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学院简介

农学院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38 年创办的国立三中江口分校农职部，前身为

2002 年原铜仁农校基础上组建的生物工程系，2012 年系改院正式命名为农学院。

现开设有：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设施农业与装

备、生态农业技术、茶叶生产与加工、园林技术等专业。其中，畜牧兽医为国家

级骨干专业、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设施农业与装备为国家级骨干专业，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为省级骨干专业、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2019 年以畜

牧兽医为龙头专业组建的专业群（包含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农产品加工与质量

检测、设施农业与装备、电子商务专业）获教育部批准立项。

现有教师 80 人，其中教授 25 人（二级教授 1人，三级教授 7人），副教

授 26 人；博士 9人，硕士 53 人；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省级优秀教学

团队 2个；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 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省级教学

名师 2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2人，“甲秀之光”访问学者 1人；外聘教师

105 人。

“质量立院，特色兴院”。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建有功能

齐全的国家级“互联网+农业”开放性实训基地、省级智慧种养综合体公共实训

平台、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食用菌工程中心等校内实训基地和 90 余个校外实

习基地；建有动物繁育室、饲料检测分析实训室、植物组织培养实训室、茶叶加

工实训室等 60 余个功能齐全的专业实训室。充分满足教学和学生动手能力培养

的需要。

“科教融汇”。学院拥有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课 1门，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 1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2人，省级大师工作室 2人、省级黔匠工坊 1个；



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茶叶试验站、农业农村部 293 职业技能鉴定站、国家

级畜禽健康养殖协同创新中心、贵州省山地畜类养殖技术应用工程中心、贵州省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食用菌繁育工程中心、中兽药与生态畜牧业工程中心等

10 余个平台。教师获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

哲学社科奖等 30 余项，其中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4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共发表学术科研论文 600 余篇，开发区域特色教材

27 部，公开出版教材 9部。先后有 20 名教师荣获国家、省、市教师教学能力比

赛、微课、优质课等奖励。多名学生在各级技能大赛获奖，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4

项，国家级二等奖 15 项、三等奖 25 项。

“择业途径多，就业前景好，英才辈出”。长期与温氏集团、贵茶集团、贵

州九丰农业公司、上海大地种苗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与温氏集团、大北农集团、

特驱希望集团、贵茶集团、正邦集团、海大集团等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与

德康集团共建德康产业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近 5年，学

生备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就业率均达 95%以上，培养了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罗焕楠、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安文忠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农业人才。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trzy.edu.cn/

农学院官方网站：http://nxy.trzy.edu.cn/

农学院招生联系人：舒高攀、符天剑

农学院招生热线：18608567629、18886376297



畜牧兽医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强盛离

不开农村的发展，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农村三大出路之一。发展畜牧业，可以带动

加工业，促进种植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

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满足人们对畜

产品日益增加的需要，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保障畜产品安全卫生，

亟须大量的畜牧兽医专业人才。

二、专业实力

畜牧兽医专业始建于 1946 年原铜仁地区农校，专业发展历史悠久，区域办

学特色鲜明，成效显著。于 2002 年首次招生高职专科，是学校首批 4 个重点建

设专业，2009 年成为贵州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0 年被列为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4 年获批贵州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17

年成为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2019 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骨干

专业，是我院国家“双高计划”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龙头专业。2021 年专业

获教育部第二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2022 年获“技能贵州”省

级示范性人才培养方案项目立项；2023 年获批教育部第三批“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和“技能贵州”德康产业学院项目立项，累计为社会培养了 5000 多名畜牧

兽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对口率达 95%以上。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33 人，

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6人、讲师 14 人，实验师 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

人，硕士学位的教师 27 人，以行业企业技术专家为主的兼职教师 25 人；拥有实

训室 23 个（含校内实训基地畜禽模拟养殖中心、动物医院和牧草种植园），有

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22 个。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山地生态畜牧

业需求的畜牧场环境控制、畜禽营养需求、畜禽遗传繁育、畜禽病理及相关法律

法规等知识，具备畜禽饲养管理、畜禽常见疾病防控、畜牧场废弃物处理、畜牧

场设备设施使用与维护等能力，具有“三农”情怀、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

从事畜禽繁育、畜禽饲养管理、畜禽疾病防控、畜禽饲料加工、畜牧场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畜牧场设备使用与维护、畜牧场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毕业 3—5年后的目标：成为团队中业务经理、业务主管或

