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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申报学校须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并对内容真实性负责，

申报书封面和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页要加盖学校公章。

二、申报书中有关资金的数据口径按自然年度统计。

三、申报书中有关即时性数据指标截止时间为 2021年 4月

16日。

四、申报书中不得插入图表，如需图表可注明“详见建设方

案第 xx页图 xx或表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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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基本情况

专业群名称1 畜牧兽医专业群 主要面向产业2 现代农业

面向职业岗位（群）
家畜（禽）饲养岗位、水产养殖岗位、动物疫病防治岗位、繁殖育种岗位、养殖场管

理岗位、饲料加工与销售岗位、宠物美容岗位、兽医岗位、畜禽产品营销岗位等

专业群

包含专业
3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所属专业大类

1 410303 畜牧兽医 动物科学系 农林牧渔大类

2 410301 动物医学 动物科学系 农林牧渔大类

3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动物科学系 农林牧渔大类

专业群负责人

姓 名 黄万世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年 4月

学 历 大学本科 学 位 学士 专业技术职务 牧医高级讲师

行政职务 动物科学系主任 手 机 13580005868 职业技能证书 家畜饲养工二级

联系电话 13580005868 电子信箱 wwshia@163.com QQ 2320721899

专业群负责人

代表性成就4

（200字以内）

1.主持国家级子课题2项：“国家级数字化精品课程资源《畜牧兽医》专

业建设项目”的课题子“《养禽与禽病防治》数字化精品课程资源建设项目”、

“面向‘三农’的数字教育资源与平台建设项目”的子课题“《猪生产》”；

2.主持省级课题“畜牧兽医专业核心课程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市

级课题“猪口蹄疫防控研究”；

3.主编农业部规划教材《饲料、兽药与畜禽产品营销》和精品系列教材《养

禽技术》，参编国家规划教材《宠物繁育》；公开发表论文5篇。

专业群资源相关性5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合作企业 是/否
共享合作企业

名称6

1.广东温氏集团

2.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广东正大（农牧）有限公司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用人单位 是/否
共享用人单位

名称

1.湛江国联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2.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双胞胎集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业课程7 是/否
共享专业课程

名称

1.畜（水）产品加工

2.动物食品卫生检验检疫

3.市场营销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内实训基地 是/否
共享校内实训

基地名称

1.养猪实训基地

2.养禽实训基地

3.水产养殖实训基地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是/否
共享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名称

1.广东温氏集团

2.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正大（农牧）有限公司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任专业教师 是/否
共享专任专业

教师姓名

1.冯凯玲

2.王敏

1 为统一规则，使用群内最能够体现专业群特色的专业名称命名。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其他。
3 每个专业群包含 3-5个专业。
4 代表性成就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5 数据依据 2019-2020学年“数据平台”。
6 列出最多不超过 3个具体名称，下同。
7 包含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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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昆平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兼职教师 是/否
共享校外兼职

教师姓名

1.王运剑

2.包澍宗

3.刘金柏

专业群基本状态数据8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1172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534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486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152

2020级招生计划数(人/专业群) 642 2020级实际录取数(人/专业群) 642

2020级新生报到数(人/专业群) 534 2020级新生报到比例(%) 83.18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专业群） 534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83.18

2020届毕业生数(人/专业群) 0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

2020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0 2020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0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专业群) 62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58

2019-2020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专业群） 18
2019-2020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数

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2.6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专业群） 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5132

2019-2020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人

时）

173536（638
人*34周*8

节）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专业群） 16

2019-2020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专业群）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专业群）
0

合作企业总数（个/专业群） 16 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专业群） 0

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专业群） 3
合作企业支持兼职教师总数（人/专
业群）

18

合作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总数（人/专业

群）
176

合作企业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业

群）
0

合作企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业群） 80
合作企业接受 2020届毕业生就业总

数（人/专业群）
0

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专业群） 2656

8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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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群内专业基本情况

2-1 畜牧兽医 专业基本情况9

专业代码 410303 专业名称 畜牧兽医

所在院（系） 动物科学系 所属专业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975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392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431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152

