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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农村办高职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2019年02月13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号）



扎根农村办高职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三）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

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

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

教育。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区域发

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启动实施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

骨干专业（群）。



扎根农村办高职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舞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龙头”

——实施“双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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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

办学水
平评估

（2004年--）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推荐少量优秀院校作为示范性高职院校候选单位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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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

办学水
平评估

（2004年--）

国家示范
院校建设

（2006-2010年）

提高示范院校整体水平；推进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

加强重点专业领域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创建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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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

办学水
平评估

（2004年--）

国家示范
院校建设

（2006-2010年）

国家骨干
院校建设

（2010-2015年）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政策支持与投入环境建设；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师资队伍与领导能力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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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

办学水
平评估

（2004年--）

国家示范
院校建设

（2006-2010年）

国家骨干
院校建设

（2010-2015年）

高职创新
行动计划

（2015-2018年）

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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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

办学水
平评估

（2004年--）

国家示范
院校建设

（2006-2010年）

国家骨干
院校建设

（2010-2015年）

高职创新
行动计划

（2015-2018年）

双高建
设计划

（2019年--）

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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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01



扎根农村办高职

➢ 始创于1923年的中华三育研究社

➢ 校区一主两翼，占地5635亩

➢ 全日制在校学生11000余人

➢ 农、林、牧、茶等7个二级学院，39个专业

办学特色

课堂移村口、师生到田头、成果进农户、论文写大地

主校区

江苏农博园

江苏茶博园

办学理念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能力培养为核心，走产学研一体化之路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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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A类

• 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 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高校

•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

•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

•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50强

• 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50强

• 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 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

• ……

•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 黄炎培优秀学校

•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先进集体

• 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 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牵头单位

•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 江苏省卓越高职院校

• 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

• 江苏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 ……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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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发展探路是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

“推动现代农业迈上新台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

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做中国农业职教改革的探路者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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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涉农新专业

⚫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农林人才

⚫ 形成中国方案、中国标准

⚫ 乡村振兴战略

⚫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 双高计划

⚫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意见

国家战略
国家职教政策

农林职业院校

新使命

新动力

新挑战

服务国家战略，抢抓新时代机遇，做中国农业职业教育的领军者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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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 学院综合办学实力位居全国同类院校第一

⚫ 现代农业技术、园林技术专业群保持国内领军地位，形成国际

可借鉴的专业标准

2035年

⚫ 学院和现代农业技术、园林技术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为世界农业职业教育

提供中国方案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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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探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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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加强——加强党的建设；

5个提升——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提升学校治

理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国际化水平。

4个打造——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

平台、打造高水平专业群、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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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设施化

机械化

智能化

转型

农业生产方式

专业化

职业

农民

转型

农业经营主体

生产

生活

生态

多功能

转型

农业产业功能

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转型

农业发展模式

农业与信息技术、装备技术、生物技术、营销技术等深度交叉融合，催生了

生物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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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现
代
农
业
专
业
集
群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群

优质粮油
高效园艺

种
植
业

园林产业
国土绿化

园
林
绿
化

畜禽、宠物水产
养殖与疾病防治

养
殖
业

现代农业技术
园艺技术
作物生产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

专业群

畜牧兽医
宠物养护与驯导
水产养殖技术

畜牧兽医

专业群

园林技术
林业技术
园林工程技术

园林技术

专业群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营养与检测

质量兴农

农产品加工专业群

休闲农业
旅游管理 电子商务
茶艺与茶叶营销

服务兴农

乡村旅游专业群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技术兴农

装备技术专业群
物联网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技术兴农

信息技术专业群

现代农业专业集群构建示意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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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新型目标产业群 目标岗位群 对接专业 专业群

江
苏
省
传
统
农
业

稻
麦
油
果
菜
花
茶

现代农业
重点产业

生物技术
装备技术

加工技术
信息技术

现 代 种 业
现 代 园 艺
农 产 品 质 量 控 制
数 字 农 业
植 物 工 厂
观 光 农 业
农 村 电 商

种子种苗生产
农作物高效生产

农产品加工检测
农业经理人

农业企业经营
村务管理

园艺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

作物生产技术

现
代
农
业
技
术
专
业
群

农业生产技术型

农业生产经营型

农业生产与村务管理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构建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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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林
产
业