助理畜牧兽医师，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组织管理和沟通能力。

四、专业特色

专业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聚焦贵州山地生态畜牧业升级发展，深化产教

融合，与温氏集团等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构建了“六双融通、互培共育”人才

培养，与德康农牧集团共建产业学院，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与德国、荷兰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20 余所高校开展交流合作，

培养了国际学生百余人。近三年，学生就业率 95%以上、对口率 80%以上，用人

单位满意度达 90%以上，学生满意度达 95%以上。

五、主干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有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生物化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繁育

改良、动物微生物、动物病理、动物药理、生态养殖、猪生产与综合实训、禽生

产与综合实训、牛生产与综合实训、羊生产与综合实训、动物防疫检疫技术、畜

牧场经营管理、畜牧兽医法律法规等课程。

六、就业前景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县乡级兽医行政部门、动物防疫站、动物屠宰企业、动物

疾控中心、动物/宠物医院、大型规模养殖企业、饲料企业和兽药企业等企事业

部门或单位，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兽医化验员、执业助理兽

医、兽药技术员、饲料技术员、动物饲养管理、畜牧场经营管理等工作，另外毕

业也可以自主创业或参加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继续深造。



（武陵山区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教师团队）

（承办贵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



（农林牧渔类技能大赛现场）

（智慧教室）



（畜禽健康养殖中心）



动物医学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动物医学主要是在掌握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疾病进行诊

断和预防，保障动物健康和人们安全的综合性专业。随着养殖业和宠物医疗行业

的迅猛发展，动物医学专业成为就业形势大好的热门专业之一，动物医学专业的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动物防疫检疫、生物安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进出口动物及

其产品的检验、肉品卫生检验、饲料工业、食品安全、畜禽疾病的诊断与防治、

伴侣动物医疗保健、实验动物等领域等方面工作。

二、专业实力

本专业是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骨干专业之一，现有专任教师 15 人，

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3 人 、讲师 7 人，博士 2 人，硕士 13 人，骨干教师 8

名，外聘兼职教师 30 人。专业拥有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动

物生产技术省级教学团队一个，省级精品课程 2 门，院级精品课程 5 门，建有

1+X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专业建有动物解剖生理、兽医

药理、动物微生物、动物外科手术室、宠物护理与美容、数码互动显微实训室、

虚拟仿真、动物诊疗中心（1500m
2
）等校内实训室、实训基地，建成了集教学、

生产、培训、研发、技术推广等多功能一体的校内生态养殖科技园、生态养殖技

术服务中心和稳定的 35 个校外实训基地。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

较强的实践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适应疫病防控、动物生产、产品销售技

术服务和生产管理第一线需要，具有本专业理论基础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诚

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基本素质。掌握动物（包括宠物在内）疾病诊疗、预防和控

制等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专业基本知识，具备常见动物疾病诊断、治疗和预

防的技能，面向动物疾病防治、动物检疫检验、兽药生产与营销、畜牧场防疫、

宠物美容和疾病治疗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遵循从初学者到专家的人才成长规律和

高等教育教学规律，按照校企共育的工学结合理念，根据动物疫病防治、宠物医

院等核心岗位的要求，围绕猪、牛、羊、禽及宠物的疾病防治特点，强化学生职

业能力培养。

五、主干课程

畜牧基础、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病理、动物药理、动物微生物、兽医临床诊

疗技术、动物免疫、农产品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物联网应用、生态养殖、

禽病防治技术、猪病防治技术、牛羊病防治技术、动物疫病检验技术、动物性产

品检验技术、动物流行病调查技术、兽医法律法规等专业课程，同时开设有宠物

护理与美容、宠物外科手术技术、宠物疾病防治等多门专业拓展课。

六、就业前景

毕业生可选择大中型动物保健公司（如：禽业、猪业、牛及乳业、羊及乳业、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等）、动物医院、宠物医院、生物科技公司、动物医药公司等

