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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和专业见习规范与考核手册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制定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植物科技学院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规

范与考核手册 1 份，完成绩效指标。 

表 1 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和专业见习规范与考核手册完成情况表 

序号 规范手册名称 完成时间 

1 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规范与考核手册 2021年 3月 

 

2.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规范与考核手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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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物科技学院专业群思政课程基地实践规范与考核手册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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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数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积极落实职教改革政策，制定园艺技术、园林技术、休闲农业、种子生产与

经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线上线下结合）4 个，探索全日制高素质农民培养、走

班制等教学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完成绩效指标。 

表 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数完成情况表 

序号 专业 实施年级 

1 园艺技术 2020级 

2 园林技术 2020级 

3 休闲农业 2020级 

4 种子生产与经营 2020级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总结 

（1）人才培养改革小结 1——园艺技术专业 

2019 年，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的有关要

求，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统筹做好计划安排、考试组织、招生录取、教育教

学、就业服务及政策保障工作，确保稳定有序、高质量完成扩招工作任务。按照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我校从 2019 年开始招收社会生源考生，其中

园艺技术专业分别于 2019 年、2022 年、2023 年招收学生 26 人、35 人、58 人，

共计 119 人。 

①招生考试 

学校对报考考生的身份进行了严格的核查，且根据考生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

验等，采取分类别、分模块、分形式的招生评价手段，将“专业基础+专业实践”、

“工作经历+工作能力”等模块组合纳入考试范围，形成可选择、可量化、可执

行的招生录取方案。同时，考虑到部分报考考生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开通了线

上报名与缴费通道，同时安排教师去现场办理注册手续。具体的招生录取工作则

参考学校单独招生的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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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注册现场 

②教育教学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厅函〔2019〕20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从弹性学制、培养目标、课

程内容、实践内容、课程设置、课程体系、培养方式、学时（学分）分配、考核

评价、学分认证（积累、转换）等方面入手，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分类制订人才

培养方案，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园艺技术扩招班人才培养方案是在已有本专业人

才培养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实地调研与考查以及结合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以及对

人才的要求分析，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论证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符合高职扩招对

人才培养的需求。为了更契合生产需求，课程体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保留基础课程的前提下，增加了农业物联网、无土栽培、生态农业、农业企业

经营管理等专业课程。 

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学生在 3-6 学年内，按要求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

学生采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理论课时和部分实践课

时要求学生自主完成，线下实施工学交替、送教下乡等，每学年安排学生进行集

中学习，确保授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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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园艺技术专业（扩招班）人才培养方案截图 

以《果树生产技术》课程的授课为例，该课程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教

师在教学时，采用智慧职教平台提前将相关课件、视频、文档、动画、微课等资

源上传到课程资源库，学生可灵活利用时间自主学习；同时，学生也可通过与园

艺技术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的课程、国家精品共享课程、在线开放课程等进行对

应与匹配，学生在指定平台的学习成绩可直接认定。对于比较集中的重点、难点

知识与技能则采取微信、QQ 群等方式及时交流指导或线下集中教学、送教下乡

等方式加以解决。 

 

 图 4 线上教学（园艺技术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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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线上教学（微信、QQ 群交流指导） 

  

图 6 线下集中教学 

  

图 7 送教下乡（左：果树修剪；右：漂浮育苗） 

推行过程性考核。对于不同类别的课程，其成绩采取由过程考核成绩与综合

水平测试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并加大过程性成绩和技能成绩的权重。学生通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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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终端随时随地交互学习，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大数据功能，查看学生的

学习轨迹（如学习时长、学习进度、活动参与、资源查看等），实现教学过程的

可测度和可量化。 

③人才培养 

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求学生跟全日制在

校生一样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理解国家开展高职扩招对提高劳动人

口素质和保民生、保就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搭建“学校—系（院）—班级”多级心理健康教育和防护网络，实现学生顺

利完成从“社会人”到“在校生”的身份和角色转变；积极与学生交流和分析其

职业生涯中发现和存在的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

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社会适应性。 

推进“分层次、多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同一专业群的专业推行课程互选，

学生可根据个人意向自由选择专业拓展内容。本专业学生在第四学期、第五学期

可自由选择相关专业的课程或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来满足学分要求。 

把好人才培养“严”出口。对于长时间没有参加学习或考试的学生，缺勤次

数超过 1/3 的学生不允许参加本课程的期末考试；本学期内没有修完一半学分任

务的学生要提出书面警告，一学年内没有修完一半学分的学生将按退学制度予以

退学。通过设立学习的红线，以督促学生认真进行课程学习和考核，及时完成学

业学习。 

④就业指导 

书证融通，搭建就业高起点平台。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

接，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积极引导新增生源参与“1+X” 证

书制度试点，鼓励高校学生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

设施蔬菜生产是本专业目前唯一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

贯彻“1+X”考证的要点，满足学习者、行企、社会的需求，助力学习者优质就

业、行企高效招工、社会资源最优分配。 

鼓励创新创业。扩招学生群体年龄结构相对成熟，对于创业所需要的社会经

验、人脉资源、资金支持也相对较多，也更能承担相对大的创业风险。学校要加

强创新创业的培养力度，做好创新创业的服务管理，实现学生的“创业式就业”。  

⑤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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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园艺技术省级优秀专业教学团队和全省园艺类教师专业教学水平认证

