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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brand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 Take the pairing 
and assistance between Zhong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Queshan County as an example
Xiangdong Li   Jingsi Tia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have	launched	school-local	pairing	assistance	programs,	leveraging	their	advantages	
in	talent	and	technology	to	create	a	favorable	situation	where	party	building	lead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this	paired	assistance	work,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enhancing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improving	the	assistance	mechanism.	It	has	established	an	interactive	exchange	mechanism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airing	assistance	with	Queshan	County	in	Zhumadian	City,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several	party-building	assistance	brands	such	as	“Tech	Revitalizes	Queshan,”	“Shaping	Queshan,”	“Art	
Enlightens	Queshan,”	“Law	Enriches	Queshan,”	“Scholarly	Fragrance	Queshan,”	“Translation	Promotes	Queshan,”	and	“Lighting	
Up	the	Stars.”	These	efforts	have	forme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chool-local	paired	assistan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chieving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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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帮扶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以中原工学院结对帮扶
确山县为例
李向东   田静思 

中原工学院，中国·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

近年来，河南省高校开展校地结对帮扶，利用人才、科技等优势，形成了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的的良好局面。中原
工学院高度重视结对帮扶工作，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完善了帮扶工作机制，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校地互动
交流机制。中原工学院在校地结对帮扶驻马店确山县过程中，打造了“技兴确山”“塑建确山”“艺启确山”“法润确
山”“书香确山”“译宣确山”“点亮繁星”等党建帮扶品牌，形成了校地结对帮扶促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取得了较好
帮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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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系统党建创新项目“校地党建结

对帮扶促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

号：2023-DJXM-081）。

【作者简介】李向东（1972-），男，中国河南新野人，硕

士，讲师，从事乡村振兴研究。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

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城

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

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脱贫攻

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河南省高校开展校地结对帮扶，利用人才、

科技等优势，形成了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的的良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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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原工学院结对帮扶的工作机制

中原工学院始终将结对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来抓，自结对帮扶确山县以来，通过成立乡村振兴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并强化统筹协调，建立完善了党委统

一领导、组织部牵头抓总，宣传、财务、科技、人事、后勤

等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各教学院部深度参与，广大师生校友

广泛关注并支持的帮扶工作机制。学校每年制定下发校地结

对帮扶工作任务清单，从智力帮扶、科技帮扶、人才帮扶等

7 个方面谋划制定了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

限，确保本年度各项帮扶任务圆满完成。学校领导和有关部

门通过考察调研，了解确山帮扶工作需求，就强化“校地”

结对帮扶实效提出要求，确保帮扶工作高质量开展。确山县

有关领导积极回访，就进一步加强确山科技创新、教育培训、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双方形成了良性

互动的沟通机制 [1]。

3 中原工学院结对帮扶的品牌建设

中原工学院党委在对确县的结对帮扶中，围绕乡村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利用

高校人才、技术优势，与学校人才培养相结合，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打造了多个党建帮扶品牌，在互利共赢中形成长

效帮扶机制。

3.1 “技兴确山”开启科技振兴新篇章
“技兴确山”是学校党委紧密围绕破解乡村振兴中传

统产业升级瓶颈与技术人才匮乏等核心难题，集中学校电子

信息、纺织、建工等优势学科与科研资源，通过科普帮扶及

校企合作，为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落地打造的

党建品牌。2024 年 9 月在确山承办“2024 年智能终端与芯

片研讨会”，组织来自全国智能终端与芯片领域的专家学者、

业界代表（其中国家级人才 22 名）到确山半导体智造产业

园实地走访调研，以实际行动为企业纾困解难，两位院士及

四位全国知名专家在大会分享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

应用实践。举办论坛为相关局委负责人、科技工作者及乡镇

一线工作人员进行科普，共谋如何应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

成果赋能确山农业、能源、交通和产业发展。召开校地企三

方协同研究解决确山稻秆资源再利用的困境，共同确定了稻

秆回收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发展思路，组织科研骨干在稻秆转

化卫生用纸、提取制作可纺织纤维、建筑新材料等关键技术

上开展重点研发，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企业的充分肯定，

预计可帮助确山县实现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和数量可观的

财政收入。科技赋能为实现乡村振兴从“输血”到“造血”

