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形成的背景 

1.找准定位，投身到脱贫攻坚事业 

 项目第一完成人吕建炜同志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于兰州医学院，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药学院，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优

秀，托福成绩优秀。曾在 2008 年受学校派遣，在江苏扬子江药业集

团定岗学习，主要负责在东南亚开拓市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贸易经

验。2012 年 6 月，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选中，赴印度尼西亚八华学

校任教一年，期间对东南亚教育制度、语言文化、商业发展有了深入

的了解。 

回国后，从 2014 年开始，接触电子商务，寻找头破口。让甘肃

特色中医药走出国门，是一项系统艰巨的工程。需要政府政策指导、

企业投资兴办、人才队伍建设、特色中药产品包装、质量标准打造等。

经过调研，发现可以与正在实行的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对接，组建团

队后，让医学系师生亲自参与脱贫攻坚活动，熟悉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地理标志认证流程、电子商务应用等，为以后推动甘肃中医药特色产

品和服务境外销售打下坚实的基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吕建炜同志 2018 年被临夏州委、

临夏州人民政府授予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随后被选派参加助力东

乡县脱贫攻坚专家团，对口帮扶东乡县电商产业园，组建了专业团队，

与合作企业密切配合，投入到扶贫攻坚战斗。 



2.挖掘团队潜力，提供高职医学毕业生就业能力 

医学系师生在对口帮扶的和政县罗家集镇大滩村做了大量的健

康扶贫工作，收到了乡亲们的好评。也有美中不足，由于政策规定，

新开设的高职专科层次只能培养医学相关类人才，所以我们医学系也

只有护理、检验、助产、中药等专业，没有临床医疗专业，不能培养

临床医生，无法满足乡亲们看病治病的需求。但是医疗系师资力量，

在学院范围内首屈一指，年龄构成合理，知识结构良好，干劲十足，

完全可以发挥特长，经过院内培训，给扶贫对象带来电子商务基础知

识，帮助群众更多地了解电子商务，摆脱贫困。同时，可以及时掌握

毕业医学生的就业状况，帮助未就业医学生接受电商培训，开辟新的

就业推进，做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二、成果简介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医学系自 2015 年创办以来，着力培养“一专

多能”复合型人才，拓宽医学生就业途径。自 2017 年 7 月起，以口

腔健康扶贫为切入点，着重挖掘特色产业潜力，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给政府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为提升高职医学生就业能力做出了许多

的尝试和探索。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凝心聚力，在扶贫攻坚战锤炼了党性。九人团队中六人为

中共党员，由于表现出色，2020 年 12 月医学系党支部被中共甘肃省

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评为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样板党支部”创建单位。 

第二、顺利实施“扶贫助弱，健康口腔—甘肃临夏州少数民族全



生命周期口腔健康扶贫示范项目”。直接受益人群达 2100 人，主要为

临夏州内普通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孕产妇及贫困无牙颌老人

等弱势人群，间接受益人群达上万余人。 

第三、走出甘肃，为毕业生省外就业探索出路。2017 年 12 月开

始，吕建炜同志作为技术负责人，先后四次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

县，对甘肃籍企业家创办的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帮

扶，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进行规划设计与人才培养，帮助公司顺利实

施西藏隆子县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县项目。该项目资金共计 1500 万，

目前已经顺利通过国家商务部、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绩效考核，上交利

税 136 万，解决了 20 名甘肃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第四、对甘肃识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全方位帮扶，帮助

其成为以后跨境销售甘肃特色中医药产品与服务的龙头企业。合作期

间，团队提交了四份调研报告，分别是东乡县“东乡手抓羊肉”品牌

培育调研报告、广河县电商发展现状调研报告、甘肃省跨境电商五年

发展调研报告。为企业量身定做了四套策划方案，分别是广河县“广

味优品”网红策划方案、康乐县“食用菌”电商品牌培育方案、广河

县跨境电商设计方案、临夏县农特产品质量溯源平台建设规划方案。

这些调研报告的采纳和策划方案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第五、为广河县政府提供智力支持。2020 年 6 月，团队主持起