基地，组建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专业教师团队，由 18 名专任教师、6 名兼职教

师组成，其中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以上者 10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8 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 4 人。专业教师数量和质量满足专业教学要求，行业兼职教师数量充

足，“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100%。 

深化产教融合。与隆平高科、都市花乡、湖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

繁育中心等共建实训基地，可以满足设施蔬菜、大棚果树、温室花卉等种苗繁育、

生产管理、产品营销、技术服务等实践内容。2012 年，学院投资 6000 万在长沙

县北山镇打造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占地面积约 370 亩，建有超级杂交水稻生产

与示范、藤本植物研究与生产、植保无人机防控、设施园艺生产与实训等中心，

并配备有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绿色飞防等设备，已于 2021 年投入使用，

可以同时承担近 200 人的实践教学任务。 

 

 图 8 园艺技术专业学生在北山基地实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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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改革小结 2——园林技术专业 

 

图 9 园林技术专业（扩招班）人才培养方案截图 

①招生考试 

园林技术 20387 班作为高职扩招以来我院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其招生录取严

格按照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要求执行，对招生学生身份进行了严格核查，

学生的入学工作参考学校单独招生的形式，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通了线上

报到与缴费的通道，解决了部分学生无法达到现场的问题。根据其教育经历和工

作经验进行分类别、分模块、分形式的招生评价手段，将“专业基础+专业实践”、

“工作经历+工作能力”等多模块组合纳入考试范围，形成可选择、可量化、可

执行的招生录取方案。 

②教育教学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厅函〔2019〕20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专业、学生实际情况，从弹性学

制、培养方式、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实践内容、考核评

价等入手，分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设置课程体系。 

园林技术扩招班人才培养方案是在已有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上，结合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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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实际情况，通过现场实地调研与考查以及结合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以及对人

才的要求分析，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论证后制定，课程体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

适当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符合高职扩招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学生在 3-6 学年内，按要求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

学生采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理论课时和部分实践课

时要求学生自主完成，线下实施工学交替等培养方式，每学年安排学员进行集中

学习，确保授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③人才培养 

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求学生跟全日制在

校生一样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理解国家开展高职扩招对提高劳动人

口素质和保民生、保就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搭建“学校—系（院）—班级”多级心理健康教育和防护网络，实现学生顺

利完成从“社会人”到“在校生”的身份和角色转变；积极与学生交流和分析其

职业生涯中发现和存在的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

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社会适应性。 

把好人才培养“严”出口。对于长时间没有参加学习或考试的学生，缺勤次

数超过 1/3 的学生不允许参加本课程的期末考试；本学期内没有修完一半学分任

务的学生要提出书面警告，一学年内没有修完一半学分的学生要采取退学的制度。

通过设立学习的红线，以督促学生认真进行课程学习和考核，及时完成学业学习。 

④教学实施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

方法，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充分发挥教学名师、企业名匠及身怀绝技绝艺的教

师特长，一门课程由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分工协作，按照“高端技术技能岗位训

练模块召集高水平教师”的思路组建课程教学团队，开展“柔性岗位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全面推行基于职教云、MOOC 学院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在智慧教室

“翻转课堂”、“即扫即学”，实现线上线下无障碍融通教学。继续开办教师信

息化教学技能竞赛，提升教师信息化协作教学能力和水平。推行因材施教、因需

施教；鼓励大胆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落实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思政育

人理念；落实实践育人主线，坚持学中做、做中学，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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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等多种育人方法，达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服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⑤典型课程教学小结 

2021 年秋季学期，宋志强老师担任园林 20387 班的《园林工程施工》课程

主讲老师。课程教学内容以岗位技能为核心，即土方、园路、砌体、假山、水景

和种植工程施工。 

 

图 10 职教云教学 

教学形式为“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即现在线上进行理论教学，通过腾

讯课堂开展线上直播教学，在职教云、QQ 群、微信等开展线上辅导。 

  

图 11 微信、QQ 群交流指导 

随后在集中返校教学期间进行实践教学课时，在园林工程实训中心进行实操

训练。通过现场操作强化训练，学生们熟悉了施工流程，掌握了园林现场施工的

工艺和做法，能够按质按量地完成园路、花坛、木作、水景等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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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线下集中教学 

（3）人才培养改革小结 3——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充分

发挥乡村资源、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

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业。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卫生、

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2020 年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从原有的

重旅游转换为重农业，2020 年中央一号文指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

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 

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已成为促进我国一二三产业增效、增收、生态可持续的重

要产业。休闲农业专业是我校省级特色专业、教学改革示范专业，拥有中央财政

支持的教学实训基地和湖南省休闲农业研究院，与海南龙泉集团、长沙锦绣江南

生态有限公司、阳雀湖农业有限公司等 35 家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如今，我国正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人们对知识的吸收、传递、转化的途径也越来

越快，传统的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产业新的发展，无法满足当代人民对于美好生

活向往的愿望。休闲农业顺应国家职业教育的要求，紧跟乡村振兴的步伐，在人

才培养教学模式上不断探索与实践，并以此为休闲农业契机推动其他专业的教育

教学改革实践，促进了学校更快、更好发展。 

①密切关注行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休闲农业专业职业岗位技能要求，按照“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