的转变提供技术支撑。

3.2 “塑建确山”勾勒乡村振兴新宏图
“塑建确山”是智能建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围绕破

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经济、人才不足的实际难

题，以建筑类设计项目为主，通过设计驱动，积极探寻建筑

产业升级与乡村社区建设协同共进新途径打造的党建品牌。

学院面向全县各镇（街道）征集设计需求，组织百余名师生

开展实地调研，本着“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

设计原则，围绕乡村地域现状、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精神内

涵等要素，确定了 3 个镇（街道）6 大类 16 个子项目的初

步设计思路并形成设计方案，注重同镇（街道）村（社区）

以及项目使用方的沟通交流、通过凝聚共识，倡导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让设计方案既满足项目需求又利于

项目实施。建设“稻香留庄 VR 云展馆”，在三维虚拟场景

中真实展示稻田公园文化和景观，助力当地生态旅游产业的

发展。发挥科研优势，采集确山县废矿石、尾矿、工业废渣

等进行实验研究再生骨料混凝土，挖掘其潜在价值，促进资

源再生利用和节能减排工作。通过系列的建筑规划设计，让

乡村振兴更有“内涵”、美丽乡村建设更有“颜值”。

3.3 “艺启确山”闪耀文旅融合新光芒
“艺启确山”是艺术设计学院党委围绕破解乡村振兴

“规划先行”中经济、人才不足的实际难题，以环境设计类

项目为主，通过设计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而打造的党建品牌。在确山县留庄镇赵楼村实施了千亩稻田

文化公园建设，以地为纸、以稻为墨，先后用 5 种颜色的水

稻组合设计了“乡村振兴、红色确山、大鱼海棠、哪吒闹海”

等主题的稻田画和灯光秀，在千亩优质富硒稻田上打造集稻

田艺术、观光荷塘、稻草雕塑、民宿休闲、采摘美食为一体

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品牌。根据全县各镇（街道）需求，选

派126名师生围绕“乡村旅游、传统村落景观节点、民宿改造、

村史馆”等开展 48 个设计项目，包含室内外空间、森林公

园、景观设计、旧建筑改造等方向，最终 70 多套设计方案、

效果图、施工图等高质量设计成果免费交付确山县使用，有

效解决了乡村振兴中“规划难”的痛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传承与创新为题，针对稻乡源大米、竹沟镇新美

润香菇、小提琴特色产业等 20 余种农贸、特色商品量身定

做了品牌升级及企业地域特色形象方案，有效提升了品牌辨

识度和市场认同度，有力推动了现代乡村生态农业与文旅产

业的发展。

3.4 “法润确山”绘就法治建设新画卷
“法润确山”是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党委针对乡

村振兴中基层司法服务、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援助等力

量薄弱的现实困难，通过法务帮扶，探索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与社会公平发展新路径打造的党建品牌。学院发挥学科、专

家优势，立项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河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针对半导体产业园产品线前端“设计”、中后

端“封装测试”技术的研发和保护、专利申请等给予实质性

的指导。强化知识产权精准帮扶，以“商标兴企、商标富农、

商标强县”为目标加强宣讲培训，运用著作权、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行政、法律手段，对确山县“打铁花”等传统特色文

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再创作，挖掘文化产品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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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专利政策、法律手段帮助确

山县域夏枯草、艾草等中医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相关技术

专利申请，增强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能力。组织优秀学生社

团以及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对留守儿童开展法

治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3.5 “书香确山”铸造文化精神新家园
“书香确山”是图书馆党总支围绕破解乡村文化振兴

