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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材料简述 

“创新‘两园交替、季节轮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任务（编号 1-2）共预设任务点 6 项，已完成 6项，完成率 100%。 

二、佐证材料 

1-2-1 进行系统调研，完善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两园交替、

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从 2019 级开始全面实施 

1-2-1-1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岗位核心能力调

研 

2019年，为完善“两园交替、季节轮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调研行业企业、单位、兄弟院校、往届毕业生；调研湖南隆平种业有

限公司、湖南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种子生产与销售企业；调研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农业科技学院、黑

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15 家开设本专业的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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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毕业生座谈会 

 

1-2-1-2 完成 1 篇高质量的专业调研报告，为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提供了依据 

  

图 2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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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完善 2019级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两园交替、季节轮

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思路，从 2019 级开始全面实施 

  

图 3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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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完成园艺技术、园林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等 3 个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岗位核心能力调研，撰写 3 篇高质量的专业调

研报告 

1-2-2-1 园艺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

岗位核心能力调研 

两专业校企合作教师团队完成行业企业、单位、兄弟院校、往届

毕业生的调研，在调研中积极探索“两园交替、季节轮换”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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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往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等地进行调研 

 

1-2-2-2 园林技术专业定位与岗位核心能力调研 

为进一步完善“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组

织专业教师分别到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湖南一建园林、江西环

境工程职业学院等企业、兄弟院校进行调研。 

 

图 5 前往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等地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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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完成 3 篇高质量的专业调研报告，为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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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园林技术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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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完成园艺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专业全面实施“两

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调研论证，从 2020 级开始全面

实施 

1-2-3-1 通过调研论证，完成园艺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专业“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从 2020 级开始全面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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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园艺技术和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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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完善园林技术专业参照实施“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

才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园林技术专业开始实施 

1-2-4-1 通过行业企业调研，完成园林技术专业“两园交替、

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 

  

图 8 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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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持续完善专业群“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

案，系统总结和推广实施经验 

1-2-5-1 持续完善、总结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专业群“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方案，园艺技术、

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继评为省级优秀。 

  

  

图 9 园林技术、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获省级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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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总结、分享专业群“两园交替、季节轮换”人才培养

模式做法和经验 

刘唐兴同志在中国现代种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暨首届现代种

业高峰论坛上做《国家“双高”计划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群成果》的

主题报告。湖南教育新闻网、中国农网、农民日报、三湘都市报、华

声在线等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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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家“双高”计划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群成果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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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在湖南现代农业职教集团，各选择高职和中职 2 所持续

推广，共同总结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1-2-6-1 两所高职院校推广及应用证明 

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推广人才培养模式经验，

不断完善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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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教学成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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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两所中职院校推广及应用证明 

在泸溪职中（中职）、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推广人才培养模

式经验，不断完善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图 12 在泸溪职中（中职）、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推广人才培养模式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