企业就业，从事动物疾（疫）防治、生产管理、质量检测、产品营销、技术服务

等工作；也可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进入畜牧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农业农村局、农牧类学校等单位工作；也可自主创业，创立养殖公司；也可参加

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继续深造。



（参加全国职业能力大赛鸡新城疫技能大赛获三等奖）

（第五届影像学技能大赛）



（第八届“雄鹰杯”小动物医师技能比赛）

（第八届“雄鹰杯”小动物医师技能比赛团体一等奖）



（第六届宠物美容专赛）



设施农业与装备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国家、省、市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均指出要大力发展

耕种、采收、加工等山地农机装备，促进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推进作物品种、栽

培技术和机械装备集成配套，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机装备智能化水平，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综合信息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

慧农业工程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鼓励对农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改造，提

高农业精准化水平。随着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逐年加大，设施农业与装备专业

人才需求量加大。

二、专业实力

设施农业与装备专业发展历史悠久，区域办学特色鲜明，成效显著。于 2002

年首次招生高职专科，2010 年被列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9 年

列为国家“双高计划”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内建设专业，2023 年立项省级示

范性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5 名，其中教授 4人（享受国务院津贴

1人）、副教授 6人、讲师 4人，正高级实验师 1名；其中博士 3人，硕士 7人，

拥有设施农业与装备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植物生产技术省级教学团队，有省

级职教名师 1人、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1人、“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省

级技能大师 1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2人。近年来，专业团队获批国家、省

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项，省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2项，授权专利 7项。建有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

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专业公

开出版《设施蔬菜生产技术》等教材 10 部，其中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 2部，省级 1部。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国家级一等

奖 3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8项，省级一等奖 5项，二等奖 4项。建有国家级

“互联网+农业”开放性实训基地、省级山地现代农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省级

食用菌生产性产教融合基地和智慧种养综合体公共实训平台；建有贵州省设施蔬

菜生产技术大师工作室，铜仁市市级食用菌繁育研究中心，铜仁市绿色蔬菜集约

化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能够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推进课堂革命的标准化教室、智慧教室、虚拟仿

真实训室等 10 余间。建有互联网+农业、农业机械、植物生长环境、植物生长环



境实训室、植物病虫防控实训室、园艺植物快速繁育中心等设施设备完善的专业

实训室 12 间，有智能玻璃温室、设施果园、智慧植物工厂、食用菌生产车间等，

可满足专业生产性实训需求。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农业科

学文化基础、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掌握植物生长环境、设施作物栽培、水

肥一体化技术、设施农业装备、农业物联网等知识，具备设施农业生产与管理、

设施农业装备应用、设施农业系统集成等能力，面向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行业

的农业生产服务人员、农机化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农业设施建造、设施

农业生产与管理、设施农业装备应用与运维、设施农业系统集成与运维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人才培养以设施农业与装备省级教学团队力量为主要依托，对接贵州

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智慧农场专项建设、加快提高农业设施装

备水平、推进信息化与农业深度融合”需求，立足贵州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发展和

科技兴农的需求，服务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坚持立德树人为中心，完善

设施农业与装备专业“一中心、三课堂、五文化”思政育人体系，产教深度融合，

创新“双境交替、双证融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以“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罗焕楠、“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安文忠等为代表一批优秀毕业生，

吸引了老挝、马来西亚、喀麦隆等国家留学生进入专业学习。

五、主干课程

农业物联网应用、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设施农业工程、农业电

工电子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设施农业安全管控技术、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

技术、设施农业环境监测与调控、农机电气控制、农业机械装备应用、节水及水

肥一体化技术、设施蔬菜生产技术、设施果树生产技术等。

六、就业前景

毕业生可在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设施农业生产企业、农业信息化企

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资营销企业等企事业部门或单位，从事农业设施设计

建造与推广、设施农业管理、设施作物栽培、设施机械使用与节水灌溉施工、温

室设备运行的管理与维修、农资产品营销与经营等工作，毕业生也可以自主创业

或参加专升本考试，考取本科专业深造学习。



学生操作无人机

“互联网+农业”实训室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顾昌华教授带领学生进行实训

省级“三八红旗手”、省级技能大师赵会芳博士带学生进行生产实训



省级科技示范园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该专业与食品安全和人体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