草的《广河县 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升级版项目》申报

材料，通过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的联合评审，从 19 个候



选县（市）中脱颖而出，在最终确定的七个县中广河县名列第四。 

第六、为实施跨境电商储备人才。2019 年 9 月-2021 年 6 月，顺

利完成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面向

“三区三州”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索研究，该子项目以临夏现代职业

学院在校高职生、电商企业从业人员、自主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实施

“金字塔形”人才培养筛选模式，通过潜在人群培训（200 人次）、

普及培训（100 人次）、基础培训（50 人次）、提高培训（30 人次）、

实战培训（10 人次），最后为企业遴选出 10 名跨境电商储备人才。 

第七、推进地方农产品标准化建设。2021 年 7 月成功申报甘肃

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跨境电商产品溯源

建设探索研究---以临夏县农产品为例。该项目在于引导学生主动挖

掘“三区三州”的农特产品的特色优势，通过系统的参与在建项目，

培养出适应“三区三州” 跨境电商发展需要的高职毕业生，提升就

业能力。 

第八、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成果形成期间，第一完

成人发表论文五篇，其中国家核心期刊论文一篇---《PBL 在成人高

等教育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评价》。省级期刊论文四篇，分别是《东

乡县电子商务现状及线上发展对策》、《Ⅰ型超敏反应的教学设计》、

《曲昔匹特四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效果评价》、《面向“三区三州”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索研究》。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了医学毕业生就业时定位不准的问题 

  采用“对定位、调方向、拓就业、强特色”的指导思路。职业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稳定就业。如果想在兰州、白银等地就业，就

必须与当地生源展开同质竞争，我院毕业生处于下风，所以一定要找

对自己的定位，将就业的目光从城市调整到农村。“三区三州”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往往使经济较发达的毕业生

望而却步。我院医学毕业生，对工资待遇期望较高，看重职业发展前

景，吃苦耐劳，熟悉民情，能够在艰苦地方扎根。具备医药卫生知识

的未就业医学毕业生，通过接受跨境电商培训，有可能成为开拓甘肃

特色中医药产品与服务跨境销售的主力军。 

2.解决了长期忽视医学毕业生毕业后跟踪服务的问题 

职业教育不是学生毕业就万事大吉，还要关注他们的就业状况，

关心他们持续就业能力。通过在农村的扶贫实践，及时跟踪毕业生，

帮助未就业毕业生接收电商培训，达到就业目的，同时鼓励新就业毕

业生带动周围群众从事农特产品的电商销售，增加收入，提升群众整

体素质。 

3.解决了反哺教学的路径不多，不能满足产教融合发展的问题 

将扶贫攻坚作为沟通桥梁，与群众和基层医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

系，获取第一手实践资料，撰写科研教学论文，反推课堂教学质量上

台阶。通过培养跨境电商人才，满足企业的产业发展需要。 

四、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走出甘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教育，扶贫团队来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隆子县，亲自参加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克服了重重

困难，圆满完成任务，极大地增强了团队战胜困难的勇气，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 

2.实地研学，熟悉电子商务的全流程 

组织医学系学生、电商企业从业人员、自主创业者深入到东乡县

美食苑、东乡县青年电商产业孵化园、甘肃耀康医药有限公司仓储物

流中心、广河县电商产业园，通过合作企业技术人员系统讲解，学生

零距离接触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项目”，系统学习了

特色资源的挖掘整理、品牌培育、商标注册，熟悉了智慧物流平台的

搭建、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让学生自己主动找到实现甘肃特色

中医药产品与服务跨境销售的短板，明确今后努力学习的方向。 

3.产教融合，医学系师生参与在建项目 

我们团队选择一批优秀学生充实到团队中，让学生承担任务，网

上查找资料，假期实地调研，然后将资料分类归纳整理，形成书面报

告。我们团队在对这些书面报告认真修改，逐一点评，帮助学生提高

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了“教中学，学中教”的目的。团队成员在此基

础上，补充资料，最终形成调研报告和策划方案，供当地政府和合作

企业参考，为将来系统整理甘肃特色中医药资源资料打下坚实的基

础。 

五、成果的创新点 



1.服务地域创新 

走出甘肃，走到祖国的西南边陲。高职毕业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与知识技能，在条件艰苦的边疆地区工作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

