2022 年 5 月 1 日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从内容来看，新法正着力建立健全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确立现代职业教育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柱地位。

我校作为一所政法行业主办，以培养司法警察为主要特色的

职业院校，具有天然的政治背景和文科属性，在 40 年的办学历程

中，始终坚持党对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定“警校姓党”

的办学政治方向。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指示精神，贯彻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将目光聚焦在全党工

作的重心、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上，将政

法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心聚焦在服务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

2021 年 7 月学校接到省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向重点乡村持

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实施意见》，按照上级主管机关

的统一部署要求，特挑选精兵强将，组建驻村专班，与定点山区

乡村开展结对帮扶、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和法治乡村建

设的相关工作。三年来，学校在结对帮扶工作过程中，探索出一

条符合我校职业教育特色的服务乡村发展之路。

一、组建乡村普法工作团队，让法治理念深入乡村民心

沿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前行，帮扶乡村进行法治建设，

让法治观念深入村民思想，是学校服从乡村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学校特选派学校教学经验丰富，对乡村适用法律有研究的

骨干教师 10 余名，组建了一支乡村普法工作团队。

与学校结对帮扶的乡村，地处山区，全村现有 861 户 3140 人，

有近千人常年在外务工，常住人口仅为 2414 人，且以年幼的儿童、

妇女和年迈的老人为主，生活环境较为闭塞，思想观念较为落后，

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有限，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也十分

局限，现存的村民纠纷，多是由来已久的琐碎事件引发的矛盾，

化解难度大。普法工作队的老师坚持问题导向，采用法治与民生

相融合的方式，与驻村工作队一道深入村民家中，挨家挨户开展

走访调研活动，与重点人群进行座谈交流，并先后投入资金 30 余

万元，进行法治特色村风村貌文化环境改造，修建了法治文化宣

传栏，传统美德故事宣传栏和村委党员活动中心等设施，通过法

治宣传，让村民知法、守法，让全村干群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2022 年以来全村共受

理民事纠纷 39 起，化解矛盾纠纷 36 起。

为巩固法治宣传成效，让依法办事转化为村民的行为自觉，

学校特与村委会一道，在村民中实施积分制综合评分制度，采用

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对全村 861 户村民进行包括

“法治文明行为建设”在内的五个方面的计分评比，分季度和年

度对每户家庭的赋分结果进行奖励，分别授予“卫生示范户”“文

明示范户”“守法示范户”“特殊贡献户”等流动红旗，每户家

庭获得的综合评分还可在积分超市兑换等值物资，经过两年的实

践，卓有成效的规范了村民的日常言行，形成了法治乡村建设的

共识。

二、组建一支乡村普法文艺宣传队，让村民感受法治建设带

来的实惠

“山雨欲来风满楼”欲让法治的山雨落下来，就要让法治的

春风先吹起来。在村民中吹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之风，必须立足山

村生活闭塞，村民生活相对单调，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实情，立

足乡村中居住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实情，调动村民的积

极性、参与性，让村民感受到法治乡村建设带来的实惠，自觉自

愿投身到乡村依法治理工作中。

在结对帮扶之初，学校与帮扶乡村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群

策群力共创法治家园”的主题文艺表演活动。演出中，由学校心

理教研室教师编导，由专业学生参演的法治主题心理剧，给村民

留下了深刻印象；由学校基础课部教师为乡村法治宣传活动创作

的宣传诗歌，给舞台增添了亮点；学校教师的乐器、歌曲、舞蹈

等才艺展示活动，也让村民心生艳羡……，继演出结束后，村民

与驻村工作队、与普法团队教师的交流更加积极主动，也让学校

萌生了组建乡村普法文艺宣传队的想法。在走访调研中，普法工

作团队教师就发现乡村生活的单调，也是造成村民之间矛盾频发

的原因之一，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是成本投入低、见效最快最

直接的方式之一，更关键的是学校有此方面的师资资源和可挖掘

的学生资源，可以满足妇女村民的此类需求。

学校特投入帮扶资金 10 万余元，修缮了村里的活动中心、休

闲娱乐广场和健身器材设施，选派了警体课部健美操老师，利用

假期时间带领全村老少妇女村民，进行广场舞曲目排练，发动村

委会挑选了妇女文娱骨干，组建了乡村文娱宣传队。村委会在普

法团队教师的积极倡导下，恢复组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大鼓表演，

特编排了节目“中国红”，挖掘文化传承元素，组建了“龙船调”

表演团队，人人都能参与的广场舞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目前正准备将当地土家族建筑文化遗产和村里的古老传说相

结合，进行舞台剧创作，开展旅游文艺演出，弘扬地方特色文化，

带动村民参与到美丽法治乡村的建设中，带领村民走旅游创收的

发展道路，感受法治社会生活的美好，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

三、搭建一个乡村普法学习平台，实现实用法律随时学

为能够更好更及时的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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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智慧职教平台法律专业教学资源库中，开设了“结对帮扶”

栏目模块。模块中呈现了与乡村生活关系密切的宪法、婚姻家庭法、

继承法、物权法、惠民富民政策等共计 100 余个相关知识点的学

习资源，村民既可以在平台上通过观看微课的方式进行法律知识

学习，还可以用通过在线测试刷题的方式，检验在线学习的效果。

为能够给村民提供正确使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服务，

学校特安排了具有律师职业资格的专业教师在“结对帮扶”模块

提供在线法律咨询服务，让村民真正切实感受互联网时代，信息

化技术创造的现代美好生活，感受法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此平台在搭建之后还成为乡村“法律明白人”线上交流的窗口，