的整体原则，重点对接我省休闲农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围绕高素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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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培养的总目标，组织教研室老师对我省休闲农业企事业单位开展充分调

研，形成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1 份；并邀请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

长沙市休闲农业协会、长沙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等知名专家现场论证，优化人才培

养方案。 

  

图 13 教师下企业开展调研 

②“工学结合”，开发模块化、项目化的课程体系，进行课程重构 

理论教学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将原有课程进行整合，压缩理论课时

占比；按照“工学结合”的原则，遵循园艺作物季节性生产的特点，按照园艺产

业产前（种苗繁育）、产中（栽培管理）、产后（加工销售）的产业链顺序，校

企合作开发以模块化、项目化教学为主的课程体系，依托通识教育平台、专业技

术平台和岗位实践平台，实现公共基础技能、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核心技能、专

业拓展技能、职业技能的阶梯式发展。 

 

图 14 休闲农业专业课题体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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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强校企合作建设，探索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通过调研，完善“三边联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内实

训基地和企业实训中心进行轮流实训，第 5-6 学期以准员工的身份到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标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图 15“三边联动”的校企交互人才培养模式    图 16 “5＋3＋2”的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 

现代学徒制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育人责任，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培养人

才，而不再是简单的参与。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各有特点、相辅相成。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有别于学校其他普通的人才培养，也不同于传统的企业用工，具

体实施需要企业、学校教务、督导等部门的联动和柔性化教学管理，形成制度保

障。首先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试点专业与合作企业联合进行专业调研论

证，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职业精神培养，增强

人才培养针对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与合作企业相关岗位（群）相匹配的

专业技术知识和岗位操作技能，既有扎实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又有良好的职

业精神，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职业针对性、个体发展性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④构建“三课堂融合、多维度培养”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了教、研、赛的有

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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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第一课堂（教室），通过信息化教学和实践教学手段相结合，巩固学生

专业知识学习。强化第二课堂（校园活动），依托休闲农业协会载体，激发学生

对休闲农业专业的认可度，吸纳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活动中来,鼓励学生通过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目的；学生参加

各类技能大赛，成绩突出。先后获得“互联网＋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

铜奖 1 项，“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级 2 项，三等奖 2 项。组

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三下乡”、“进企业”等活动，通过开展调研活动，实现

综合素质的提升。 

  

图 17 部分获奖证书 

近年来，我校休农专业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逐年增加，毕业生

就业率稳定上升，2021 年达 98.35%，企业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每年进入到

隆平高科、长沙阳雀湖农业公司、长沙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等全国知名企事业单位

就业的毕业生占 10%左右，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4）人才培养改革小结 4——种子生产与经营 

根据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双高计划”

建设任务要求，我院总结国内外职业院校“分层走班”特点，2020 年开始在种子

生产与经营、园艺技术、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绿色食品与生产技术等专业开始

实施“走班”教学,流动上课制度，围绕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促进学生对基本知识

的掌握，同时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和转变学教方式。为了更好总结过去实施走班

制的经验，研究部署下一年度工作，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①积极探索、建设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通过校企双方资源共享，共同建立走班制试点工作联合领导小组，种子生产



 

 17 

与经营、园艺、园林和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专业均与合作企业组建专业建设委员

会，建立了《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建设委员会工作章程》、《园艺专业建设委员

会工作章程》、《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建设委员会工作章程》、《绿色食品与生

产专业建设委员会工作章程》、《走班制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价考核制度》等制度

文件 5 项，将工作任务具体化，保证工作有序进行，确保工作落实。 

②创新方式、实现招生招工一体化 

在各专业建设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校企共同制订和实施招生招工方案，制

定了“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化制度，健全“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化机制，包

括《试点专业联合招生工作方案》、《试点专业学徒管理办法》。2020 年种子生

产与经营、园艺、植物保护和绿色食品与生产专业均有部分学生参与了学徒制试

点，组建走班制“隆平”班、“永益”“恒德”班，与企业签订了三方协议书。 

③校企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制订一套“易于推广、行之有效”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校企共同制订走班

制专业“三边联动”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双主体、双循

环、四进四出”走班制人才培养模式。制定走班制“隆平”、“永益”“恒德”

班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开展“1+X”设施蔬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家庭农场

粮食生产与经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构建符合走班制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明确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技术标准、企业师傅聘用标准、教学培养质

量监控标准等。 

④提升指导，建设双导师团队 

召开校企专家研讨会，制订《试点专业导师选拔与培养制度》、《试点专业

导师互聘共用实施办法》，各专业培养专业带头人 1-2 名，为赵正洪、李卫东、

杨远柱、胡宇、黎佩龙、黄远飞等专家颁发聘书，制订《试点专业导师双向挂职

锻炼办法》、《校企联合技术研发实施办法》、《校企横向课程开发实施办法》、

《专业建设激励政策实施办法》等制度文件 4 项，保证工作有序进行，确保工作

落实 

⑤提质做优，建设教学资源 

校企共建的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教师企业工作站、藤本植物

综合利用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发挥校企双方的场所、设备、人员优势，共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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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批适用专业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信息化资源，立项了一批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立作物种植与产销远程协同管理系统和远程互动研讨体系，