2020级招生计划数(人) 462 2020级实际录取数(人) 462

2020级新生报到数(人) 392 2020级新生报到比例(%) 84.85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392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100

2020届毕业生数(人) 0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

2020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0 2020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42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2

2019-2020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9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1.2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5213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131376（483
人*34周*8

节）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12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3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2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9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176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8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0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1772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9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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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产养殖技术 专业基本情况10

专业代码 410401 专业名称 水产养殖技术

所在院（系） 动物科学系 所属专业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145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90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55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0

2020级招生计划数(人) 120 2020级实际录取数(人) 120

2020级新生报到数(人) 90 2020级新生报到比例(%) 75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90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100

2020届毕业生数(人) 0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

2020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0 2020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8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57

2019-2020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1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0.3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5016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14960（55
人*34周*8

节）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3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3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3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0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682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10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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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动物医学 专业基本情况11

专业代码 410301 专业名称 动物医学

所在院（系） 动物科学系 所属专业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52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52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0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0

2020级招生计划数(人) 60 2020级实际录取数(人) 60

2020级新生报到数(人) 52 2020级新生报到比例(%) 86.67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52 2020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100

2020届毕业生数(人) 0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

2020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0 2020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0
2019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7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57

2019-2020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1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0.6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5116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3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5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0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3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0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202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11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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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群建设方案综述

3-1 建设背景

（专业群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500字以内。）

畜牧兽医专业群面向的行业产业主要有畜牧业、饲料行业、渔业和宠物行业。

1. 专业群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

2020 年广东畜牧业总产值位居全国第六位；2019 年广东省饲料产量 2923.8 万吨，位居

全国第二；广东是海产养殖大省和强省，位列全国第三；全省有宠物相关企业近 10 万家，

占全国的 23.63%，位居全国第一。

2. 专业群面向的行业产业发展趋势

“十三五”期间，广东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畜牧业、渔业将向信息化和智

能化转型升级，逐步实现智慧畜牧业和智慧渔业、精准牧渔业和高效牧渔业。总的趋势是：

（1）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着力稳定粮食和畜禽两大基础产业，优化发展水产（罗

非鱼、对虾）等优势产业。

（2）规模化和标准化。优化畜禽产业规模和布局，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如广东

重点打造 500 家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和 5000 个标准化养殖小区。

（3）大宗养殖名牌化。如建设优质渔业养殖基地，培育对虾、罗非鱼和优质海水鱼等

大宗养殖名牌产品。

（4）大数据。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带来的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收集农业大

数据指导农业生产和投资决策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5）农业装备现代化。生产条件向现代装备转变，实现生产智能化、控制化、高效化、

精准化、节能化。

3-2 组群逻辑

（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群内专业的逻辑性等，800字以内。）
1.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面向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集广东特别是茂名地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

产业升级，由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和水产养殖技术三个专业的畜牧兽医专业群，对接广东区

域畜禽养殖、饲料生产、水产养殖、宠物行业、产品加工销售等现代农业产业链。

2.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面向“三农”办学，突出“农”字特色，坚持以服务“三农”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双能”驱动，“双证”并举，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建设者。系统掌握畜禽和水产养殖及

疾病防治必备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创新意

识、工匠精神和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发展，面向

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岗位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和和创新型人才。

专业群面向的岗位：家畜家禽饲养员、水产养殖员、畜禽（水产）繁殖员、动物疫病防

治员、宠物美容师、宠物医生（兽医）、动物检验检疫员、产品营销员等。

3.群内专业的逻辑性

现代畜牧企业、水产养殖企业已经向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甚至跨行

业发展，如广东温氏集团、湛江国联水产集团、海大集团等等，专业群必须同现代农业上下

游产业链无缝对接，但各专业有所侧重，需求互补。畜牧兽医专业群，畜牧兽医专业侧重于

培养畜禽饲养和疾病防治及产品销售、饲料加工及销售，兼顾水产养殖及宠物美容与宠物医

疗；动物医学专业侧重于动物疫病防治、宠物美容与宠物医疗，兼顾水产疾病防治；水产养

殖技术专业侧重于水产养殖及疾病防治，兼顾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因此，专业群建设可整