数十位“明白人”在此与我们教师交流探讨遇到的纠纷事件的处

理方法，甚至共同总结和分享纠纷事件处理的经验和教训，不仅

助力于“明白人”经验的积累，也让我们专业教师在此过程中接

触到丰富的实践案例，拓宽了教师学术研究的领域，同时生动的

案例不仅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还丰富了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

价值。

此在线交流模块搭建 2 年来，进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共计

5000 余人次，活跃程度远超预期。

为让村民能够便利的使用此平台，完成线上交流学习任务，

学校特援助了乡村 50 台电脑，修建了村民普法学习专用机房，有

了便利的硬件设施条件，村民学习的主动性更强了，有了互联网

条件，村民可学习的领域也更加宽泛了。例如，村里的普法文艺

宣传队就常在专用机房共同研习网络热曲红歌，研习流行舞蹈，

组织开展乡村园艺兴趣小组活动等，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法治

乡村建设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四、开展一组乡村普法培训讲堂，提升“法律明白人”的专

业素养

根据《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要求，

以法治思想宣讲和“宪法进乡村，护航乡村振兴”两个系列的主

题讲座为引领，结合普法工作团队在乡村走访调研中遇到的村民

间矛盾突出问题，结合普法工作团队在线上法律咨询服务中遇到

的典型事项，有针对性的安排专题讲座，现已来开展人民调解方

法和技巧专题讲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问题专题讲座、宅基地使

用权问与答专题讲座、民法典与农民专题讲座等 12 个专题讲座。

两年来，以对口结对帮扶地“法律明白人”培训讲堂为核心，开

设辐射周边乡村“法律明白人”的专项培训活动共计 20 余场，培

训近千人次，丰富了“法律明白人”的专业理论知识，丰富了“法

律明白人”的工作方法，更建立起帮扶法治乡村建设的良好渠道。

在“法律明白人”培养培训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乡村普通

村民也想参与到受我们开设的实用主题讲座中来，有需求就有回

应，接下来就准备开展面对村民的实用法律专题讲座，更深刻的

体会乡村民风民情，更好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应帮扶乡村邀请，普法工作团队还参与了乡村“法律明白人”

资格认定和年度工作考核的相关工作，帮助村委会把好“法律明

白人”质量关，确保“法律明白人”队伍整体的专业素养。

通过有效帮扶，现已与帮扶乡村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学

校也意与当地人民法院协商，面向乡村贫困家庭子女招录和订单

培养书记员，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协商，接受学校优秀毕业生到

当地就业，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五、建好一批乡村普法实践基地，落实乡村振兴惠民富民政

策

结对帮扶的乡村，现有的 3140 人中有 532 人被划定为贫困户

重点监测对象。实际上，该村物产较为丰富，不仅是当地的烟叶

种植基地，而且气候土壤条件适宜，特别适合进行水果和中草药

种植，同时地处避暑胜地，有特色文化，有饮食特产，还有别具

一格的土家建筑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职业教育学子社会实践的需求，学校利用暑假假期，选

派了法律执行类专业优秀在校生，在乡村建立普法实践基地，参

与乡村社区矫正工作、帮助困难村民、开展困难村民社会救助活动、

开展留守子女心理辅导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解决了村委会帮扶

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这群思维活跃、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学生

也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帮助、物质帮助和经济帮扶活动，解决了

困难村民的燃眉之急。

村委会为学生提供的接触社会的宝贵机会，让学生深切的感

受社会生活的不易，接触到鲜活的社会现实，让学生看到法治的

光辉照耀不到的地方依然存在，法治的道路任重道远。作为一名

政法院校法律执行专业学生，不仅需具有严格执法、秉公执法的

职业素养，还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一颗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心。

假期乡村实践活动，让学生感触良多，学到和感受到很多书本以

外的宝贵知识。我们要求实践学生每日撰写实践日记，一期实践

活动经历下来，从文字记载中就能清晰地感觉到学生受到的精神

洗礼和社会洗礼，实现了实践教学的目的。

除此之外，选派了学校摄影摄像专业学生，深入乡村，挖掘

特色文化元素，进行文艺作品创作；采集乡村原始素材，用镜头

记录乡村从晨曦到日落，从春耕到秋收的自然美景，制作法治乡

村主题宣传片；在水果、草药丰收时，策划拍摄营销专题宣传短

片；在电商平台注册，帮助村民直播营销农副产品等，帮扶 2 年来，

学生共拍摄制作宣传短片 5 部，开展直播服务 10 余次，销售水果、

农副产品及草药万余斤，为当地农民创收近 10 万元。在警院学子

的带动下，当地村民拓宽了致富思路，跃跃欲试，着手开发当地

特色建筑群资源，包装当地饮食特产，修建民宿，发展既可避暑

又可休闲度假的旅游产业，让学校集中优势力量，带领村民走出

贫困，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的信心倍增。

两年来，学校充分挖掘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也充分发挥了

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业余特长，在尽力做好国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对口帮扶工作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教育警院学子，在当前就业

形势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乡村发展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

就业天地，号召同学们积极投身并参与到关心农村、关爱村民的

事业中，积极投身到调动乡村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

事业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同时，学校在结对帮扶、服务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集聚了丰富的帮扶资源，更需要将成果继续推广运

用到更多具有类似发展需求的乡村，帮助进行法治乡村建设，践

行政法类职业院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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