苗木培育 种苗繁育员

园林设计 园林设计员

园林施工 园林施工员

园林养护 园林养护员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员

目标产业链 目标岗位群 专业群

林业
技术

园林
技术

园林
工程
技术

园
林
技
术
专
业
群

服务领域

国土绿化
风景林带、国家公园

市政园林
生态园林城市、森林城市

生态修复
湿地公园、废弃矿山治理

乡村园林
休闲农业园、美丽乡村建

设

共同生态理念共同的专业基础课程、技术技能、实训条件；交叉的就业岗位

一、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园林技术专业群构建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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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课堂移村口 师生到田头

成果进农户 论文写大地

创建农科专业三位一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工学结合，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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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创建农科专业三位一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工学结合，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校政联合，培养农村基层带头人

创建家庭农场主和职业经理人定向委托培养模式
获农业部部长批示在全国推广
江苏省委组织部唯一“定制村官”培育学校

政府买单 定向招生

农学结合 定岗培养

江苏一些地方在农业农村基层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给人

以启发和鼓舞。请科教司、人事司予以关注，

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

张桃林

2016.6.12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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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3.创教融合，培养农业双创人才

创建农业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跻身国家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创建农科专业三位一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工学结合，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校政联合，培养农村基层带头人

创建家庭农场主和职业经理人定向委托培养模式
获农业部部长批示在全国推广
江苏省委组织部唯一“定制村官”培育学校

项目引领 三轮驱动

四维实践 创新创业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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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3.创教融合，培养农业双创人才

创建农业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跻身国家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创建农科专业三位一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工学结合，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校政联合，培养农村基层带头人

创建家庭农场主和职业经理人定向委托培养模式
获农业部部长批示在全国推广
江苏省委组织部唯一“定制村官”培育学校

4.校企协同，培养农企紧缺人才

构建“定向培养、分段教学、农学结合”学徒制培养模式国家
现代学徒制首批试点学校

企业买单 协同育人

私人定制 因企施教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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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精神

技术技能

两项重点

学期

专业

方向
三个自主选择一条主线

立德树人

教研
结合

教赛
结合

教创
结合

四个结合

教产
结合服务学生多元发展

办适合的高职教育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5.创新“三自主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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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

工匠精神

三农情怀

➢ 一条主线：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个结合：线上线下、理论实践、认知行为
➢ 两个统一：知行统一

➢ 设立思政教学改革“示范课程”项目
➢ 建成《大国三农》等一批特色示范课程

➢ 强化工匠精神培养的顶层设计
➢ 推进校企文化融合
➢ 推进农业类特色社团建设

打造
思政特色课堂

1

实施
课程思政示范工程

2

实施
工匠精神培育工程

3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1）坚持立德树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5.创新“三自主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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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2）借鉴国际规范，开发高规格的农业技术人才培养标准

确立一流专业定位瞄准世界标杆1

开发一流技能标准借鉴国际规则2

推进校企双元育人深化产教融合3

开展专业国际认证对标悉尼协议4

Sydney Accord

5.创新“三自主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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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3）坚持以生为本，推进多元化人才培养

1-2学期 3学期 4学期 5学期 6学期

顶

岗

实

习

学生个性自选方案
…… …… ……

自选专业
模块

电子商务
课程模块一

电子商务
课程模块二

电子商务
课程模块三

教创结合
课程模块一

教创结合
课程模块二

教创结合
课程模块三

…… …… ……
自选结合
模块

园林技术专业课程模块 施工方向

养护方向

设计方向

主专业

方案1
主专业
模块

方向模块

方案1
自选专业模块
（20选1）

方案2

方案1
自选结合模块
（4选1）方案3

方案1
自选结合模块
（4选1）

自选专业模块
（20选1）

方案4

园林技术专
业“三自主
四结合”培
养模式实施
路径

5.创新“三自主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1.实施“四有三爱”铸魂工程，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 开设“四有大讲堂”，邀请师德模范、专家学者