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要想选择健康食品，具备基本的食品安全

知识，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市场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从事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产业将是其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

二、专业实力

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7人，三级教授 1人，为市管专家，四级教授 2人，副

教授 2人，讲师 2人，自 2003 年起已有 300 余名毕业生，包括政府订单培养 50

人。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理念，紧密结合农产品（食品）加工业特点，构建符合高

职教育规律，适应学生未来发展以职业岗位作业流程为导向课程体系。课程体系

结构体现“高技能”“应用型”培养特点。按照区域内职业岗位需求，构建切合

实际的课程体系。课程开发中注重技能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贯彻“育人为

体，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由专业带头人、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组成课程

开发小组，深入企业、行业调研、讨论，确定专业重点职业岗位及典型工作任务。

建设有气相色谱室、液相色谱室、原子吸收室、农产品前处理室、农产品化

学室、农产品加工室、微生物实训室、农产品加工中心等多间实训室。配备有原

子吸收吸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纤维素测定仪、黄曲霉毒素

测定仪及烘焙食品加工生产线一条。可完成农药多残留测定、多种有机农药残留

测定、重金属测定、农产品营养成分、安全指标检测前处理、理化指标测定、农

畜产品加工、进行微生物接种、培养、观察；另外有畜产品加工功能为主的实训

室正在建设中。

本专业面向各类农产品行业企业，培养具有农产品加工检测的基本知识，

掌握农产品检验、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产品加工等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与政府

对接，积极服务地方产业，对新型农民工、农产品（食品）加工行业进行专业技

能及安全培训，积极申报省市级科研课题，近五年，发明专利 5项，在核心期刊

及省级以上期刊上发表期刊论文 30 余篇，作为主编、参与编写教材 8本。

三、培养目标

http://www.gyzyxy.com/luqufenshu/9741.html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生物化学、国

内外农产品加工概论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质量

控制、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

事农产品加工、检测、贮藏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专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贵州山地特色生态食品产业链发展，深化产教

融合，与政府对接，积极服务地方产业、为农民工、新型农场主提供培训、技术

服务。与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修订完善现代学徒制合作；为富之源等企业输送

优秀毕业生；与旺旺集团等企业建立学生实习基地等深度校企合作关系。近三年，

学生就业率 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90%以上，学生满意度达 95%以上。

五、主干课程

微生物检验技术、仪器分析、畜产品加工技术、粮油加工技术、农产品质量

检测技术、果蔬加工技术、农产品储藏与保鲜技术、农产品加工操作单元、国内

外农产品加工概论、畜禽产品加工等。

六、就业前景

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产品质量监督与检验中心、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鲜活农产

品流通中心、食品农产品生产加工、畜禽饲料生产品控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农

产品及食品的检测、生产、贮藏、加工、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质量监督和认证管

理等工作。



参加贵州省职业院校师生技能大赛

（分析仪器实验室 (1)）



（分析仪器实验室 (2)）

（国际交流）



生态农业技术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需求的不断提高，生态

环境改善的需求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业与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

等备受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以生态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原则，不断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有序推进乡村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达到乡村全面振兴。近几年，以生

态、环保、安全为主要特征的新农业已经成为创业投资界的“新宠”，随着国家

对农业扶持力度的逐年加大，各级农业、林业企事业单位对生态农业技术人才需

求量很大。

二、专业实力

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4 名，其中教授 2人（享受国务院津贴 1人）、副教授

7人、讲师 5人；其中博士 2人，硕士 8人；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省级

职教名师 1人、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1人、“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省级

技能大师 1 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1 人；2018 年专业荣获贵州省“五一巾

帼标兵岗”称号；获得省级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项目 3项，多次承办蔬菜嫁接、

食用菌栽培技术等省市级技能大赛；教师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专利受理

5项，编制教学、行业、地方等标准 9项，编写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本；建有国

家级在线精品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院级精品课程 4门，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2项；创建了“农技服务”微信