合资源，共享课程、师资及校内实训室、校内畜禽及水产养殖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共享合

作企业和用人单位和互考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共同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克

服单个专业在知识技能结构上的局限性和教学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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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基础

（与省内外标杆专业群的差距、优势和特色、成果和支撑条件等，800字以内。）

1. 与省内外标杆专业群的差距

（1）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有待创新。

（2）校企合作不够深入，精准育人水平有待提高。

（3）教学团队科研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不够强。

（4）校内实践教学条件落后，与行业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

2. 优势和特色

（1）政策优势。我院与广东省水利厅、林业厅、海洋渔业厅、农业厅签订共建协议，

是目前广东省六所农林类高职院校之一，是目前省内唯一一所整合教育、农业、林业、渔业

资源设立的高职院校。我院是广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是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基地。

（2）地域和产业优势。我院是目前粤西唯一一所农业职业院校，位于茂名市，茂名市

是教育强市、农业大市，畜牧业总产值连续六年位居全省第一。生源充足，产业高端，有

利于专业群可持续发展。

（3）专业群特色。专业群是学院特色专业群，创新形成“产教相融，双能驱动，双证

并举”和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目课程体系。

3. 成果和支撑条件

（1）专业负责人是茂名市职教协会首批教育教学专家，是茂名市专业学科带头人，主

持国家级项目的课题子 2项，主持省和市级课题各 1 项；主编农业部规划教材和国家示范性

中等职业学校精品系列教材 2 部，参编高职国家规划教材 1部。

（2）专业群成功申报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专项“陆基循环水养殖模式对罗非鱼的生

长及肌肉品质影响研究”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计划项目“茂名地区罗非鱼池塘

套养罗氏绍虾的增值养殖技术”以及国务院督查激励奖励项目“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等项目。

（3）专业群有大量优质生源，招生规模逐年提高。

（4）专业群对接的产业是国家、省市重点发展的海洋经济和现代农业、现代特色农业

这些战略性产业，产业高端，产业发达。

（5）专业群建有动物微生物检测、水产养殖实训室等实训室以及水产养殖实训基地，

与温氏集团、广东海大集团等 16 个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和实

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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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设目标

（800字以内。）

以“五个对接”为抓手，把畜牧兽医专业群建设成目标(专业)定位准确、办学条件好、

人才培养模式新颖、专业内涵丰富、校企合作深、保障机制完善、人才培养优的高水平专业

群,提升精准育人水平及产业服务能力，在全省乃至全国职业教育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目标(专业)定位准

1.专业方向正确。紧紧围绕国家、本省、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培养为产

业服务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2.培养目标明确。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双能”（职业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职教特色鲜明。坚持面向“三农” 、服务“三农”办学,突出“农”字特色。

(二)办学条件好

1.师资力量雄厚。打造一支业务精湛、教科研能力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创新

团队。

2.开发专业群优质核心课程教学资源。包括数字化教学资源、微课、学材、实训视频、

仿真实训等，实现资源对外共享。

3.校内实训基地装备先进。实训教学场所具信息化学习功能，校内实训基地装备现代化，

达企业先进水平，开展“1+X”证书试点，满足实训、技能鉴定、社会服务的需要。

4.校外实训基地能满足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的需要。

(三)校企合作深

1.校企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提高精准育人水平。

2.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学资源,优化课程结构，整合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编写项目

课程校本教材，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课程体系。

3.建立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运行机制，共同组织实施实践教学及其评价。

(四)保障机制完善

1.成立组织机构，为专业群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2.制定专业教学标准，构建专业教学质量监测机制和评价模式。

3.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促进专业群可持续发展。

(五) 建立多方协作的社会服务体系，开展社会服务，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

（六）人才培养优

1.畜牧兽医专业群各专业报读和招生人数逐年上升。

2.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对口就业率达 95%以上。

3.毕业生“双证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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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等，2000 字

以内。）

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1）依托我院校内实训基地和大学生创业园，创新和实施“产教相融，双能驱动，双证并

举”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是指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相融合；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培养为驱动力；探索和实施“1+X”证书制度，使学生在毕业时获得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2）创新和实施 “教、学、产、销”一体化教学模式。该模式是以服务产业发展为宗旨，