作专题报告

➢ 打造线上教育平台，开设“史说师德”等栏目传

播经典文化和师德文化

➢ 开展“教书育人楷模”“师德标兵”等评选表彰

活动

“时代楷模”赵亚夫专题报告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徐川
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全国模范教师陈啸寅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乔小倩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三教”改革

教师



扎根农村办高职

2.实施“神农名师名匠”培育工程，集聚技术技能大师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 5名世界技能大赛园林园艺项目专家

⚫ 8人在国际行业组织/协会担任职务

⚫ 1人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专家

⚫ 20人次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做学术交流

⚫ 编写国际专业标准6个

⚫ 教师或指导学生在世界大赛中获奖

……

技术技能大师（10名）

园林

园艺

茶艺

园林工程

蔬菜园艺

畜牧兽医

茶叶

应时鲜果

彩叶苗木

产业教授
（20名）

产业体系专家
（10名）

…..

…..

引育
并举

…..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教师



扎根农村办高职

3.实施“四依托四结合”素质提升工程，培养双师型骨干教师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 教练型双师100名

⚫ 双创型双师100名

⚫ 服务型双师100名

⚫ 国际视野双师200名

⚫ 双师比例95%

双师
培养

双创型

教练型

协同 创新

具有国际视野

访问 研修

技能

训赛

科技

帮扶
服务型

强农
富民
工程

世界
技能
大赛
中国
集训
基地

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

国家农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4.实施“黄大年式团队”锻造工程，打造结构化教学团队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跨
专
业
整
合
师
资

依据岗位模块化技术技能

组建多专业专兼职教师

优化校企教学组织环境

开发模块化课程资源

开展模块化教学

结
构
化
教
学
团
队

➢ 园林专业国家级团队

➢ 现代农业、畜牧兽医3个
省级团队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5.建立“破五唯”人才评价体系，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完善《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办法》《绩效考核与分配办法》
等制度，健全人才发展的制度体系。

不变的是初心——教书育人

把课讲好是本分

以德立身是信念

关爱学生是责任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1.成立校院两级教材选用委员会，完善教材选用机制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材选用委员会

风景园林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农学园艺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畜牧兽医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茶与食品
科技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机电工程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信息工程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经济与人
文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国际教育
学院

教材选用
委员会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2.服务“专业模块+结合模块+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重构，校企“双元”合作开发教材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 服务模块化教学，开发活页式教材

➢ 依托数字化资源，开发立体化教材

➢ 对接农业“三新”案例，开发特色教材

⚫ 研制开发200部配套模块化课程的新

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 出版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15部、

省重点教材14部。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教法

线下“金课”1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2

虚拟仿真“金课”3

社会实践“金课”4

线上“金课”5

课程模块

四结合模块

主专业模块

自选模块

模式方法

教学
方式

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
模块化教学等

教学
方法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
式等

教学
模式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
体教学等

五大金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教法

项目教学-以园林技术为例

项目四园路工程

项目三水景工程

项目五 砌筑工程

项目一土方工程 项目二给排水工程

项目六 假山工程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教法

项目教学-以园林技术为例

评分内容 标准要求 标准分值
标准误差绝

对值
备注

基础夯实 分层夯实 1 是\否

铺装宽度 距离正确 2 2mm
随机抽取两处，容差±0-

2mm，1；±3-4mm，0.5；
＞4mm，0

铺装长度 距离正确 2 2mm
随机抽取两处，容差±0-

2mm，1；±3-4mm，0.5；
＞4mm，0

铺装平整度 水平 2
水平尺气泡
居水平框内

随机抽一处

…… …… …… …… ……

• 9人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集训队

• 连续5届获国赛园林景观设计与
施工赛项第一名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项目技能考核评分规则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三教”改革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教师 教材 教法

项目教学-以园林技术为例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中华园艺展区江苏园方案

2017年中国·宁夏第九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江苏园工程施工

金奖中标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1+X”试点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一）培育培训评价组织

