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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简述

探索在境外建设水稻研究中心和农业鲁班工坊，开展杂交水稻本土

化农业技术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扩大农业职教的国际影响（编号 10-2）

共预设任务点 5项，已完成 5项，完成率 100%。佐证材料包括合作协议、

新闻报道、培训证书、活动照片等，共计 13项。

二、佐证材料

10.2.1 探索在境外建设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菲律宾国家种业中心

等境外机构和院校开展杂交水稻推广项目研究

佐证材料对应的建设任务点：“探索在境外建设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与菲律宾国家种业中心等境外机构和院校开展杂交水稻推广项目研究，

努力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打造成农业鲁班工坊。”共计 3项。

10.2.1.1 与袁隆平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建立境外杂交水稻推广

中心

为了积极响应中国种业国际化战略，利用中国杂交水稻在全球的技

术领先地位，广泛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在

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应用。2021年 12月，学院与袁隆平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位于菲律宾的学院境外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中

心及协同创新中心。该项目旨在开展杂交水稻的本土化农业技术培训，

同时培养相关技术和技能人才，以促进杂交水稻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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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与袁隆平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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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境外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中心和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菲律宾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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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我院境外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中心的相关新闻报道

2021年 12 月，我院在国际合作框架下，与隆平高科强强联合，成

功在菲律宾种业中心建立了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中心及杂交水稻协同创新

中心（菲律宾研究基地），标志着我院在全球农业科技领域的影响力进一

步扩大。

图 3境外杂交水稻技术推广中心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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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学院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菲律宾研究基地)案例入选

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我院的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位于菲律宾的研究基地）案例，荣

获《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篇的认

可，展示了我院在全球教育合作与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就。这一

标志性成果不仅彰显了我院在推动国际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领先地

位，也突显了我院在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角色。通过与国际

伙伴的深入合作，我院成功将先进的杂交水稻技术推广至全球，为推动

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6

图 4 学院菲律宾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案例入选 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10.2.2 为相关国家培训本土化杂交水稻生产技术人员 230人次以上

佐证材料对应的建设任务点：“为相关国家培训本土化杂交水稻生产

技术人员 100人次以上”，共计 2项。

10.2.2.1 与湖南省隆平高科培训中心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2021年，本校与隆平高科培训中心签署了一项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推进合作协议。通过此协议，我们共同致力于建立水稻研究中心、农业

鲁班工坊及人才培养基地，旨在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技术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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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推进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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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2 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实施杂交水稻国际培

训项目，累计培训 121人次

本校近年来积极与隆平高科培训中心、海外院校及国际机构合作，

针对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泊尔等国的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杂交水稻生

产技术的国际化培训项目。这些培训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化技

术人才，至今已成功培训超过 120人。以下是与杂交水稻相关的培训详

情：

表 1：2019-2023年为相关国家开展杂交水稻国际化培训表

序号 国家、年度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

1 东帝汶（2019年）
东帝汶纳塔波纳农业职业学院水稻生

产和西瓜生产培训班
6人

2 巴基斯坦（2019年） 杂交水稻高产栽培及推广研修班 32人

3 尼泊尔（2019年） 尼泊尔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培训班 20人

4 菲律宾（2019年 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培训 59人

7 埃塞俄比亚（2023年）
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教师农作物

种植技术和畜牧技术培训
4人

总计： 121人



9

（1）东帝汶纳塔波纳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办学（6人）

在与东帝汶纳塔波纳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办学过程中，东帝汶纳塔波

纳农业职业学院的 6名学员通过参加水稻生产与西瓜生产学习，经考核

后获结业证书。

图 6 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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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巴基斯坦杂交水稻高产栽培及推广研修班（32人）

2019 年开设了巴基斯坦杂交水稻高产栽培及推广研修班，共有 32

名巴基斯坦学员参加。

图 7 2019年巴基斯坦杂交水稻高产栽培及推广研修班学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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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尼泊尔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培训班（20人）

2019年 9月开设了尼泊尔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培训班，共有 20名

尼泊尔学员参加。

图 8 尼泊尔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培训班学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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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菲律宾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日培训人员表（59人）

2019年开设了菲律宾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日培训班，共有 59名

菲律宾学员参加。

图 9 菲律宾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日培训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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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教师农作物种植技术和畜牧技术培训

2023年 11月 6日，埃塞俄比亚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四名教师完成

了来我校为期 11天的访学交流活动，参加了农作物种植技术和畜牧养殖

技术的学习，通过考核获得了结业证书。

图 12 埃塞俄比亚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四名教师来我校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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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埃塞俄比亚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四名教师结业证书

10.2.3 与埃塞俄比亚阿加法学院开展杂交水稻和沙漠稻栽培技术推

广

佐证材料对应的建设任务点：“与埃塞俄比亚阿加法学院开展杂交水

稻和沙漠稻栽培技术推广”，共计 1项。

10.2.3.1 与埃塞俄比亚阿加法学院开展杂交水稻和沙漠稻栽培技术

推广

2021 年，本校与隆平高科培训中心签署了一项国际合作与交 2023

年 10月，埃塞俄比亚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的教师团队访问了湖南生物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标志着两校在农业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迈出了重要

一步。此次访学期间，植物科技学院的专家团队为来宾提供了杂交水稻

栽培技术的现场教学与深入讲解，展示了我校在农业科技教育与实践中

的深厚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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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隆平高科的国际合作与培训平台，我校积极参与了杂交水稻品