根据畜禽和水产养殖、疾病防治、产品销售、宠物美容与宠物医疗等领域的人才需要，学生在

顶岗实习之前，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产品生产和销售实践，培养学生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能力、

创业能力，以实现学生“双能”的培养。

（3）校企合作实施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中外联合办学等多形式的人才培养

模式。

2.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1）以“五个对接”为抓手，构建专业群内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项目课程体系。

（2）开发专业群内 10 门优质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微课、学材、实训视频等)，

购买仿真实训软件 1－2套。搭建在线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3）购买专业图书 2000 册。

3.教材与教法改革

（1）完善教学标准体系，积极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2）将国家职业标准、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将思政、美育引入课程。优化课程结构，

重构课程内容，开发项目课程校本教材、学材、实习实训指导。

（3）以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实施任务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理实一体教学法；通过

实施“教、学、产、销”一体化的教学活动，强化学生职业劳动；通过职业劳动和课堂思政，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职业教育全过程，把培养目标从专注职业技能往立德树人、全面

发展转变。

（4）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4.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坚持培养与引进并举，引人与引智结合，专职与兼职并重的原则建设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以专业带头人为引领、专业骨干教师为核心、专兼职教师相结合，建设高水平“双师型”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探索和建立高效的用人机制，激发人才活力和创新创造力，实现人才价值，让教师施

展才华有平台。

（3）培养专业带头人。通过到国内外高校进修晋升学历、到企业挂职锻炼等途径培养专业

带头人，或通过引进、聘请行业专家、职教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专业带头人必须德才双馨，

“双师”素质，掌握行业发展前沿技术，熟悉本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能够带领创新团队做好

专业建设、教学研究、职教改革、科技服务等工作。

（4）加强骨干教师和“双师型”教师建设。坚持内培外引、聘训并举、“传帮带”培养骨

干教师和“双师型”教师；鼓励在职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修晋升学历、晋升职称、到企业锻炼、

参与科研活动来培养骨干教师和“双师型”教师。

（5）兼职教师队伍建设。聘请校企合作企业的优秀专家、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

师。建立兼职教师库，使兼职教师既相对稳定、又能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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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等，2000 字

以内。）

5.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立足校内建设现代化养猪实训基地、养鸡实训基地和水产养殖实训基地以及大学生创

业园；完善校内实训室建设。

（2）校企合作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政府引导，引进行业知名企业，共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6.创新平台

（1）与现代畜牧企业共同搭建信息化实训平台，通过平台实现六个对接：专业发展定位与

区域产业发展对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任职要求对接；专业教学环境与企业生产环境相

对接；学生实践与企业生产相对接；专业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革新相对接；学生毕业就业

与企业人才资源需要相对接。

（2）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3）建设“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7.社会服务

（1）建立由学校、行业、社会组织协作的信息化社会服务平台，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创业培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2）建立职业技能鉴定平台（站）,为行业、企业和职业学校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服务。

8.国际交流与合作

（1）搭建专业群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让专业群教师走出去，把国际知

名职业教育专家引进来。

（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联合作办学。

9.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政策保障。学院在用地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

（2）组织保障。学院成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领导小组，为专业群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指导。

（3）制度保障。建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包括《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实施管理

办法》、《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等等。

（4）人员保障。学院给予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做到人员到位，分工具体，

责任明晰，监督落实。
（5）经费保障。向中央、省财政申请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

资金不足部分，学院积极筹措，保证项目建设资金的有效落实和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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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预计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500字以内。）

1.创新形成“产教相融，双能驱动，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

（1）专业群三年在校生规模达 1500 人以上。

（2）专业群内每年现代学徒制或订单班 2班。

（3）学生“双证率”达 100%，学生初次就业率达 95%以上，学生对口就业率达 85%以

上，学生毕业 2 年后自主创业率达 25%以上。

2.课程体系教学资源

（1）制定专业群内项目化课程标准 20 门。

（2）编写专业核心课程项目化校本教材 18 门（校级）。

（3）编写实训指导书 3本（校级）。

（4）编写国家规划教材 1 部（国家级）

（5）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 18 门（校级）。

（6）开发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省级）。

（7）专业图书 3000 册。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建设校内现代化实训基地 3个（养猪实训基地、养鸡实训基地、水产养殖实训基