满足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企业学徒等的远程协作需要。开发适应走班制教学综

合管理需要的 APP，实现走班制的现代化信息化管理。 

⑥强化落实，改革培养模式 

分利用校企现有教学培训软硬件资源，扩大“校中企”规模，完善了弹性学

制管理制度和学分置换的办法。如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校企联合组建隆平学院，

园艺专业按照企业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实际，实施弹性学习时间和学分制管理，

育训结合、工学交替、在岗培养，积极探索三天在企业、两天在学校的工学交替

的“3+2”培养模式。建立了“3+2”人才培养计划。 

表 3 职业倾向走班制永益种子班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籍贯 手机号码 班级 

1 曹亚丽 女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 18307351357 种子 20318 

2 马咏琳 女 湖南省临澧县 18207367397 种子 20318 

3 蒋佳利 女 湖南省怀化市 18692217074 种子 20318 

4 梁嘉信 女 湖南省安乡县 18684803938 种子 20318 

5 何佳丽 女 湖南省邵阳市 17873930760 种子 20318 

6 曹韩 男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18973426114 种子 20318 

7 伍湘 女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19173837801 种子 20318 

8 柳利 女 湖南省慈利县 13875955598 种子 20318 

9 彭昊 男 湖南省岳阳市 15820674525 种子 20318 

10 唐明 男 湖南省张家界市 15874485019 种子 20318 

11 唐孝豪 男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15874223760 种子 20318 

12 王杨 男 湖南省洞口县 18569534084 种子 20318 

13 梁刃锋 男 湖南省汨罗市 18684918129 园林 20347 

14 邓权权 男 湖南省娄底市 18692819788 园艺 20348 

15 杨润东 男 湖南省祁阳县 18244780969 园艺 20348 

16 朱益彰 男 湖南省岳阳市 17397305929 园艺 20346 

17 燕杨莹 女 湖南省永州市 19892631836 园艺 20347 

18 龚天翔 男 湖南省益阳市 19173788319 休农 20308 

19 蒋柄琪 男 湖南省怀化市 13707458997 休农 20308 

表 4 恒德班走班制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联系电话 

1 尹子龙 男 种子 20317 15874114209 

2 肖忠辉 男 种子 20317 18528045619 

3 周泉 男 种子 20318 19907278293 

4 龚鹏程 男 种子 20318 1521169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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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贺庆玲 女 园艺 20346 13874587656 

6 朱益彰 男 园艺 20346 17397305925 

7 燕杨莹 女 园艺 20347 19892631833 

8 丁瑜杰 男 园艺 20347 18528256740 

9 杨润东 男 园艺 20348 15115157409 

10 邓权权 男 园艺 20348 13047256039 

  

  

图 18 职业倾向走班制实训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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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建设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共建 6 所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完成绩效指标。 

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溆浦县农业农村局合作共建溆浦农民田

间学校；与湖南永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永益农民田间学校；与湖南

省湘潭县花石镇天马山村合作共建天马山农民田间学校；与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共建靖州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与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合作共建醴陵高素质

农民田间学校；与益阳市大通湖农业农村与水利局共建大通湖高素质农民田间学

校。 

表 5 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建设完成情况表 

序号 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名字 合作建设方 

1 溆浦农民田间学校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溆浦县农业农村局 

2 永益农民田间学校 湖南永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天马山农民田间学校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天马山村 

4 靖州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5 醴陵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6 大通湖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益阳市大通湖农业农村与水利局 

2.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建设情况 

（1）溆浦农民田间学校 

 

图 19 共建隆平产业学院 

 

https://www.so.com/link?m=u+lYSbuHRhjjx27FGKpnHW53oH5frhR7xREEZf4+N4uN+eMeP408ZOyH51K/tXGyb21noZqW3SigSsO8l/SQ/CWSnwnT52V7SEVdP7rTdn7lSN0ECvPudrcoq3FP+K3d3zhb+SSt1O9uO/98E6oTx5UwOMni0EeRfZDymERCOMA+bwU7DnYypPmvKZ5kYB/56F8x7h6zJ9JZXXGKdaP3zwQyNo+evR4yCBW4nRdm4/S+XKxBYNKuSVuK3FSdJBu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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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共建溆浦农民田间学校协议书 

（2）永益农民田间学校 

 
图 21 共建田间学校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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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永益产业学院及田间学校揭牌仪式 

（3）天马山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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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天马山村合作共建天马山农民田间学校。 

 

 

 

图 23 天马山农民田间学校授课情况 

（4）靖州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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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共建靖州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图 24  靖州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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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醴陵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与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共建醴陵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图 25  醴陵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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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通湖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与益阳市大通湖农业农村与水利局共建大通湖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 

 

 

图 26  大通湖高素质农民田间学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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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全日制高素质农民培养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2019 开始，共招收全日制高素质农民大学生 217 人，开展思政教育、绿色

水果生产、蔬菜绿色高效生产、辣椒生产、中药材栽培等技术培训 13200 人次，

完成绩效指标。 

表 6 全日制高素质农民培养完成情况表 

序号 培养人次 培养时间 专业 

1 5100 2019-2020年 

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绿

色食品生产技术 

2 2100 2021年 

3 2500 2022年 

4 3500 2023年 

总计 13200   

 

2.培养学生名单、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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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全日制高素质农民班级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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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20 级园林技术进程表 

