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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人才素质至关重要。从社会责任视角探讨乡村振兴人才素质要求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以中国石油“油苗计划”为例，该计划由集团公司牵头，针对新疆帮扶地区高考毕业生，联合克拉

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培训。通过理论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方式，培养油气储运等专业人才。分

析发现该计划在满足地方技能人才需求、促进教育公平与就业机会均等、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体现

了社会责任。基于此，总结出乡村振兴人才应具备专业技能、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养等素质。同时，为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及社会责任履行提出了启示与建议，强调产教融合的重要性，为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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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ucial perio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quality of talents is crucial. Discussing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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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Oil Seedling Plan” of China Petroleum as an example, 
which is initiated by the group company and aims at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Xinjiang assisted areas. 
It carries out a cooperative training program with Karama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By com-
bining theoretical learning with internships, the plan cultivates professionals in oil and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plan demonstrat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meeting the local 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dvanc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summarize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should possess professional skills, a sense of corporate social re-
sponsi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raining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offers references for the cul-
tiv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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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关乎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

程以及广大农民的福祉。它涵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个维度，

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人才是核心要素和关键

支撑。 
然而，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现状。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

人才储备匮乏，在农业科技、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领域缺乏专业人才引领发展。另一方面，

乡村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展机会有限、教育和医疗资源不足

等，难以满足人才的发展需求[1]。 
从社会责任角度研究乡村振兴人才素质要求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乡村振兴中，企业可以通过培养和输送符合乡村发展需求的人才，为乡

村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乡村人才短缺问题，还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美誉度。 
学界对于乡村振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民营企业与多主体协同创造新业态新产业模式参与乡村振

兴践行路径[2]。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调节下形成劳务合作、股份合作等多模式村企合作促进乡村生产要

素提升，转变农村原有的发展格局[3]。也有学者以山东农担切入探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创造企业社

会责任的共生机制[4]。李世杰和刘倩通过华侨城的纵向案例分析探究央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其社会责任

的敏捷治理的运行机制[5]。然而学界鲜有研究社会责任与乡村振兴人才素质培养之间的关联。 
中国石油“油苗计划”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该计划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针对集

团公司定点帮扶的新疆地区，结合当地天然气终端业务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开展校企合作培养人才。

它体现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理念。通过对“油苗计划”的深入研

究，可以为其他企业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4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生生，任惠宁 
 

 

DOI: 10.12677/ass.2025.141046 348 社会科学前沿 
 

1.2.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论文旨在剖析符合社会责任的乡村振兴人才素质结构。通过对社会责任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研究，结合实际案例，探讨乡村振兴人才应具备的专业技能、社会责任感以及综合素养等方面的素质

要求。同时，通过案例分析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包括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

方面的经验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文献研究法主要用于梳理社会

责任、乡村振兴以及人才素质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为论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查阅大量的学

术文献、政策文件以及行业报告，了解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案例分析法则以中国

石油“油苗计划”为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该计划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责任以及培养出的人才

素质特点。通过对案例的详细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实践指导。这两种方法相

互结合，能够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半结构化访谈法通过对计划受益者、实施者、当地政府官员

等涉及群体进行访谈，可以深入了解“油苗计划”的多个维度，进而了解该计划的实际效果和影响。 

2. 社会责任视角下乡村振兴人才素质要求的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一个组织或个体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涵盖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等多个层面

[6]。从经济责任角度看，企业或个人应通过合法经营和生产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它要求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关注对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的责任以及其对经济环境的

影响。比如是否为员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公平的薪酬和福利来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政府，是否按

照法律规定依法纳税，遵守国家的各项经济法律法规等通过负责任的经济行为，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还能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7]。法律责任是指个人或组织在国家法律体系内必须

承担的具有强制性、明确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定义务，它要求行为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若违

反这些规定，无论故意或过失，都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或刑

事处罚[8]。道德责任它则要求个体和组织不仅仅遵守法律，还要在更高的道德层面上行事，强调在行为

和决策过程中遵循道德准则，关心社会福祉和他人利益。通过承担道德责任，个体和组织能够建立起良

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慈善责任体现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社会责任的外延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环境保护、

教育支持、社区发展等[9]。 

2.1.2.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指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实现农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农民生活等方面

的全面提升和发展。其内涵包括产业兴旺，即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农村产业

的经济效益[10]；生态宜居，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乡风文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和淳朴民风；治理有效，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生活富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乡村振兴的外延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战略[11]。 

