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政-产-学-研”融合
推动职业教育开放合作的实践探索

高崇敏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副书记、副校长

2023年9月25日　甘肃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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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南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创立

1960年 升格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专科学校
1961年 更名为广西农业学校

2002年 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并
更名为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60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成立

2002年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创立

2021年6月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壮族自治
区畜牧研究所合并转设成为广西农业职
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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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占地面积3400多亩，设东、西2
个校区，西校区为原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所在地；东校区为原广西畜牧研究所所
在地。学校有教职工1500人，全日制在校
生26000多人，其中职业本科生14400多
人、高职生118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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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代农业产业布局和行业
发展需要，精准设置36个本科专
业和34个专科专业，科学构建作
物、畜牧兽医、中草药、食品加工
等12个专业群，建成省级“双高”
专业群2个、示范性专业群6个，
国家级骨干专业5个。

农业种植生产技术链
——农业种植生产专业群

   畜牧业生产链
——动物医学专业群

   农业商贸链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

中草药产业链
——中药制药专业群

对接数字农业产业链
——农业信息专业群

农业装备产业链
——农业自动化专业群

食品加工技术链
——食品加工专业群

城乡建设产业链
——农业建筑专业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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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9日，时任自治区副主席方春明
参观学校农产品加工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建有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1

个省级研究平台、4个市厅级研究中

心。组建高水平应用技术研发团队服

务产业发展，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和广西创新团队专家7名。

常年派出近100名科技特派员，为广

西108个县市区开展农业科技服务。3

年来，农作物品种和专利成果转化超

过20项，横向课题研究项目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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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转设以来的主要荣誉

1. 入选农业农村部、教育部推介的全国百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2. 入选农业农村部“耕耘者”振兴计划培训机构；
3. 入选农业农村部2022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广西“头雁”项目培育机构；
4. 入选教育部首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专题“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5. 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
6. 连续18年获“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荣誉；
7.获2022年度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其中主持获得二等奖1项，参与获得
二等奖1项）。
8.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广西科技进步奖等科研成果奖42项，其中省部级18项，
厅级2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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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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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中 国 老 挝
确 立 了
“ 长 期 稳
定 、 睦 邻
友 好 、 彼
此 信 赖 、
全面合作”
的方针。

2002年

学 校 被 中
国 农 业 部
确 定 为 农
业 科 教
“走出去”
战 略 试 点
单位。

2004年

与 老 挝 政
府 合 作 建
设中国-老
挝 农 作 物
优 良 品 种
试验站。

2009年

中 老 两 国
关 系 提 升
为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
伴关系。

2012年

中国农业部
在学院设立
“ 中 国 - 东
盟农业培训
中心”。

2016年

中 国 教 育
部 《 推 进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教 育 行
动》。

中 老 两 党
签 署 《 构
建 命 运 共
同 体 行 动
计划》。

学校设立老
挝分校，打
造中国- 老
挝现代农业
工匠学院。

2019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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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28日，在时任广西党委书记彭清华和时
任老挝农林部维莱万·蓬凯部长等领导的见证下，广西
农业厅与老挝农林部计划与合作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年中老两党《构建中老命运

共同体行动计划》提出援助老挝农业、

职教、减贫等领域。

　　老挝《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和（2021-2025）

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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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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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搭台 ，奠定中国-老挝合作“政-产-学-研”融合基础

1. 农业部门：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
　　中老政府持续支持农业人才培训合作，营造培训所需的政策、市场、空间、信
息等环境。2012年7月，中国农业部在学校成立“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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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搭台 ，奠定中国-老挝合作“政-产-学-研”融合基础

2. 农业部门：中-老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和巴松分站　　
    早在2004年，广西农业厅和老挝农林部支持学校在老挝开始建设农业技术示范基地（现改称”
巴松分站“）。2013年11月，中国农业部和老挝农林部支持学校与老挝农林与农村发展研究院
在老挝万象建立中国-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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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搭台 ，奠定中国-老挝合作“政-产-学-研”融合基础

3. 农业部门：中国(广西)-老挝名特优农产品展示直销中心

　　中国农业部等5个中方政府
部门下达9个项目，带动学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投入研学产资金、
设备、品种、科研人员等，中国
财政资金投入人民币2573.5万
元，其他资金及资源折合人民币
3000多万元，老方政府拨付土
地100公顷以及投入人力资源等。

试验站位置图
2018年中国（广西）-老挝名特优农产品

展示直销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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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搭台 ，奠定中国-老挝合作“政-产-学-研”融合基础

4. 教育和农业部门：中国-东盟农业及职教系列论坛　　
     中国政府邀请老挝等国家参加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
坛和联展等。今年9月，学校成功举办2023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论坛，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
康塔莉·司里彭潘(Khantahly Siriphongphanh) 亲自率团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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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搭台 ，奠定中国-老挝合作“政-产-学-研”融合基础

5. 教育部门：中国-老挝现代农业工匠学院
　　中老政府持续支持农业人才培训合作，营造培训所需的政策、市场、空间、信息
等环境。2023年9月，广西教育厅批准学校建设“中国-老挝现代农业工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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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1．研究：农业技术标准