 

  

图 29  2020 级园艺技术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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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2021 级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进程表 

 

 

  

图 31  2022 级园艺技术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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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3 级园艺技术进程表 

 

  

  

图 33 高素质农民培训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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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高素质农民培训课程表及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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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职业倾向走班制班级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成立永益种子班、花艺竞赛班、隆平雏鹰班和绿检检测班 4 个走班制班级，

并制定了授课计划，邀请大师、名师进行小班授课。完成绩效指标。 

表 7 职业倾向走班制班级情况表 

序号 走班制班级 教学合作方 

1 永益种子班 湖南永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花艺竞赛班 湖南创植坊花卉有限公司 

3 隆平雏鹰班 隆平高科 

4 绿检检测班 湖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2.走班制班级教学情况 

（1）永益种子班 

为了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职业倾向走班制，成立了永益种子班。

该班级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从植物科技学院双高专业群内的种子

生产与经营专业、园艺专业、园林专业、休闲农业专业的学生组建而成，主要为

了锻炼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掌握种业领域的专业技术

技能，使学生能够从事种子繁育、种子销售、种子质量检验、种子加工等工作，

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职业倾向走班制—永益种子班级授课将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截止。根据主要作物种子生长季节和工作内容，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组

队上课，主要授课计划如下： 

表 8  永益种子班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手机号码 班级 

1 曹亚丽 女 18307351357 种子 20318 

2 马咏琳 女 18207367397 种子 20318 

3 蒋佳利 女 18692217074 种子 20318 

4 梁嘉信 女 18684803938 种子 20318 

5 何佳丽 女 17873930760 种子 20318 

6 曹韩 男 18973426114 种子 20318 

7 伍湘 女 19173837801 种子 20318 

8 柳利 女 13875955598 种子 20318 

9 彭昊 男 15820674525 种子 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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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明 男 15874485019 种子 20318 

11 唐孝豪 男 15874223760 种子 20318 

12 王杨 男 18569534084 种子 20318 

13 梁刃锋 男 18684918129 园林 20347 

14 邓权权 男 18692819788 园艺 20348 

15 杨润东 男 18244780969 园艺 20348 

16 朱益彰 男 17397305929 园艺 20346 

17 燕杨莹 女 19892631836 园艺 20347 

18 龚天翔 男 19173788319 休农 20308 

19 蒋柄琪 男 13707458997 休农 20308 

表 9 授课计划表 

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 授课地点 

2021年3月1日—2021

年4月30日 

开班第一课；粮油作物类型及品种识别；粮油

作物播种育苗；种子生产基地参观；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日—2021

年4月30日 

粮油作物标准化生产；粮油作物苗情考查；三

系杂交稻种子生产技术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日—2021

年5月30日 

水稻插秧技术；粮油作物苗情考查；杂交种子

生产人工辅助授粉 
北山基地 

2021年6月1日—2021

年6月30日 

水稻分蘖观察；杂交种子生产父母本播差期确

定；杂交水稻花期预测与调控 
北山基地 

2021年7月1日—2021

年7月30日 

粮油作物测产技术；粮油作物优良品种的识

别；参观和组织品种观摩会；组织与筹备品种

推介会；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日—2021

年8月30日 

粮油作物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粮油作物种子

生产苗期去杂；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2021

年9月30日 

水稻叶色测定；水稻不育系株系圃的设置及株

系鉴定技术；粮油作物种子生产开花期去杂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日—

2021年10月30日 

粮油作物种子标准化生产；种子扦样、种子发

芽率测试；种子田间检验； 

湖南永益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2021年11月30日 

粮油作物的室内考种；种子加工成套设备流水

线参观；种子加工实训；班级总结和考核。 

袁隆平农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图 35 授课图片 

 

（2）花艺班 

花艺班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面向专业群内的所有专业，主要

为了锻炼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掌握花艺领域的专业技术

技能。 

表 10 花艺班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1 欧晓兰 女 园艺 20350 

2 喻子璇 女 园艺 20349 

3 向瑜 女 园艺 19341 

4 唐阳雯 女 园艺 19342 

5 喻鑫燕 女 园艺 21392 

6 曾心雨 女 园艺 19344 

7 杨凯苗 女 园艺 19343 

8 胡思纯 女 园艺 21354 

9 唐婧 女 园艺 21353 

10 单正美 女 园艺 19342 

11 李井儿 女 园艺 21354 

12 陶庆 男 园艺 20349 

13 宁霄 女 园艺 20388 

14 肖万祥 男 园艺 2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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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唐国骞 女 园艺 21392 

16 余佳俊 男 园林 19383 

17 杨麒轩 男 园艺 19344 

18 刘宇翔 女 园艺 19343 

19 杨思悦 女 园林 20390 

20 杨美玲 女 绿检 20309 

表 11  花艺集训班（3-15周）课程表 

周次 
节次 

3、4 5、6 7、8 9、10 

第 3

周 

     

中国传统插花碗教学与实

操     （周一～周四）

黎佩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花项链

教学 （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花项链

实操       （周

六）胡宇 

现代花艺花束

教学       

（周六）武凝

玲 

现代花艺花束实操            

（周六）胡宇 

第 4

周 

      