平台，线上+线下解决种养殖户技术难题；学生获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省级及以

上奖励 20 余项，获得国家级荣誉 3人，涌现出以安文忠为代表志愿服务西部的

大批优秀毕业生，吸引了老挝、马来西亚、喀麦隆等国家留学生进入生态农业技

术专业培训学习。

专业建有国家级“互联网+农业”生产性实训基地、1+X 设施蔬菜生产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试点等 3个国家级教科研平台；赵会芳技能大师工作室、山地现代

农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 7个省级教科研平台。校内建有植物生长环境、植物与

植物生理、植物病虫防控、植物快速繁育中心、植物标本馆、食用菌标本馆、园



林规划、农艺综合等校内实训室十余间。建有植物工厂、智慧菇棚、智慧果园、

智能玻璃温室 3个、八连栋温室大棚 1个、双连栋塑料大棚 1个、单体塑料大棚

4 个等校内实训基地共计 9000 多平方米。同时，现已建成了一批集教学实训、

顶岗实习、科技研发等多功能一体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100%落实专业学生教学

实训和顶岗实习。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农业生物化学、

植物与植物生理、土壤与肥料、品牌培育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实施农产

品标准化、品牌化、智能化生产，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经营与技术服务等能

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农作物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生产、有

机农产品生产、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品质检测、农产品品牌打造、农产

品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教师多来自行业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教学与行业部门工作深度融合，

强化学生实训和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围绕贵州省十二大特色优势产业，按照“五

大对接”施行专业建设与教学，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实际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

对接，构建了“依季分项，双境交替”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大批留得住、下得

去、吃得苦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优

质人才支撑。

五、主干课程

农业生物化学、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长环境、植物保护、农业生态发展、

农业生产法律法规、粮油标准化生产技术、果树标准化生产技术、设施蔬菜生产

技术、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农产品品牌培

育与管理、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农产品营销、农业物联网技术等。

六、就业前景

本专业学生毕业生可在县乡级农业行政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农业服务中心、

生态农业园区规划与建设相关企业、农资生产及销售企业、农作物生产管理与技



术推广企业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主要从事农作物、蔬菜、果树生产管理与技术推

广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生态农庄经营；农资（农药、化肥、

种子）及农产品销售、推广等工作。本专业毕业生近三年就业率均在 93%以上，

自主创业比例也非常高，也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继续深造。

植物病虫害识别与防控实训室



植物标本馆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顾昌华教授开展灵芝栽培技术培训



黄静老师为我校喀麦隆籍学生讲解果树生产技术

罗加勋老师给学生开展农耕教育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简介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学茶让人提质，习茶让人提品”

一、专业前景

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视为国饮，我国茶园面积、产量均居世界第

一。茶产业是贵州省特色支柱产业，贵州省是中国茶叶的原料基地和生产加工中

心，贵州茶是中国茶产业的第一方阵。由于茶产业发展迅猛，技术人才匮乏，据

相关行业分析统计，未来十年，贵州省茶业企业对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将在 1万人左右，而开设该专业的高职院校年平均培养人才不足 500 人，因此该

专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专业实力

本专业为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重点专业，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省

级现场工程师试点专业。现有专兼职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1人，副教授 5人，

硕士 7 人；专业带头人 1 人，中青年骨干教师 7 人，“双师素质”教师 100%。

专业建有智慧茶园、茶叶加工实训室、茶艺技能实训室、形体室、茶叶感官审评

实训室、茶叶农残检测实训室等校内实训室与实训基地，面积达 4275 ㎡，价值

近 500 万元，能满足学生开展实践教学需要，同时是教师开展技能提升和科研的

重要基地。

现有省级精品课程 1门，院级精品课程 5门，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门；

公开出版教材 8部，有 2部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级技工教育和职业培

训规划教材；建有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铜仁茶叶综合试验站、市、院级工程中

心等科研平台 4个，有国家级茶叶技能大师工作室 1个，省级茶叶技能大师工作

室 2个，成立了生态茶产教融合共同体；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 3项，承担国家、省、市、院级教科研课题 20 余项，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

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18 篇。另外，本专业毕业班级中，2 个班级荣获省级优秀班

集体，28 人次荣获国家、省级技能大赛奖项，500 余人次荣获院级、企业奖项。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茶树栽培与茶园管理、