（二）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四）实施高质量职业培训

（五）严格职业技能等级考核与证书发放

（六）探索建立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七）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与服务机制

总体要求

试点内容

试点范围及
进度安排

组织实施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1+X”试点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序号 单位 职责

1 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1.组织制定职业标准
2.管理监督技工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

2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
1.依据职业标准组织开发教学等相关标准
2.管理监督职业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

3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1.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2.开发建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标准
3.负责实施职业技能考核、评价和证书发放

4
教育部联合行业部门、行业组织、发挥

全国行指委员会的作用

1.定期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工作“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和监督
2.对培训评价组织的行为进行监测和评估
3.对职业院校培训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估

5 职业院校
1.负责院校内的职业技能培训
2.开展院校外面向社会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1+X”试点

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 创造条件参与专业试点

• 鼓励教师参与标准开发

•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 开发对接标准课程体系

• 提档升级校内实训基地

• 争取证书授权培训资格

• 努力营造学校政策环境

• 积极寻求经费政策支持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政府划拨土地1850亩，共建江苏茶博园

江苏农博园 江苏茶博园

政府划拨土地800亩，共建江苏农博园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校政合作 ——共建国家级实训基地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现代
农业
人才
培养
与技
术创
新平
台

智慧农业基地

教学工场 (6个)

作物生产 园林工程 畜牧生产 ……

教学工场 (3个)

江苏茶业研究所

江苏省现代茶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江苏茶产业体系综合示范基地

科技创新平台(12个)

江苏省草坪草种质资源基因库

彩叶林木育种与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江苏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 ……

教学工场 (3个)

茶叶栽培基地

茶叶加工
茶文化馆与茶艺表演馆

江苏农博园 (7个)

园林技术国际赛训中心

现代农业实验实训中心
智能化综合养殖中心
智能农业装备中心
农业物联网应用中心

智能化植物工厂繁育中心
农产品加工与检测中心

江苏茶博园 (7个)

茶产业技术集成中心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

一二三产融合基地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校政合作 ——共建国家级实训基地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五
区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先
行
示
范
区

优质粮油示范区 华东一流优质粮油基地

特色园艺示范区 特色园艺示范基地3个

高效林草示范区 高效林草示范基地2个

长江特色水产
示范区

生态水产养殖基地2个

生态休闲农业
示范区

省级生态休闲农业示范点3个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一）校政合作 ——共建产业示范基地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66家院校、129家龙头企业、10家科研院所和行业

协会，组建中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组建职教集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股东会

董事会

经理

监事会

运营中心

事业部

开发教育培训服务产品

股份制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平

台共有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商业化运作双创项目

校企人员兼职兼薪机制

中农

职教

有限

公司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袁隆平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
其他3家核心成员

资金

入股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组建职教集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依托 联合 组建

国家农业对外合作
科技支撑与人才基地

中国现代农业
职业教育集团

50个
国家和地区

100家
国内外农业大型企业

现代农
业国际
职教联
盟

中法农业培训中心

交流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输出中国农业职教资源

培养农业外交官

传播中国文化

培训海外教师、员工

重点工作

100所
国内外职业院校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组建职教集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中林集团等注资校办中江种业1.62亿 中江种业现为全国种业50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中林集团等注资1.62亿共建校办企业——中江种业产学研平台

➢ 中江种业现为全国种业50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新三板”上市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共建产学研平台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专业群 联姻企业 平台名称

现代农业技术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作物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心

园林技术 中国林业集团 生态园林协同创新中心

畜牧兽医 广东温氏集团 地方猪种质创新中心

农业装备技术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南方农作物生产装备创新中心

农业信息技术 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无人机应用协作中心

农产品加工 中粮集团 农产品加工研发中心

乡村旅游 阿里巴巴 农业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共建产学研平台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 多元合作运行机制