种的国际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特别是针对高温地区的农业挑战，推广

了三个适应性强、对病虫害有良好抵抗力的杂交水稻品种：深两优 5814、

C两优 513、Y两优 1号。针对埃塞俄比亚特有的高温高湿、土壤沙性重、

保肥保水能力差等生产条件，我们采用了三项创新技术：多段施肥、旱

耕旱整旱直播以及“一封二控三补”的除草技术，这些技术有效控制了病

虫草害，实现了产量的 15%提升。

2023年，我校荣获“埃塞俄比亚国家职业标准开发项目立项建设单

位”的称号，这不仅是对我校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贡献的认可，也是对我

校在推动农业技术国际合作与技术传播方面成就的肯定。我们将继续致

力于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为全球农业技术的发展

与进步贡献力量。

图 14 为埃塞俄比亚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教师现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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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公布第一批“埃寒俄比亚国家职业标准开发项目立项建设单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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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在国外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右下图左起第三位为我校种子专业 2007级毕业

生王健，第五位为隆平高科黄大辉）

10.2.4 成立杂交水稻技术技能培养基地

佐证材料对应的建设任务点：“（4）成立杂交水稻技术技能培养基

地”，共计 5项。

为了加强国际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和人才培养，我们成立了“湖南超

级杂交水稻生产示范与人才培养基地”（简称北山基地），旨在将其建设

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杂交水稻生产人才培养中心。

10.2.4.1北山基地项目批复

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复，北山基地项目得以正式启动，标志着我

们在杂交水稻技术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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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北山基地批复文件

10.2.4.2 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和种子生产技术人才实训基地

我们着手建设两个专门的实训基地：一是面向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训

基地，二是针对种子生产与经营的国内外技术人才实训研习基地。这些

基地旨在提供实践操作与技术研习的平台，以提升技术人才的专业能力。

图 18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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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种子生产与经营海内外技术人才实训研习基地

图 20 学生实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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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3 国际化杂交水稻生产技术人员培训

依托北山基地，我们为来自相关国家的学员提供本土化杂交水稻生

产技术培训。这一举措旨在培养能够适应各自国家农业发展需求的技术

人员，推动杂交水稻技术的国际化发展。

表 2：2019-2023年杂交水稻技术技能培养基地培训内容

序号 国家、年度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

1 东帝汶（2019年）
东帝汶纳塔波纳农业职业学院水稻生产

和西瓜生产培训班
6人

2 巴基斯坦（2019年） 杂交水稻高产栽培及推广研修班 32人

3 尼泊尔（2019年） 尼泊尔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培训班 20人

4 菲律宾（2019年 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培训 59人

5 菲律宾（2021年） 雨季制种技术示范农田培训 30人

6 尼日利亚（2022年）
"一带一路"国家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首

期援外培训班
79人

7 埃塞俄比亚（2023年）
阿加法-阿特维特学院教师 农作物种

植技术和畜牧技术培训
4人

总计： 230人

10.2.4.4 国际学术交流：尼日利亚、西非几内亚、阿富汗留学生的

参观与学术汇报

2022年 10 月 9 日，北山基地迎来了来自尼日利亚、西非几内亚、

阿富汗等多国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的到访不仅加深了国际农业教育的交

流，也为基地增添了一份国际化的氛围。张建国主任热情欢迎了这批特

殊的访客，并由中南大学的罗老师主持了农业交流会。在此次交流会上，

各国留学生代表进行了学术汇报，分享了他们国家在农业发展上的经验

和挑战，促进了国际农业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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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外国留学生来北山基地进行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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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5 布基纳法索高级别农业官员的交流访问加深国际合作

2019年 3月，由安全副处长率领的布基纳法索高级别农业官员研修

班一行 15人访问了我们的学院。这次访问不仅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加强中非农业合作的关键一步。湖南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谭柱科长在座谈会上强调了学院

作为湖省农业人才培养基地的重要角色，并期望农业农村部能进一步支

持湖南农业职业教育的合作发展。此次交流访问旨在深化教育培训合作，

共同促进布基纳法索的农业发展，展现了我们学院在国际农业教育与合

作领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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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三湘都市报｜布基纳法索官员来湘“取经”农业发展新闻报道

10.2.5 参与制订沙漠杂交稻、海水稻等生产技术标准

佐证材料对应的建设任务点：“参与制订沙漠杂交稻、海水稻等生产

技术标准”，共计 2项。

10.2.5.1 制定《晶两优系列再生稻高产种植技术规程》提升农业技

术国际影响力

我校的刘登魁研究员主持制定了《晶两优系列再生稻高产种植技术

规程》，并于 2022年 12月正式颁布实施。这一技术规程的制定，不仅为

国内外的稻米生产提供了科学、系统的种植指导，也体现了我校在国际

农业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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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晶两优系列再生稻高产种植技术规程》

10.2.5.2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打造国际化的农业鲁班工坊

（1）成为鲁班工坊建设联盟观察员单位

我校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荣获鲁班工坊建设联盟观察员单位的身份，

这是我校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内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在国际农业

技术教育与交流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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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新增成员名单公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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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邀参加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

2020年 5月 10日至 12日，我校受邀参加了在天津市职业大学举办

的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我校对外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杨杨

同志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旨在共享鲁班工坊建设的经验和成果，共同

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我校的参与不仅展示了我们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的

积极姿态，也为我校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宝贵机遇。

图 25 受邀参加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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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活动和成就，我校在推动国际农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方面展现了积极的作用和国际化的视野，进一步加强了我校在全球农业

教育和技术交流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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