2.1.3. 人才素质 
人才素质是指人才在知识、技能、能力、品德等方面所具备的综合素养。知识素质包括专业知识和

基础知识，是人才从事特定工作的理论基础。技能素质是指人才在实际操作和工作过程中所具备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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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巧，如农业技术技能、工程技术技能等。能力素质涵盖了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等，是人才在复杂环境中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品德素质则强调人才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

如诚实守信、责任感强等。人才素质的外延体现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和标准[12]。 

2.2. 社会责任与乡村振兴人才素质的关系 

2.2.1. 社会责任引导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方向 
社会责任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首先，从经济责任层面看，乡村振兴需要大量能够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的人才。企业和社会应注重培养具有农业科技知识、农村电商运营能力、乡村旅游开发技

能等的人才，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例如，培养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人才，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财富。也应鼓励人才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产业升级，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教授基础经济学知识，帮助人才理解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为乡村人才提

供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学习的平台，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13]。当然，也要培养人才对可持续

发展的认识，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强化对本地文化和资源的认同感，鼓励人才为家乡的发

展贡献力量。其次，法律责任要求培养的人才要熟知农业相关法律法规，在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过

程中依法行事。如在农村土地流转、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需要专业人才确保合法合规操作，除此之

外，也需要具备保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能力。例如，农民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过程中，需要了解

如何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再者，道德责任促使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社会责任

感的人才。教育人才理解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责任，使他们认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在乡村振兴中，人才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境，比如处理乡村社区

内部的矛盾、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提升人才的道德判断和决策能力，有助于他们在这些

情境中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慈善责任引导培养愿意为农村弱势

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人才，如为贫困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为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提供关爱和支持。

除此之外，通过组织和管理各类公益活动，如环境清洁、文化传承、教育支持等，不仅能够提升乡村人

才自身的组织能力，还能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2.2.2. 人才素质提升促进社会责任履行 
人才素质提升后对社会责任履行具有促进作用。具有较高知识素质的人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

会责任的内涵和要求，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准确地履行社会责任。例如，掌握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可

以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技能素质高

的人才能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如具有农村电商运营技能的人才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将农村特色产品推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履行经济责任。能力素质强的人才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可以开发出新的农村产业模式，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具有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人才可以更好地协调各方资源，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品德素质好的

人才能够以身作则，引导他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履行道德责任。总之，人

才素质提升与社会责任履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3. 中国石油“油苗计划”案例分析 

3.1. “油苗计划”概述 

中国石油“油苗计划”是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的背景

下发起的。其期望达成的目标主要包括为新疆天然气终端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职业技能实操人才，满足

专业技术人才用工需求，同时提升帮扶地区人才的就业技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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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主要实施主体包括集团公司、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以及相关合作单位。集团公司统一牵

头部署，承担着组织协调和资源保障的职责，如承担定向班学生的学费，并设立奖学金。克拉玛依职业

技术学院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依托新疆帮扶 6 县的项目对口管理单位进行招生宣讲和学生录取等工作。

相关合作单位如国昆广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则负责安排学生上岗实习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工

作。 
培训对象为集团公司定点帮扶新疆地区尼勒克县、察布查尔县、托里县、巴里坤县、青河县、吉木

乃县具有本地区户籍且参加 2022 年高考的高三年级毕业生。培训内容涵盖了油气储运、石油工程、机电

设备等主要方向，开设了油气储运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等 8 个专业。培训方式采用“2 + 1”培养模

式，即第一、二学年在校上课，第三学年进入企业上岗实习。 

3.2. 人才素质培养体现的社会责任 

3.2.1. 满足地方技能人才需求方面的责任体现 
“油苗计划”紧密结合新疆天然气终端业务在当地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技能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

培训专业和课程内容。通过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培养出熟悉油气储运、石油工程、机电设备

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为新疆地区天然气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人力支持。这种精准对接地方产业

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体现了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当。 

3.2.2. 促进教育公平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的责任体现 
该计划针对帮扶地区的高考毕业生，为他们提供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和获得稳定就业的机会。这些

地区往往经济相对落后，教育资源有限，学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困境。“油苗计划”打破了地域

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使更多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并且在毕业后能够实现 100%就业。