地）

（2）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15 个。

（3）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1 个。

4.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个（省级）

5.创建创新平台 5 个

（1）创建在线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 1个。

（2）建设“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个。

（3）搭建信息化实践教学平台 1个。

（4）建设信息化社会服务平台 1个。

（5）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 个。

6.申报市级立项 3 项，省级 2 项，国家级 1 项，公开发表论文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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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设进度

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

1.“ 产 教 相

融、双能导向、

双证并举”的

人才培养模式

建设目标：

制定.“产教相融、双能导

向、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

方案

验收要点：

.“产教相融、双能导向、双

证并举”的人才培养方案

建设目标：

构建.“产教相融、双能导向、

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

验收要点：

1.“教学产销”一体化的教学

方案（初稿）；

2.专业核心课程技能考核方案

（初稿）；

3.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考核

标准（初稿）；

4.大学生创业方案（初稿）。

建设目标：

完善.“产教相融、双能导向、

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

验收要点：

1.实训管理等制度；

2.专业教学标准；

3.“教学产销”一体化的教学

方案；

4.专业核心课程技能考核方

案；

5.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考核

标准；

6.大学生创业方案；

7.实践教学质量评价。

建设目标：

完善.“产教相融、双能导

向、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

体系

验收要点：

1.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

2.毕业生“双证率”统计表

3.毕业生创业调研报告。

4.专业教学质量及其评价

5.专业自我诊断及改进机

制。

建设目标：

完善.“产教相融、双能导向、

双证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

验收要点：

1.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

2.毕业生“双证率”统计表

3.毕业生创业调研报告。

4.专业教学质量及其评价

5.专业自我诊断及改进机制。

2．现代学徒制

建设目标：

企业调研，制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1.调研报告

2.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

建设目标：

开展专业群内试行 1 个班的

“现代学徒制”试点

验收要点：

1. “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

议书

2. “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册等

资料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1 个班的“现代

学徒制”试点

验收要点：

1. “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

议书

2. “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册等

资料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1 个班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培养

验收要点：

1. “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

协议书

2. “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册

等资料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试行 1 个班的“现代

学徒制”试点培养

验收要点：

1. “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

议书

2. “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册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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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3.毕业生毕业调研报告。 3.毕业生毕业调研报告。

3.订单培养

建设目标：

企业调研，制定“订单班”

人才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1.调研报告

2. 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

建设目标：

开展专业群内试行 1 个班的

“订单班”试点

验收要点：

1. 订单班”试点合作协议书

2. “订单班”试点名册等资料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1 个班的“订单

班”试点

验收要点：

1. “订单班”试点合作协议书

2. “订单班”试点名册等资料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1 个班的“订

单班”试点培养

验收要点：

1. “订单班”试点合作协议

书

2. “订单班”试点名册等资

料

3.毕业生毕业调研报告。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试行 1 个班的“订单

班”试点培养

验收要点：

1. “订单班”试点合作协议书

2. “订单班”试点名册等资料

3.毕业生毕业调研报告。

4.1+X 证书制

度

建设目标：

1.完成“1+X”证书制度工

作方案；

验收要点：

1. “1+X”证书制度调研报

告

2.“1+X”证书制度工作方

案

建设目标：

构建畜牧兽医专业群技能证书

考核体系。

验收要点：

1．动物检疫检验员技能考核标

准

2.动物疫病防治员技能考核标

准

3.家畜（禽）繁殖员技能考核

标准

建设目标：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证

验收要点：

1.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名册；

2.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率（报

告）

建设目标：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考

证

验收要点：

1.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名

册；

2.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率

（报告）

建设目标：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证

验收要点：

1.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名册；

2.畜牧兽医专业群考证率（报

告）

2
课程教学

资源建设

1．优质核心课

程数字化教学

资源建设

建设目标：

完成《猪生产》等 5 门优质

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

建设目标：

完成《家畜繁殖与改良》等 5

门优质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

建设目标：

建立畜牧兽医专业群数字化教

学资源在线平台验收要点：

建设目标：

完善畜牧兽医专业群数字化

教学资源在线平台

建设目标：

完善畜牧兽医专业群数字化教

学资源在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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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发（包括微课、实训视频、