团队通过异地技术帮扶，支持甘肃的人力、资本有序流动到价值洼地，

既让资源优化配置，还能促进高职毕业生就业。 

2.培训对象创新 

培养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在校的医学系学生，还可以包括已毕业学

生、电商企业从业人员、新型农民、自主创业者等。扶贫攻坚是一项

全产业链参与的系统工程，例如将来实现康乐食用菌的跨境销售，食

用菌的规范种植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成果中含有对康乐县致富带

头人的针对性培训，为以后我院农林专业学生就业开辟了新途径。 

3.实践内容创新 

扶贫实践内容不仅限于健康扶贫，更是延伸到电商扶贫。学生实

践活动不再只是看企业如何做，而是参与在建项目，接受企业的绩效

考评，找到自己的缺点和短板。该成果将健康扶贫实践与跨境电商人

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全面提升高职医学生就业能力做出了有益

的探索。 

4.人才培养时效性创新 

人才培养走在了产业发展的前面。团队 2017 年刚开始提出培养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计划时，甘肃的跨境电商也刚刚起步。我们团队在

认真研读相关扶持政策时，发现广河县商贸发达，提出的“广河模式”、

“前店+后厂”、“直播带货+扶贫车间”等概念，被甘肃省商务厅充分



肯定，那么我们研判，下一个跨境电商关注重点将是广河。但是严酷

的事实是跨境电商人才极度匮乏。我们团队给当地企业算了一笔账，

短期内可以聘请外省高水平团队操盘，但是必须割让客观的利润，从

中长期来看，一旦外省团队垄断我省跨境电商市场，当地企业就很难

翻身。凭借团队在西藏隆子县出色的规划设计，最终说服企业，联合

申请甘肃省教育厅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获批，于 2019 年 9 月

开实行基于校企合作，面向“三区三州”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索。在

该研究项目即将进入尾声时，甘肃省商务厅针对广河县开展跨境电商

的政策落地。合作企业凭借提前起步的优势，一举中标，两年的准备

终于有了回报。团队没有懈怠，又马不停蹄地给企业规划方案，希望

早日实现自主跨境电商平台运行，进而推动特色中医药产品与服务境

外销售。 

六、推广应用价值 

1. 口腔健康扶贫效果明显 

直接受益人群达 2100 人，主要为临夏州内普通儿童、留守儿童、

孤残儿童、孕产妇及贫困无牙颌老人等弱势人群。发放各类口腔保健

知识宣传手册、彩页 2500 余份，间接受益人群达上万余人。 

2. 当好政府、企业的科技顾问 

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帮助广河县政府组织申请资料，通过省级主

管部门的，从 19 个候选县（市）以第四名的成绩争取到了 2000 万元

的电商扶持项目。团队向合作企业提交了东乡县“东乡手抓羊肉”品



牌培育等四份调研报告，量身定做了临夏县农特产品质量溯源平台建

设规划等四套策划方案。 

3.系统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以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在校高职生、电商企业从业人员、自主创业

者、农村致富带头人为研究对象，实施“金字塔形”人才培养筛选模

式，通过潜在人群培训 200 人次、普及培训 100 人次、基础培训 50

人次、提高培训 30 人次、实战培训 10 人次，历时两年，为企业培养

出 10 名跨境电商储备人才。 

4.开拓医学毕业生就业途径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医学系 2015 年创建以来，毕业生共 2097 人，就业

学生 1852 人，就业率达 88.3%。在脱贫攻坚中，跟踪服务多名未就

业高职医学毕业生，经过帮扶，介绍到合作企业工作，不仅解决了个

人就业，还能带动周围群众就业，做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5.深化产教融合 

实施“校企合作”策略，通过参与企业实践活动，总结出起草企

划方案的通用流程，用学习到的新知识、新理论指导企业实践。企业

通过产教融合，增强了企业自身技术竞争力、扩大了企业知名度、做

好了人才储备，职业学院也可以将企业实际活动移至课堂教学，学习

企业的绩效考核 KPI，帮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环境，提高学生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