这不仅促进了教育公平，也为学生提供了平等的就业机会，体现了企业对社会责任中公平和机会均等原

则的重视。 

3.2.3.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责任体现 
培养出的人才在掌握专业技能后，将回到家乡或在当地就业，为乡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他们可以

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参与到当地的天然气产业、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发展中。例如，在天然气产业中，

他们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工艺流程；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他们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促进

农业机械化、信息化。这些人才的回归和贡献，将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进

而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企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支持和社会责任的履行。 

3.3. 基于“油苗计划”的乡村振兴人才素质特点 

3.3.1. 专业技能素质 
学员在“油苗计划”中对油气储运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好的掌握。在课程学习期间，通过系统的

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学员熟悉了油气储运技术的工艺流程、设备操作原理等核心知识。例如，在油气

储运技术专业中，学员掌握了油气管道输送的基本原理、泵站的运行和维护等技能。同时，该计划也注

重培养学员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设置一些创新性课程和实践项目，鼓励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提出新的想

法和解决方案。如在城市燃气工程技术专业中，学员尝试对燃气管道的铺设方式进行优化，以提高铺设

效率和安全性。 

3.3.2. 社会责任感素质 
学员在培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家乡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意识。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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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校和企业通过宣传家乡的发展需求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使学员了解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另一

方面，在实习和就业过程中，学员亲身体验到家乡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需求，进一步激发了他们为家乡发

展贡献力量的决心。例如，一些学员在实习期间积极参与当地天然气企业的生产改进工作，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3.3.3. 综合素养 
在文化素养方面，学员在学校学习期间通过文化课程的学习和文化活动的参与，提高了自身的文化

知识水平和审美能力。在道德品质方面，学校注重培养学员的诚实守信、责任感强等道德品质，通过道

德教育课程和榜样示范等方式，使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方面，学员在实践项

目和实习工作中，通过与同学、老师和企业员工的合作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例

如，在一些实践项目中，学员需要分组完成任务，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协作，最终完成项目目标，

这一过程有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5]。 

4. 乡村振兴人才素质要求的启示与建议 

4.1. 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4.1.1.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优势和借鉴价值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具有显著优势和借鉴价值。通过企业与学校紧密合

作，能够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真实的生产场景和实践案例，使学

生所学知识更贴近实际工作需求。例如，在“油苗计划”中，中国石油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企

业根据自身产业发展需求，为学院设置相关专业课程，确保培养出的人才符合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同时，

学校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教育与

产业脱节的局面，为乡村振兴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4.1.2. 针对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培训的关键作用 
针对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培训对提升乡村振兴人才素质至关重要。针对性培训能够根据乡村振兴不

同领域的需求，如农业科技、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定制不同的培训内容和课程体系。例如，针对农村

电商人才需求，设置电子商务运营、网络营销等课程。系统性培训则强调从基础知识到专业技能的全面

培养，确保人才具备扎实的知识和技能体系。持续性培训可以使人才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适应乡村振

兴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在“油苗计划”中，学生通过三年的持续性学习和实践，从理论知识学习到上

岗实习，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4.2. 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建议 

4.2.1. 企业角度 
企业应进一步强化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社会责任。首先，加大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

包括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资金方面，可以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贫困地区学生接受教育；人

力方面，可以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授课和指导实践。其次，优化培训资源配置，根据乡村振兴

不同领域的需求，合理安排培训设施、教材等资源。例如，针对农业科技人才培养，配备先进的农业实

验设备和相关教材。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其他企业、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工作，扩大社会责任的履行范围。 

4.2.2. 政府和社会角度 
政府和社会应建立协同支持机制，共同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政府应出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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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如制定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参与人才培养的学校和企业一

定的财政补贴等。资金支持也是关键，政府可以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学

生接受教育、改善学校教学设施等。社会舆论宣传同样重要，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社会对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鼓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作中来。 

5. 结论 

本研究从社会责任的视角探讨了乡村振兴人才素质的要求，强调了专业技能、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

养的重要性。专业技能需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的需求，社会责任感激励人才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而综合素

养则确保人才能够全面适应乡村工作环境。研究以“油苗计划”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整合中国石油集

团、职业院校及相关企业的资源，采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模式，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感的

人才，该计划在满足地方人才需求、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尽管如此，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主要在于以单一的“油苗计划”案例进行分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案例范围，综合分析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探讨不

同模式下提升人才素质的策略，并建立科学的评估方法，以提供更全面、更具指导性的理论支持，进一

步促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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