➢ 产教平台运行模式

➢ 技术研发协同机制

➢ 校企师资互聘机制

➢ 产教融合型企业

合作单位 合作学院 共建学院名称 重点突破点

隆平高科

艾贝尔

中国林业集团

农学园艺学院

风景园林学院

畜牧兽医学院

隆平种业学院

中林园林学院

艾贝尔兽医学院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二）校企合作 ——共建产业学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三、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三）校校（所）合作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与10所高校、8家科研院所、26家企业
共建园艺工程技术中心等20个科技平台

与南京医科大学签署重点实验室建设协议

序号 平台名称 批复部门 批复时间（年）

1 江苏现代种业发展研究院 省农委 2013

2 禾木研究所 农林厅 2007

3 江苏省草业研究所 省农委 2009

4 江苏省茶业研究所 省农委 2012

5 江苏省食用菌研究所 省农委 2014

6 江苏省茶业科技创新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科技厅 2008

7 江苏省室内净化与装饰植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教育厅 2010

8 江苏省循环农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教育厅 2010

9 江苏省杂交水稻种质改良与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厅 2010

10 江苏省设施园艺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省农委 2012

11 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中心 教育厅 2014

12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工程中心 省农机局 2015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一）农科教推四轮联动，助推农村小康和农业现代化

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培训1万农民
集中培训、技术指导、“专家在线”

年培训新型农民10000人次以上

科技
推动

培训
驱动

产业
拉动

企业
带动

5111
强农富民
工程

重点推广10项实用技术
无土草毯生产技术、葡萄限根栽

培技术…………

帮扶10个特色村
泗洪县魏营镇前营村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

…………

引领5大产业发展
草坪草、彩叶苗木、茶叶、应时鲜

果、蔬菜

彩叶苗木

草坪草

茶叶

蔬菜

5大产业

应时鲜果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一）农科教推四轮联动，助推农村小康和农业现代化

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要致富，不找乡长找校长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扎根农村办高职

（二）实施“强农富民”工程，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面向农业农村
输送乡村振兴引路人

⚫ 增强产业高端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供给 ⚫ 打造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的高地

➢ 省级“定制村官”培养
➢ 市县“人才定制”培育
➢ 新兴农业产业人才培养

面向行业企业
输送产业中坚力量

➢ 联合开展学徒培养
➢ 校企订单培养

响应高职扩招
培养农业发展急需人才

➢ 弹性学制
➢ 灵活多元教学

教育学历提升行动
农业农村学院……

➢ 构建“中—高—本”教育体系
➢ “1+X”试点+学分银行

职业农民培育行动
绿领学院……

➢ “四型四标”职业农民培育
➢ 技能培训与鉴定

社区教育培训行动
社区学院……

➢ 社区讲座
➢ 社区公开课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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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强农富民”工程，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 加快成果转化推广引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 推进应用技术服务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组建“长三角乡村振兴
产业推广联盟”

➢ 扬州大学、江苏大学、镇江农
科院等6家高校院所

➢ 中林集团、中江种业、江苏山
水园林等20家企业

构建“两地一站一体”
成果推广体系

➢ 2个省级园区（江苏农博园、
江苏茶博园）

➢ 30家基层示范站点
➢ 20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实施“农技推广服务
特聘计划”

➢ “1+1+1”农技服务模式
(1个主导产业+1个专家小组+1
个本地农技小组)
➢ 远程诊断和指导系统

开展“十百千万”
兴农服务行动

➢ 共建1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 服务100个农业主导型特色村镇
➢ 帮扶1000家新型经营主体
➢ 培育10000个科技示范农户

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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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强农富民”工程，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 服务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

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职业教育“助教助学”
帮扶行动

完善“免费培养+定向就业”扶助机制

师资培训、专业建设、科研合作、
实训室建设、国赛指导

稳定中西部省份招生规模

结对共建10所职业院校

招生计划在40%，1600名

对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
16个省区进行学费减免

共建３个省外合作培训基地

打造15个精品服务项目

年培训1000人次

服务脱贫攻坚战略

脱贫攻坚“扶智助农”
帮扶行动

农林类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和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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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农职院校，江苏农林将始终站

在时代的潮头，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做中国农业职业教育领军学校！

THANKS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