电子教案、PPT 课件等）

验收要点：

《猪生产》等 5 门优质核心

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

源开发（包括微课、实训视频、

电子教案、PPT 课件等）（新增）

验收要点：

《家畜繁殖与改良》等 5 门优

质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

（新增）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 门（校

级）。

验收要点：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 门（校

级）。

验收要点：

1.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 门（校

级）；省级 1 门。

2．仿真实训教

学资源

建设目标：

仿真实训教学资源论证。

验收要点：

论证报告

建设目标：

购买 2套仿真实训软件

验收要点：

验收报告。

建设目标：

运行

验收要点：

师生反馈意见

建设目标：

运行

验收要点：

师生反馈意见

建设目标：

运行

验收要点：

师生反馈意见

3.专业图书与

学材

建设目标：

完成专业图书和学材建设方

案

验收要点：

建设方案

建设目标：

1.购买 1000 册专业图书

2.编制 3门核心专业课学材

验收要点：

图书和学材样书

建设目标：

1.购买 1000 册专业图书（新

增）

2.编制 3 门核心专业课学材

（新增）

验收要点：

图书和学材样书（新增）

建设目标：

编制3门核心专业课学材（新

增）

验收要点：

学材样书（新增）

建设目标：

编制 3 门核心专业课学材（新

增）

验收要点：

学材样书（新增）

3
教材与教

法改革

1．构建基于工

作过程模块化

项目课程体系

建设目标：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

目课程体系

验收要点：

1.课程设置表

2.专业核心课程校准

建设目标：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目

课程体系

验收要点：

1.课程设置表

2.其它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建设目标：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目

课程体系

验收要点：

1.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2.专业课程实训方案

建设目标：

完善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

目课程体系

验收要点：

教学质量评价

建设目标：

建立课程体系评价和改进机制

验收要点：

教学质量评价和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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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3.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4.专业教学标准（初稿）

3.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4.专业教学标准（定稿）

2．校企合作开

发模块化项目

教材

建设目标：

各专业开发 6 门专业核心课

程项目教材

验收要点：

1.课程标准

2.各专业 6 门核心课程项目

化教材（初稿）

建设目标：

各专业开发 5－6 门其它专业

课程项目教材；完善专业核心

课程项目化教材。

验收要点：

1.其它专业课程标准

2.其它专业课程项目化教材

（初稿）

3. 专业核心课程项目化教材

（定稿）

建设目标：

各专业开发 2 门实训教材；完

善其它专业课程项目教材

验收要点：

1. 实训教材（初稿）

2.其它专业课程项目化教材

（定稿）

建设目标：

校本教材试用及完善

验收要点：

教学质量评价及改进方案

建设目标：

完善校本教材

验收要点：

校本教材使用效果汇报。

3.创新并实施

“教、学、产、

销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

建设目标：

制定“教、学、产、销一体

化”的教学实施方案

验收要点：

“教、学、产、销一体化”

的教学实施方案

建设目标：

实施“教、学、产、销一体化”

的教学模式

验收要点：

1.专业课程学期授课计划

2.专业课程实训记录

3.学生生产成绩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建设目标：

实施“教、学、产、销一体化”

的教学模式

验收要点：

1.专业课程学期授课计划

2.专业课程实训记录

3.学生生产成绩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4.学生校内技能竞赛成绩

建设目标：

实施“教、学、产、销一体

化”的教学模式

验收要点：

1.专业课程学期授课计划

2.专业课程实训记录

3.学生生产成绩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4.学生校内技能竞赛成绩

5.企业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建设目标：

实施“教、学、产、销一体化”

的教学模式

验收要点：

1.专业课程学期授课计划

2.专业课程实训记录

3.学生生产成绩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4.学生校内技能竞赛成绩

5.企业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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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4.实训教学信