中国传统插花盘花教学与

实操（周一～周四）黎佩

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切花装

饰教学 （周

六）武凝玲 

现代花艺切花装

饰实操    （周

六）胡宇 

现代花艺桌花

教学       

（周六）武凝

玲 

现代花艺桌花实操             

（周六）胡宇 

第 5

周 

      

中国传统插花瓶花教学与

实操   （周一～周四）

周杰良 

现代花艺物件装

饰教学（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物件装

饰实操（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房间

装饰教学（周

六）武凝玲 

现代花艺房间装饰实操       

（周六）武凝玲 

第 6

周 

      
中国传统插花筒花教学与

实操（周一～周四） 

现代花艺新娘花

饰教学（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新娘花

饰实操（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植物

设计教学（周

六）武凝玲 

现代花艺植物设计实操         

（周六）武凝玲 

第 7

周 

      

中国传统插花篮花教学与

实操（周一～周四）黎佩

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人体花

饰教学（周六）

武凝玲 

现代花艺人体花

饰实操周六）武

凝玲 

现代花艺实训考察      （周六）武凝玲 

第 8

周 
      

中国传统插花缸花教学与

实操                        

（周一～周四）黎佩龙、

周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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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花艺实训考察      （周六）

周杰良 黄益鸿 

现代花艺花束

进阶教学（周

六）周杰良 黄

益鸿 

现代花艺花束进阶实操        

（周六）周杰良 黄益鸿 

第 9

周 

      

中国传统插花考核            

（周一～周四）黎佩龙、

周杰良 

现代花艺花项链

进阶教学（周

六）胡宇、武凝

玲 

现代花艺花项链

进阶实操周六）

胡宇、武凝玲 

现代花艺桌花

进阶教学周

六）胡宇、武

凝玲 

现代花艺桌花进阶实操         

（周六）胡宇、武凝玲 

第 10

周 

      

中国传统插花筒花进阶教

学与实操（周一～周四）

黎佩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人体花

饰进阶教学       

（周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人体花

饰进阶实操（周

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切花

装饰进阶教学       

（周六）魏喜

凤 

现代花艺切花装饰进阶实

操       （周六）魏喜

凤 

第 11

周 

      

中国传统插花篮花进阶教

学与实操（周一～周四）

黎佩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物件装

饰进阶教学       

（周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物件装

饰进阶实操周

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植物

设计进阶教学       

（周六）魏喜

凤 

现代花艺植物设计进阶实

操       （周六）魏喜

凤 

第 12

周 

      

中国传统插花碗花进阶教

学与实操（周一～周四）

黎佩龙 

现代花艺房间装

饰进阶教学（周

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房间装

饰进阶实操（周

六）魏喜凤 

现代花艺新娘

花饰进阶教学 

（周六）魏喜

凤 

现代花艺新娘花饰进阶实

操     （周六）魏喜凤 

第 13

周 

      

中国传统插花盘花进阶教

学与实操（周一～周四）

黎佩龙、周杰良 

现代花艺花项链

进阶教学（周

六）胡宇、武凝

玲 

现代花艺花项链

进阶实操  （周

六）胡宇、武凝

玲 

现代花艺花束

进阶教学   

（周六）胡

宇、武凝玲 

现代花艺花束进阶实操       

（周六） 

第 14

周 
      

中国传统插花缸花进阶教

学与实操（周一～周四）

黎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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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花艺新娘花

饰进阶教学（周

六）胡宇、武凝

玲 

现代花艺新娘花

饰进阶实操 （周

六）胡宇、武凝

玲 

现代花人体花

饰进阶教学 

（周六）胡

宇、武凝玲 

现代花艺人体花饰进阶实

操 （周六）胡宇、武凝

玲 

第 15

周 

      
中国传统插花进阶考核        

（周一～周四）黎佩龙 

现代花艺进阶实训考核  （周六）

周杰良 黄益鸿 

现代花艺进阶实训考核  （周六）周杰良 

黄益鸿 

  

图 36 授课图片 

表 12 花艺班花名册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杨麒轩 园艺 19344 湖斯纯 园艺 22356 

杨思悦 园林 21354 张仕林 园艺 22356 

罗洲 茶艺 22302 周玮玭 园艺 22357 

2021 年寒假训练时间及内容安排，上午：8：30-12：00；下午：1：30-5：

50；晚上：7：30-9：00。 

  

图 37 授课图片 

2021 年国赛赛前训练时间及内容安排，早上体能训练；下午心理训练 5：00-

5：30，阅读理解训练 6：30-7：00；晚上自主学习临场应变训练：8：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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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授课图片 

另外，2022年上学期花艺集训班集训时间段为 3-15周；2022年国赛赛前训

练时间段为 7月 16 日-8月 14日，2022花艺竞赛班训练时间段为 2022 年 11-12

月。 

（3）雏鹰班 

 

图 39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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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40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方案及开班仪式 

 

（4）检测班 

2021 年广电检测班实施计划 

①实施目的 

第一，结合学生兴趣与专业特点，提供学生职业体验与锻炼的机会，拓宽他

们的技能和经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第二，学生通过走班，他们可以提早接触企业，学习并运用不同的技能和知

识，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第三，通过企业走班学习，了解企业，学会进行职业规划。 

