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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一、总体情况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可追溯至修业学堂 1923年开办的园艺科。历经百年发展，

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需求。学院育人育才成果显著，先后

培养了邓秀新、邹学校、刘仲华等三位院士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等杰出人才。

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园艺学科入选湖南省“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学院围绕“强农兴农”使命，依托深厚学术底蕴和实践经验，构建 “传帮带”“农工

贸”“产学研”三维度九项内容的“耕读修业”教育范式。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主动服务

湖南省蔬菜、水果、茶叶千亿产业，牵头成立园艺现代产业学院，与湘研种业、湘茶集

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打造特色鲜明的园艺学科品牌。

目前，学院已形成“学科-产业-人才”三位一体的品牌体系，聚焦茶叶、辣椒、柑橘

等核心产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服务融合。邹学校院士团队推动“樟树港辣椒”品

牌崛起，刘仲华院士团队助力安化黑茶综合产值从不到 2亿元快速发展到 230多亿元，

成为国家产业扶贫典范。

二、目标与思路

学院以“立足湖南，辐射全国、服务产业、引领学术”为发展定位，锚定建设全国一

流、国际有影响力的研究教学型学院目标。依托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园艺、茶学）和

省级优势特色学科（茶学、果树学），构建“本科-硕士-博士”全链条培养体系，推动学科

内涵式发展。

坚持引培并举，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134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 2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42人、博士生导师 65人。拥有国家“杰青”、国家“优青”、国

家“海外优青”、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等国家级人才 5人；建有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和

两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依托 18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近五年承担国家级项目

100多项，通过“双百科技富民工程”建设示范基地 30余个，选派科技特派员、“三区”

科技人才等 600余人次服务农业一线，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动能。

学院围绕产业发展重构课程体系，推动课程内容与产业精准对接。创新“理论+实践

+创新”三维培养模式，建设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和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强化学生服

务产业的能力培养；厚植学生“强农报国”情怀，将职业理想融入国家战略需求，塑造兼

具专业能力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与日本鹿儿岛大学等海外高校开展双学位项目，

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

三、评价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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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院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实践育人、服务乡村振兴等路径，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与显著的建设成效，在省内外同类院校中树立了示范标杆。

1. 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以园艺学、茶学为龙头学科，构

建了“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培养体系，依托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园艺、茶学）和省

级优势特色学科（茶学、果树学），形成了以辣椒、茶叶、柑橘等湖南特色产业为研究

重点的学科方向。通过与湘研种业、湘茶集团等龙头企业紧密对接，推动“产教融合+就

业创业”双轮驱动，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通过与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湖

南省园艺研究所、湖南省蔬菜研究所三家科研院所签订校所科教协同育人合作协议，紧

扣“科教协同育人”主线，以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以整合资源、共建人才

培养基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为切入点，构建校所“互利双赢”的科教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形成了一省一校一所农科教合作育人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2. 实践育人全面强化，第二课堂有声有色。“三全育人”体系完善，学院通过团委、

学生会组织“心灵茶话会”“红色剧场”等特色品牌活动，开展“强农报国”主题教育，厚植

学生爱农情怀；以博士团下乡为载体，构建“问题发现-技术指导-成果转化”的实践链条。

赴怀化沅陵县凉水井镇，助力当地灾后复产、农作物防洪抗旱，同时将田间案例转化为

教学资源，形成“实践反哺教学”的良性循环。通过举办“院士开学第一课”“葡萄架下的毕

业典礼”“万亩茶园里的毕业典礼”等特色团学活动，强化第二课堂育人功能。设立“园艺

教书育人奖”“湘农茶学奖学奖”“湘农园艺奖励基金”，激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学生成长

成才。

3. 创新赋能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显著。刘仲华院士团队经过长期研究，全面

揭示了黑茶加工中品质风味形成机理、黑茶功能成分的化学组成、健康功效及作用机制；

构建了现代黑茶生产新技术体系、配套新装备和系列新产品，通过产学研创新联盟、成

果转化和技术帮扶等方式，在湖南、陕西、浙江、广西、四川、湖北等省推广应用，助

推我国黑茶产业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驱动黑茶产销量从第四位跃升为我国第二大茶类，

《科技创新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全面振兴》项目获评教育部第四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

项目；邹学校院士团队在我国率先系统开展辣椒资源收集、评价和保存工作，育成辣椒

新品种 197个，推广面积 1.32亿亩，在全国 30多个省市区大面积种植，成为 20多个省

市区的主栽品种，高峰期占生产上同类品种面积 60%以上。目前我国辣椒年种植面积超

过 3400万亩，已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科技创新赋能辣椒产业高质

量发展》项目获评教育部第七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

4.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影响持续扩大。学院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建设单位（2019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4年），被认定

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21年），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2021年）。4次获评学

校先进直属党组织、学校五四红旗团委。园艺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取得历史性突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并入选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学院通过品

牌化建设、产教深度融合及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全国农业院校中特色鲜明、贡献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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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学院。