息化

建设目标：

校企合作搭建信息化实训教

学平台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2.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建设目标：

完善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2.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3.信息化实训教学记录

建设目标：

完善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2.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3.信息化实训教学记录

建设目标：

完善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2.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3.信息化实训教学记录

建设目标：

完善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教学平台

2.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3.信息化实训教学记录

5.创新创业教

学

建设目标：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验收要点：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2.创新创业项目任务书

建设目标：

创新创业教学常态化、制度化

验收要点：

1．创新创业课程；

2.创新创业相关制度；

3.创新创业计划书和项目任务

书；

4.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建设目标：

创新创业教学常态化、制度化

验收要点：

1．创新创业课程；

2.创新创业相关制度；

3.创新创业计划书和项目任务

书；

4.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建设目标：

创新创业教学常态化、制度

化

验收要点：

1．创新创业课程；

2.创新创业相关制度；

3.创新创业计划书和项目任

务书；

4.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5.毕业生创新调研报告

建设目标：

创新创业教学常态化、制度化

验收要点：

1．创新创业课程；

2.创新创业相关制度；

3.创新创业计划书和项目任务

书；

4.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5.毕业生创新调研报告

6.课堂思政与

美育

建设目标：

完成课堂思政、课堂养育教

学方案

验收要点：

课堂思政、课堂养育教学方

案

建设目标：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试点

验收要点：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教学材料

建设目标：

全面实施课堂思政、课堂美育

验收要点：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教学材料

建设目标：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常态化

验收要点：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教学成

果

建设目标：

课堂思政、课堂美育制度化

验收要点：

毕业生综合素质调研报告

4 教师教学 1．教师教学创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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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创新团队 新团队机制建

设

制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管理

制度

验收要点：

1.高水平人才引进制度

2.老师培训制度

3.教师教学创新成果奖励机

制

构建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体系

验收要点：

1.高水平人才聘任制

2.专业带头人、骨干老师、“双

师型”认定标准。

完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机制

验收要点：

1.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认证制

2.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聘任制

完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机制

验收要点：

1.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认证制

2.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聘任

制

完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机制

验收要点：

1.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认证制

2.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聘任制

2．专业带头人

培养

建设目标：

培养 1名校级教学名师

验收要点：

校级名师聘书

建设目标：

1.培养 1名校级教学名师

2.聘任 1 名行业企业专家为专

业学科带头人

验收要点：

专业带头人聘书

建设目标：

1.培养 2名校级教学名师

2.聘任 1 名行业企业专家为专

业学科带头人

验收要点：

专业带头人聘书

建设目标：

1.培养 1市级教学名师

2.聘任 1 名行业企业专家为

专业学科带头人

验收要点：

教学名师和专业带头人聘书

建设目标：

1.培养 1 名省级名师和 1 市级

教学名师

2.聘任 1 名行业企业专家为专

业学科带头人

验收要点：

教学名师和专业带头人聘书

3.骨干教师和

“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

制定骨干教师和“双师型”

教师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骨干教师和“双师型”教师

培养方案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培养 3 名青年骨干教

师和 6名“双师型”教师

验收要点：

1.青年骨干教师聘书

2.“双师型”教师证书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3 名青年骨干教

师和 3名“双师型”教师

验收要点：

1.青年骨干教师聘书

2.“双师型”教师证书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新增 3 名青年骨干

教师和 3名“双师型”教师

验收要点：

1.青年骨干教师聘书

2.“双师型”教师证书

建设目标：

专业群内 “双师型”教师比

例达 80%以上

验收要点：

1. “双师型”教师花名册及证

书

5
实践教学

基地

1．校内实训基

地建设

建设目标：

完成养猪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验收要点：

建设目标：

1.完成现代化养猪实训基地建

设。

建设目标：

1.完成水产养殖实训基地建

设。

建设目标：

完成现代化养鸡实训基地建

设。

建设目标：

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验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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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可行性报告