②学习内容 

农药残留测定 

重金属含量测定 

③具体安排 

表 13 检测班具体安排 

序号 时间 内容 企业老师 

1 2021.4.12-4.22 重金属含量测定 刘蓉 

2 2021.5.6-5.20 农药残留测定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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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采取自评与师傅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自评占（60%）包括个人评价

60%（责任心、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敬业度各占 20%）与个人总结

40%，师傅评价占 40%（责任心、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敬业度、工

作业绩质量等）。 

 

表 14 检测班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1 王艳 女 绿检 19307 

2 唐安安 女 绿检 19307 

3 卢睛 女 绿检 19308 

4 付鑫杨 女 绿检 19307 

5 舒亮 女 绿检 19308 

6 唐郸 女 绿检 19308 

7 蒋珍 女 绿检 19307 

8 杨洁 女 绿检 19307 

2023 年广电检测班实施计划 

①实施目的 

第一，结合学生兴趣，提供学生职业体验与锻炼的机会，拓宽他们的技能和

经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第二，学生通过走班，他们可以提早接触企业，学习并运用不同的技能和知

识，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第三，通过企业走班学习，了解企业，学会进行职业规划。 

②学习内容 

农药残留测定 

重金属含量测定 

微生物检测 

③具体安排 

表 15 检测班具体安排 

序号 时间 内容 企业老师 

1 2023.5.8-5.12 微生物检测 孙艳平 

2 2023.6.5-6.10 重金属含量测定 王燕 

3 2023.7.10-7.21 农药残留测定 刘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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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11 食品农产品检验员培训证考核 叶经理 

④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采取自评与师傅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自评占（60%）包括个人评价

60%（责任心、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敬业度各占 20%）与个人总结

40%，师傅评价占 40%（责任心、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敬业度、工

作业绩质量等）。 

表 16 检测班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联系电话 

1 欧阳毅 女 绿检 21312 15874339398 

2 周灵 女 绿检 21312 15574652339 

3 杨海琴 女 绿检 21312 13974548239 

4 董一鸣 男 绿检 21312 18670657462 

5 邓依男 女 绿检 21312 18670304250 

6 蒋永燕 女 绿检 21312 17872491822 

7 武芬羽 女 绿检 21312 18670797483 

8 欧阳朵 女 绿检 21312 15200551930 

9 戴菲菲 女 绿检 21312 18670328439 

2023 年广电检测班实施总结 

根据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文件精神，为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和

转变学教方式，结合学院“双高计划”建设任务要求，我院总结国内外职业院校

“分层走班”特点，2020 年底，针对绿色有机果蔬产品质量检测，成立广电检测

班,实行“走班”制，提升学生的职业体验感和素养，拓宽学生的学习路径，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为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打下基础。现将有关检测班开展情

况总结如下： 

①学生学习情况介绍  

根据学生意愿和老师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检测班共招收 8 名学生，均为绿色

食品生产技术专业大二学生，具备检测基础知识。经与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协

商，并根据公司的实际生产任务安排制定了详细实施计划。学习时间定在4-6月，

每月去公司学习 1-2 周，学习内容包括农药残留测定、重金属含量检测等项目的

样品处理、样品检测、仪器使用与维护、数据处理等技能与知识，以及公司安全

生产和企业文化等。进入公司后进行公司化管理，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分配到不同

的项目组下，为每个学生指定企业师傅，并在企业师傅和学校老师的共同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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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沟通会交流，学生反馈学习有收获，公司带队师傅反馈学生

学习认真，学习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检测班学生在完成学习任

务后，公司对检测班学员采用食品农产品出厂检验证进行学习考核，考核通过发

食品农产品检验员培训证书。8 名学生经过企业学习，均通过考核，获取了培训

证书。 

②收获 

第一，创新教学模式，在专业中起带动与示范作用 

检测班学生根据企业生产需求适时进入企业学习，满足了企业需求，同时又

给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和学习机会。检测班学生通过走班学习，并获得培训证书，

得到公司的认可，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激励，同时，也是激发学生去学习去拓宽自

己的一种学习动力。通过检测班这种走班模式在其他专业学生中作为案例进行宣

讲，咨询和报名的学生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积极性增强，这也是检

测班实施效果在专业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第二，利于教师培养和教学资源建设 

教师可以深入企业进行锻炼，了解企业需求，学习检测技能，提高自身实践

经验，同时积累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促进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     

第三，加深校企合作 

进一步促进学生实习、就业、教师企业锻炼、企业导师入校园、实训基地建

设、课程开发等方面将进行深度合作。 

③改进与建议   

内容安排还需更详实与合理；其次需要进一步精细化走班制管理制度，保证

这种走班学习能高效顺利开展；走班制在更多专业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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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部分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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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三业”融合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改革专业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先后开展了种子生产与经营、园艺技术、园林技术、休闲农业 4 个专业的中

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试点，结合企业调研，制定了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方案。完成绩

效指标。 

表 17 “三业”融合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改革专业完成情况表 

序号 专业 实施年份 

1 种子生产与经营 2019 

2 园艺技术 2020 

3 园林技术 2021 

4 休闲农业 2021 

2.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改革情况 

（1）种子生产与经营 

 

 

图 42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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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方案及开班仪式 

 

（2）园艺技术 

  

图 44 园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企业调研与学生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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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园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方案 

（3）园林技术 

 

图 46 园林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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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园林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外出实训 