　　学校与广西农科院、老挝农林与农
村发展研究院等“点对点”协作，在试
验站引入中国大棚种植等农业技术20多
项，水稻、玉米、水果等品种300多个，
各单位间点对点合作开展农业新品种试
种与筛选、生产，现代种植技术研究与
示范，农业新品种和种植技术推广等工
作，推进中国技术老挝本地化，研发老
挝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试验站种植的杂交水稻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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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1．研究：农业技术标准

杂交玉米品种HK4通过越南的品种审定并推广 与广西农科院在老挝合作进行水肥一体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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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1．研究：农业技术标准

试验站于2013年12月试种哈密瓜获得成功，是
第一家在老挝引种哈密瓜获得成功的机构。

试验站大棚蔬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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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1．研究：职业教育
    广西教育厅成立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并分设了国别研究所，其中老挝职业教
育研究所设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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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2.“研-学”连续共生：农业教育标准

老挝国立大学农学院学生在试验站实习 我校学生在试验站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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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2.“研-学”连续共生：农业教育标准

金花村有机稻种植区成为教育实践基地 在金花村开展大棚蔬菜栽培技术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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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3.“研-学-产”一体化共生：本地产业应用
　　随着中老铁路、RCEP中老农业投资与贸易发展，炫烨（老挝）有限公司等企业依托试
验站建立柏连阳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等，开展农业技术、新品种产业化经营，培训公司
老籍员工和产业发展区域老挝农民，产业发展将技术标准与培训标准紧密链接一体。

在老挝金花村建设粮食种植基地在老挝金花村发展设施葡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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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支撑，构建“技术标准-教育标准-产业应用”研学产融合递进链

3.“研-学-产”一体化共生：本地产业应用
　　依托中-老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炫烨（老挝）有限公司企业开展大豆引种试验，促
进育种、生产、出口、服务一体化发展。

大豆引种试验示范 师生在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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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1．试验站共享经验：构建中国-东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试验站是第一家在老挝利用立柱A字栽培技术种植火龙果获得成功的机构，
2018年5月获得老挝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

　　试验站是2010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承诺与东盟各国共建20个
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中首个建成的项目。学校以试验站为核心和建设样板，
与其他19个试验站共享建设经验，推动中国与越南、柬埔寨、泰国、文莱等
其他东盟各国合作研发农业技术标准和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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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2．试验站服务企业：推进中国-东盟农业产业合作
　　学校与在老挝的中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以试验站作为技术支撑、产业示范和人才培养核心，通
过中国（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平台服务对接暨培训会等方式，助力湖南炫烨科技有限
公司、隆平高科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企业整合资源抱团“出海”，在老挝扎根壮大，向澜湄
区域、东盟全境拓展业务。

开展火龙果种植技术培训班 开展哈密瓜种植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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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3．职教赋能减贫经验共享：促进中国-东盟在减贫领域深度合作

2023年6月，在中国
国家乡村振兴局、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第17届
中国—东盟社会发展
与减贫论坛上，作

“发挥农业职教优势，
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发言

　　学校多措并举发挥农业职教优势，培养德技并修、具有“三农”情怀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持续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赋能推进乡村振兴。这样的减贫经验也传到了国外，2017年以来，以老挝试验
站为技术支撑，在万象市塞塔尼县金花村实施两期减贫合作社区示范项目，提供中国减贫方案，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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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4．职教标准共建共享：建设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联盟

试验站中方技术员与老方技术员交流试验站番茄种植情况 共同研发技术规程

　　试验站接收老挝东坎商农业技术学院、老挝国立大学农学院等6所
老挝高校学生实习，并作为学校老挝分校实训基地，制定畜牧兽医、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等老挝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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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4．职教标准共建共享：建设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联盟
　　2019年学校牵头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农业职教交流会，2020年牵头成立中国-
东盟农业职教联盟，形成年度“一会一联盟”同时举办的合作机制。2019年至今，
共举办4次中国-东盟农业职教交流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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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产-学-研“融合，构建“中国-老挝-东盟”职教共生体系

4．职教标准共建共享：建设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联盟
　　学校将试验站产出的专业与课程、培训资源等职教标准向中国及老挝、柬埔寨、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政府部门、院校、企业、研究院等40多个主体推
广。

试验站位于老挝万象市三通县的推广示范点蔬菜品种推广辣椒品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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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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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试验站和培训中心培训老挝、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农业人才50多期共2000多
人，田间地头培训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农民上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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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承担2017年农业部亚专资项目“东盟优质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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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承担2018年教育部教育援外项目“东盟果树与蔬菜产业发展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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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2019年再次获教育部教育援外项目立项，该项目2020年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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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从2018年起，学校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吸引境外学生来校留学。截至目前，学
校招收来自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100多名。

　　2018年5月8日，学校与越南海防大学签订
教育合作协议。

　　2019年9月19日，学校与柬埔寨波雷烈国立农
学院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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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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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留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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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马来西亚实习泰语、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在泰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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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孔习副部长对学校与老挝东坎
商农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学院老挝分校的批示