四、特色与经验

园艺学院以“强农兴农”为使命，立足学科优势与区域特色，以“一院一品”建设为抓

手，通过“科研引领、耕读育人、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

“院士引领、产业驱动、耕读浸润”为核心的品牌特色，为农业高等教育改革与现代园艺

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湘农经验”。

1. 科研引领，学科特色鲜明发展。以邹学校院士、刘仲华院士等领军人物为核心，

构建“院士+团队+平台”的科研模式。2024年，刘仲华院士牵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特色园艺作物滋味品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联合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聚

焦园艺作物品质改良与分子机制研究，推动学科前沿突破。同时，学院注重学科历史积

淀与创新结合，聚焦园艺作物全产业链关键问题，近 5年来围绕辣椒、茶叶、柑橘等开

展持续研究，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7项，平均到位科

研经费 8000多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40余项，选育新品种 100多个，获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 242件，在 Nature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3200余篇，出版教材或专著 130

余部。形成“院士引领+团队攻关”的科研模式，强化了园艺学科在全国的地位。

2. 耕读育人，理论实践融合创新。围绕“耕读修业”核心，重构了专业课程体系，加

大实践教学，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以耕读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唤起

学生勇担乡村振兴重任的时代使命感；与园艺产业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实

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带领学生赴“三农”一线实景教学，引导学生在参与农业发展中发现

问题，在服务乡村建设中思考问题，在助力乡村振兴中解决问题；深化校、企、地多元

协同，依托国省校三级实验教学中心、实践教育中心（基地）、湖南省现代产业学院、“双

创”教育中心（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等平台，建设开放共享的实验实践、科研训练、

学科竞赛、“双创”成果培育四大“双创”教育平台，形成“实训实践-科技创新-成果孵化”

全链条服务载体，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全覆盖，形成课内外、校内外协同创新的局面；

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合作交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具备专业特

长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3. 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成效显著。通过“耕读修业”教育范式创新，学院培养学生近

五年升学率达 41.85%、就业率达 93.9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高达 98%，普遍反

映学生培养质量高、动手实践能力强；学院教师在园艺领域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茶

学和蔬菜教师团队均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卓越农科人才培养的湘农模式

构建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卓越园艺人才培养‘耕读修业’范式的创新与实

践”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围绕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打造了湘研辣椒、安化黑茶等 5

个著名农产品品牌，形成了“一片茶叶”“一株辣椒”“一树柑橘”“一兜马铃薯”“一串葡萄”

的“耕读修业”典型育人模式，为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了“湘农智慧”。

4. 服务支撑，成果转化扎实有效。专业实践是现代园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变量，一方面要与生产实践紧密对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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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科发展也需要从社会服务中不断获取动力和资源。通过构建“服务团队＋特

色基地”模式，嵌入式社会服务解决“耕”的问题，先后选派科技副县长 7名，科技特派

员 542人次，“三区”人才 461人次，设立专家服务站 10个、特色基地 12个、产业化示

范基地 28个，推广新品种 100余个、新技术 11项。刘仲华院士领衔的茶学团队全产业

链支撑安化黑茶产业，促进安化黑茶产值达到 230多亿元；邹学校院士领衔的辣椒团队

建立了我国最大的辣椒种质资源库，共育成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辣椒新品种 197个，推

广面积 1.32亿亩。

五、下一步改革举措

1. 深化学院内涵建设。以“双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固本强基理念加快课程体系、内容更新迭代，分方向设置专业拓展课、学科交叉课程，

为学生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提供成长沃土；围绕产业需求重构教学内容和课程大纲，

优化问题导向、科研引领和项目实战为核心的课程内容设计，真正实现行业企业需求与

教学科研、人才优势有效衔接；加快校内外实习实训条件建设和拓展，加大有效投入，

及时更新本科实验设备设施；有组织地推动 AI技术在学科专业领域垂直应用，加快编

制专业知识图谱，建设智慧课程，推动人才培养从“知识中心”到“能力中心”的转变。

2. 强化产出导向育人。以“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为抓手，紧扣园艺学科特色，构

建“目标导向-过程管控-成果转化”闭环育人体系；建立“培养目标-产业需求”反向设

计机制，动态优化课程体系，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本科生导师制等引导学生进

入科研团队，以科研产出反哺实践能力培养；深化以袁隆平科学家精神为内核的“大国

三农”思政育人建设，以“湘农模式”为载体，整合校史资源、科研实践平台与思政课

堂，通过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选树“知农爱农”典型榜样，厚植学生“三农”情怀，

培养“一懂两爱”的新时代农林人才。

3. 聚力高端人才引育。重点引进院士、杰青等高端人才，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青年

教师赴国际顶尖机构访学；建立“导师制”培养体系，通过院士团队“传帮带”提升青年教

师科研能力。优化教师队伍年龄、职称结构，力争 5年内新增国家级人才 5名，博士化

率达 95%以上。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和科研平台建设，强调团队合作与协同

创新精神，加强本学科优势和特色问题的凝练，建设国家级和国际科研合作的基础理论

创新与示范应用研究平台，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积极组织重大项目协同攻

关，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加大国际学术论文发表的力度，全面提升

学科学术水平。

六、其他需补充的内容

无


	湘农园艺：耕读传薪火，创新塑品牌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