中“图书闲置”与“有阅读兴趣群众找不到书”等方面的实

际难题，以整合高校优质文化资源直接链接农户，积极开

拓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与发展新途径而打造的党建品牌。开

展“点单式”农家书屋建设，对接确山县莲花社区党支部，

选取了爱读书但不易获取图书的两个村的两家农户，根据农

户看书意向和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点单式”捐赠农技类、

文学类、畜牧养殖类、医疗保健类等图书期刊 600 余册，并

给予图书分类管理的相关培训和指导，送书入户并挂牌建设

两个“农家书屋”，打通了文化帮扶的“最后一公里”，开

启了基层乡村文化阅读活动的新篇章。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要用好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的讲话精

神，帮助确山县开展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已制作完成《确

山红色故事汇》电子书二期，同时作为学校丰富思政教育课

堂的红色文献电子馆藏资源，进一步开拓了校地资源共享、

联动育人的新路径。

3.6 “译宣确山”奏响文化传播新乐章
“译宣确山”是外国语学院党委助力破解企业发展中

对外贸易洽谈、跨境电商业务中面临的语言文字翻译实际难

题，以语言翻译工作为主，通过译出译入、译介译语、译释

译言等工作，准确客观生动地讲述确山故事、传播确山声音、

展示确山形象而打造的党建品牌。以《匠人立根红土地，匠

心铸就新产业》为题，重点围绕确山县红色文化、有代表性

的提琴产业、提琴制作师傅匠心精神拍摄制作视频宣传片，

并组建了一支含英、日、法、韩、俄等多语种的优秀翻译团队，

为宣传片制作提供 6 种语言字幕及配音，用于向海内外传播

红色文化、匠人精神、产销宣传等使用，促进了确山小提琴

产业与文化的国际传播。

学院还与多个小提琴制作企业签署实习实训协议，进

一步推动校企人才培养和资源共享合作，为学生翻译实践、

纪录片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电子商务等实训实践能

力提升奠定了基础。

3.7 “点亮繁星”开启艺术启蒙新旅程
“点亮繁星”乡村儿童服饰美育帮扶项目是学校党委

组织部助力解决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培养体系不完善等

儿童美育薄弱的实际情况，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以美术教

学和创作指导为主，通过趣味艺术课程提升乡村儿童艺术素

养而打造的公益帮扶党建品牌。建设了专门的美术公益教育

互联网平台和微信小程序，为乡村小学建设美术特色课程、

特色班级、特色小组提供线上、线下强有力的全方位支撑，

各类公益课程资源在平台上进行资源共享，让孩子们可以在

线学习绘画技巧，参加线上活动、参与课程反馈。构建了线

上星空教室，为同学们提供个人展示空间，记录个人成长及

展示个人作品。线下与当地小学联合建设“星空美育基地”，

以社团兴趣班的形式开设服饰美劳特色课程，并为同学们免

费提供课程材料、课程指导。

4 中原工学院党建结对帮扶的成效

除了利用学科专业优势积极打造学院党建帮扶品牌外，

学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每年开展组织帮扶、消费帮扶、智

力帮扶，建立“农家书屋”，关爱留守儿童，资助贫困大学

生等，连续 6 年在全省结对帮扶、定点帮扶工作成效评估中

等次为“好”；报送的《结对帮扶结硕果 校地赋能谱新篇》

入选 2024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并获二等奖；

“艺启确山”团队报送的《校企协同设计赋能乡村振兴育

人新模式》入选为 2024 年河南省教育评价改革优秀案例并

获二等奖；视觉传达系教师党支部以“艺启确山”为平台，

成立“产业升级帮扶小组”为确山县十余种农产品进行包装

设计，为竹沟镇小提琴特色产业进行品牌形象设计和策划宣

传，入选全省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

专项行动团队。2024 年，有关学校“校地”结对帮扶工作

的新闻报道共计 27 篇，分别刊登或转载在央广网、中国网、

河南日报、大河报、学习强国平台等媒体平台 [2]。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中原工学院党委将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指示精神，以聚

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着眼点，以党建引领发挥高校科技人

才优势，探索“社会需求式”教书育人理念，“实景实战式”

育人培养思路，在创新走出的行之有效、极具特色的“产、

学、研、用”符合社会需求的新路上勇于前行，为更好地担

当教育强国建设新使命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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