（4）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图 48 休闲农业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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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专业群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制定了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1部，完成绩效指标。 

表 18 专业群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完成情况表 

序号 制度名称 完成时间 

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办法 2020年 9月 

2.专业群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文件 

 

  
图 49 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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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立项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7 项，完成绩效指标。 

表 19  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下达单位 主持人 

项目编

号 

项目

类型 

立项

经费   

立项

时间 

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

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校地共建农民业余学校

的运行模式 

湖南省社会科

学成果评审委

员会 

李益锋 
XSP19Z

DI007 

重点

课题 
4 

2019

.2.1

9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类本

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现

途径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

课题 

张丽云 
XJK23C

ZY026 
一般  

2023

.3.2

7 

3 

科教兴国背景下湖南高职

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区

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

课题 

李妙 
XJK23C

ZY027 
一般  

2023

.3.2

7 

4 

“三全育人”视域下农业

类高职课程思政融入“降

平精神”的途径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

课题 

魏喜凤 
XJK23B

ZY010 

一般

资助 
 

2023

.3.2

7 

5 

高职院校种子专业家庭农

场粮食生产经营“1+X”

证书推进策略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

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 

黄新杰 
ZJGB20

22452 

高职

一般

项目 

 

2023

.5.1

0 

6 
高职园艺专业现代学徒制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省教育厅

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 

武凝玲 
ZJGB20

22317 

高职

一般

项目 

 

2023

.5.1

0 

7 

基于 OBE 背景下的涉农

高职院校双创育人模式研

究与实践 

湖南省教育厅

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 

刘逢源 
ZJGB20

22785 

高职

一般

项目 

 

2023

.5.1

0 

2.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文件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校地共建农民

业余学校的运行模式》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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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立项委托协议书及立项通知 

（2）《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类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现途径研究》项目

立项文件。 

（3）《科教兴国背景下湖南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研究》项目立项文件。 

（4）《“三全育人”视域下农业类高职课程思政融入“降平精神”的途径

研究》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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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立项委托协议书及立项通知 

（5）《高职院校种子专业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1+X”证书推进策略研究》

项目立项文件。 

（6）《高职园艺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文件。 

（7）《基于 OBE 背景下的涉农高职院校双创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立

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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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立项委托协议书及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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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获奖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2019-2023 年学生参加国家级专业技能大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2 项，共计 9 项，完成绩效指标。 

表 20 近三年学生专业技能获奖情况汇总表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获奖

等级 

竞赛

年份 
获奖学生 发文单位 

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花艺赛项 

二等

奖 
2023 杨思悦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2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赛项 

二等

奖 
2023 

薛晓岚、

李丽胜、

刘丽霞、

袁本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花艺赛项 

一等

奖 
2022 杨麒轩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4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园艺赛项 

二等

奖 
2022 

王鹏程、

全相霏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艺术插花赛项 

一等

奖 
2021 余佳俊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6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园艺赛项 

三等

奖 
2021 

何国华、

邓承宇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花艺比赛 

二等

奖 
2020 余佳俊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艺术插花赛项 

二等

奖 
2019 梅倩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艺术插花赛项 

三等

奖 
2019 谭灵煊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

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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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2023 年高职组花艺比赛二等奖 

 

图 54  2023 年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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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2022 年高职组花艺比赛一等奖 

 

图 56  2022 年高职组园艺赛项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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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2021 年高职组花艺比赛一等奖 

 

 

 

图 58  2021 年高职组园艺赛项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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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2020 年高职组花艺比赛二等奖 

 

图 60  2019 年高职组艺术插花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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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2019 年高职组艺术插花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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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获奖 2 项，完成绩效指标。 

表 21 学生参加竞赛获奖情况表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参赛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竞赛时间 

1 

第十三届“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智慧果园：基于传感器融合技

术的大棚果园智能管理解决方

案 

国家级铜

奖 
2022年 

2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2023） 

湖湘“蓝”图——绿色优质蓝

莓引领者 

国家级铜

奖 
2023年 

2.获奖证书 

我院陈业东老师指导学生获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国家级铜奖证书。 

 

图 62  2022 年《智慧果园：基于传感器融合技术的大棚果园智能管理解决方

案》荣获国家级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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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2023 年《湖湘“蓝”图——绿色优质蓝莓引领者》荣获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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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学生参加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学生参加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3 项，完成绩效指标。 

表 22 学生参加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情况表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参赛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竞赛时间 

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微藻异养——工业化生产

微藻的解决方案 
国家级银奖 2021年 

2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稻田+：助力乡村振兴的好

“稻”路 
国家级铜奖 2021年 

3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农道——土地石漠化治理 国家级铜奖 2020年 

2.获奖证书 

（1）2021 年《微藻异养——工业化生产微藻的解决方案》荣获国家级银奖。 

 

图 64 《微藻异养——工业化生产微藻的解决方案》荣获国家级铜奖 

 

 



 

 63 

（2）2021 年《稻田+：助力乡村振兴的好“稻”路》荣获国家级铜奖 

 

图 65 《稻田+：助力乡村振兴的好“稻”路》荣获国家级铜奖 

（3）2020 年《农道——土地石漠化治理》荣获国家级铜奖。 

 

图 66 《农道——土地石漠化治理》荣获国家级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