学校与老挝东坎商农业技术学院合作备忘录

　　与老挝东坎商农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老挝分校，招收畜牧兽医、作物生产与经
营管理专业学生50名。被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定为畜牧兽医技术员、水产养殖技术员
2项老挝国家职业标准制定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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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批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人才

中国-老挝工匠学院获建设项目立项面向东盟国际化教材、课程、培训资源包
获职业教育资源认定

　　获自治区教育厅认定面向东盟的国际化职业教育资源建设项目10项，学校申报
的中国-老挝现代农业工匠学院获自治区首批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特色建设项目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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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产业发展

    2021年11月，老挝农林部主办中老建交60周年暨中国-老挝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丰收节“庆典活动，老挝农林部部长佩·蓬皮帕、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参赞项方强、原广西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高崇敏参加活动并致辞，共同推动中老农业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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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产业发展

试验站种植的LC118玉米品种产量最高

　　学校和老挝国家共同开发8个农业标准，75个新品种，建设示范区或基地13个，
推广2500多公顷。试验站支持广西金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资老挝民生有机肥有
限公司等17家农业企业在老挝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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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产业发展

　　2020年老挝农林部向学校颁发“为老挝农业、林业和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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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老挝等东盟国家农业产业发展

　　学 校 牵 头 澜
湄 合 作 水 稻 绿 色
增 产 技 术 试 验 示
范 项 目 ， 在 柬 缅
老越四国培训14
期1072人次，建
立基地2577亩，
辐射2029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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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合作进程

　　学校以服务中国-东盟农业产
业合作为轴心，推进“中国标
准—老挝标准—东盟标准”“中
国职教标准—老挝培训标准—东
盟职教标准”两个路径交织发展，
以训促育，通过创造和提供技术、
人才两种终端服务中推进中方学
校、科研院所、企业与老挝、澜
湄区域、东盟各国产学研联动共
生、互惠互利，促进中老农业职
教全方位合作，推进中国与东盟
内部职教标准异质交融。 与老挝共同开展农业标准化研究，

制定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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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合作进程

　　连续三年举办广西国际茶日暨全民饮茶活动，促进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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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4年3月28日，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彭
清华（左一）和时任老挝农林部部长维莱万•蓬
凯（中）到试验站视察。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杨，老挝总理通伦，时任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等领导先后到试验站考察指导工作，对试验站的建设成果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

　　2014年5月5日，时任老挝国家副主席
（现任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本扬·沃拉吉到试验站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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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6年11月9日，老挝副总理宋赛·西潘敦
视察试验站。

　　2015年3月22日，时任老挝副总理宋沙瓦
视察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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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5年12月13日，时任广西常务副主席
唐仁健（左二）和时任中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
（左三）视察试验站。

　　2016年7月27日，老挝农林部部长连·提乔
视察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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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原老挝国家农林研究院院长本通多次到试
验站指导工作。

　　2016年4月3日，老挝农林部部长维莱
万·蓬凯（右）和中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左）
视察哈密瓜大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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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9年10月25日，广西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跃飞（中）视察试验站。

　　2017年7月28日，时任广西副主席黄世勇
（中）视察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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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9年11月16日，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孙国友率“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代表团到试
验站指导工作。

　　2016年10月30日，时任自治区农业厅厅
长白希等领导为试验站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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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进中国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政治交流

　　2019年11月17日，学校在老挝试验站接
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一行。

　　“中国-老挝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常年接待中老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团访问交流，
成为广西在境外的一张耀眼名片。学校发挥农业对外合作的桥梁作用。
　　八桂田园接待了17位国家元首、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个考察团，成为广西农业对外开放
的窗口。

　　2016年9月11日，越南总理阮春福一行
参观学校校内实训基地八桂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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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别研究进一步促进交流合作

　　老挝职业教育研究所完成了包括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重点课题“老挝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教改研究项目“中国农业高职院校老挝分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在
内的多项研究课题，出版了专著《老挝职业教育》、教材《农业汉语》等，目前更深度参与
制定老挝职业教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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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新华网、中国教育报、广西电视台等省级以上媒体对成果进行了28次新闻报道，
老挝、越南、文莱等国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试验站建设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等列为
对外农业技术合作典型。

学校国际交流工作作为广西职教区域合作典型在广西教育厅“八桂教育”公众号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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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老挝国家电视台到试验站采访报道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到试验站
拍摄建设成果

广西电视台到试验站采访
报道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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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学校被自治区教育厅遴选为广西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示范项目区域合作试点学校、
广西职教区域合作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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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老挝热带农业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案例入
选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共建“一带一路”热作产业合
作十大案例，获人民日报专题报道。“聚焦东盟发
展，打造面向东盟的农业职业教育品牌”获第六届
职业教大会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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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在南宁会见出席2018年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的老挝副总理宋迪时说：“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目前已成为
两国间农业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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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通过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国-东盟农业职教联盟等途径，学校向
19所中国和11所东盟院校推广成果，接待67多个境外院校、政府机关763人次进校
交流。

企业“走出去” 老挝东坎商农业技术学院代表团来访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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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东盟社会反响热烈

　　2018年，学校当选国际农牧业高等职业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参加国际农牧业高等职业教育联盟2020年度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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