茶叶生产加工与质量控制、茶叶感官审评与检验、茶文化与茶叶营销等岗位基本

知识，掌握茶园规划与管理、茶叶生产加工、茶叶销售与文化服务等基本技能，



能满足茶园种植管理、茶叶加工与质量控制、茶叶审评与检验、茶叶经营管理与

市场贸易、茶艺服务等一线岗位工作需要的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专业紧贴地方生态茶产业发展需求，结合茶产业职业岗位标准，围绕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共育办学格局，与贵州贵茶（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构建了“按季分段、分项轮岗”的人才培养模式。

同时与省内外 46 家茶叶龙头企业共建实习实训教学基地，突出学生实践能力与

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实现学生“零距离”上岗，提升了学生就业竞争力。近三

年，毕业生就业率达 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90%以上，学生满意度达 95%

以上。

五、主干课程

主干课程有：茶树栽培技术、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茶叶加工技术、茶文化

概论、茶艺、茶叶感官审评技术、茶叶检验技术、茶食品加工、茶叶市场营销、

茶叶企业经营管理、茶叶包装设计等。

六、就业前景

学生毕业后，可到市、县、乡茶行业行政职能部门、中职学校、茶厂（场）、

茶叶经营企业、茶馆茶楼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茶园基地管理、茶叶生产加工、茶

叶营销、茶叶审评、茶艺师等技术工作及管理工作。就业基地包括贵州贵茶（集

团）有限公司、贵阳观山湖天福茗茶茶业有限公司、贵州凤冈仙人岭锌硒有机茶

业有限公司、贵州梵锦茶业有限公司等。



专业学生参加国际抹茶文化节开幕式展演

专业承办国际留学生“黔茶飘香·手工制茶”活动



贵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茶艺赛项一等奖

国家标准茶叶感官审评实训室



生态茶产教融合共同体



园林技术专业简介
一、专业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的“绿色”意识逐

渐增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园林绿化不断被大众和

各级政府所重视。园林城市、生态城镇、花园式工厂、公司、社区和乡村振兴的

建设，都需要绿化和美化工程，由于市场需要，促使众多园林公司、绿化苗木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园林技术行业呈现出大好的发展前景。

二、专业实力

专业现有专兼职教师 21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3

人；兼职教师中高级工程师 1 人、高级农艺师 1 人。

近年来，团队成员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省级 2 项，市级课题 15 余项，

院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院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门，出版《园林植物识别技术》等特色教材 5部。专业教师

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技能大赛、贵州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项技能比赛，累计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9 项，

省级一等奖 5 项，市级获奖 20 余项。

现有园林规划设计室、园林制图室、花艺室、农艺综合实训室、标本室、农

业示范园、植物快速繁育中心等 10 个校内实训室，广泛开展校企合作，成为全

国生态园林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风景园林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2 个产教融合

共同体的副理事长单位，同时与多家规划设计企业、园林苗圃公司开展紧密合作。

典型企业有：贵州胤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厦门甘露植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铜

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上海海上花园艺有限公司、兴仁市芳苑绿色发展有限公司、

铜仁雅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园林植物、计

算机辅助设计、园林美术与艺术、园林绿化施工等知识，具备园林苗木生产与销

售、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

养，能够从事园林苗木生产、园林绿化施工、园林植物养护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四、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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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接世界技能大赛“园艺”赛项和国家级技能大赛“园林景观设计与施

工”赛项，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并聘请行业企业教师进行授课，与校外相关企

业紧密合作，使实训教学更为切合工作环境，强化学生实训和实践教学环节，使

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专业课程衔接

紧密，知识面广，注重学生多方面素质的培养。

五、主干课程

园林艺术、植物生长与环境、园林植物识别、园林测量、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制图、园林手绘表现、园林苗木生产与经营、花卉生产与应用、园林植物栽植与

养护、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园林工程施工、

中外园林史、盆景制作与养护、插花艺术、园林工程预决算、景观生态。

六、就业前景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园林绿化企业、城市公园、园林苗圃等领域，从事园林

苗圃生产、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与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等工

作，有广阔的就业前景。

（全国生态园林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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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大赛高职组比赛获二等奖两项）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创新大赛中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园艺”赛项）



国家级赛项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