2.建设方案及规划设计

3.硬件建设与配套

2. 完成水产养殖实训基地建

设规划

验收要点：

1.养猪实训基地验收报告

2.养猪实训基地试运行材料

3.水产养殖实训基地可行性报

告

4.水产养殖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及规划设计

5. 水产养殖实训基地硬件建

设与配套

2.完成养鸡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验收要点：

1.水产养殖实训基地验收报告

2.水产养殖实训基地试运行材

料

3.养鸡实训基地可行性报告

4.养鸡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及规

划设计

5.养鸡实训基地硬件建设与配

套

验收要点：

1.养鸡实训基地验收报告

2.养鸡实训基地试运行材料

1.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2.学生实训记录材料

3.学生生产成绩

2．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

建设目标：

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建设

规划

验收要点：

1.可行性报告

2.建设方案及规划设计

3.硬件建设与配套

建设目标：

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建设并

试运行

验收要点：

1.验收报告

2.试运行材料

建设目标：

1.完成运行机制建设

正常运行

验收要点：

1.相关制度

2.创新创业成果

建设目标：

1.完善运行机制建设

正常运行

验收要点：

1.相关制度

2.创新创业成果

3.毕业生创业率

建设目标：

正常运行

验收要点：

1.创新创业成果

2.毕业生创业率

3. 校外实训

基地建设

建设目标：

建立 4 个深度合作的校外实

训基地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建设目标：

新增 4 个校外实训基地，校外

实训基地总数达 8个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建设目标：

新增 4 个校外实训基地，校外

实训基地总数达 12 个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建设目标：

新增 4 个校外实训基地，校

外实训基地总数达 16 个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建设目标：

保持长期稳定的 16 个校外实

训基地。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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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2.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2.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2.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2.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6
技术技能

平台

1．校企共建信

息化实训平台

建设目标：

完成信息化实训平台建设可

行性调研和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1.信息化实训平台建设可行

性报告

2. 信息化实训平台建设方

案

建设目标：

搭建信息化实训平台

验收要点：

建设 3个具信息化功能实训室

建设目标：

搭建信息化实训平台并试运行

验收要点：

增建 3个具信息化功能实训室

建设目标：

升级信息化实训平台

验收要点：

企业生产全景对接学校实训

教学试运行。

建设目标：

全面实施信息化实训

验收要点：

信息化实训成果材料。

2．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建设目标：

完成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可行性调研和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可行性报告和建设方案

建设目标：

完成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建设

验收要点：

1.采购合同

2.验收报告

建设目标：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试运行

验收要点：

1.实训教学材料

2.师生反馈意见

建设目标：

完善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验收要点：

1.实训教学材料

2.师生反馈意见

建设目标：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正式运行

验收要点：

1.实训教学材料

2.师生反馈意见

3. 茂名市畜

禽疾病防控应

用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建设目标：

完成建设茂名市畜禽疾病防

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可

行性调研和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可行性报告和建设方案

建设目标：

建设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验收要点：

1.采购合同

2.中期验收报告

建设目标：

完成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和试运

行

验收要点：

1.终期验收报告

2.试运行报告

建设目标：

正式投入运营

验收要点：

1.管理制度

2.运营成果材料

建设目标：

开展对外服务

验收要点：

1.对外服务成果材料；

2.社会反馈意见

7社会服务 1．共建社会服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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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务体系和服务

平台

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建

社会服务体系

验收要点：

1.共建社会服务体系协议书

2.工作方案

开展社会服务

验收要点：

1.科技下乡服务

2.科技扶持产业园

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

验收要点：

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方案

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

验收要点：

信息化服务平台雏形

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

验收要点：

信息化服务平台运行

2．开展社会培

训

建设目标：

制定对接产业的社会培训方

案

验收要点：

培训方案

建设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验收要点：

1.培训教材

2.培训成果材料

建设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验收要点：

1.培训教材

2.培训成果材料

建设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验收要点：

1.培训教材

2.培训成果材料

建设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验收要点：

1.培训教材

2.培训成果材料

8
国际交流

与合作

搭建畜牧兽医

专业群国际交

流与合作平台

建设目标：

制定与“一路一带”沿线国

家交流与合作方案

验收要点：

合作方案

建设目标：

委派教师到国外交流学习

验收要点：

1.相关文件

2.交流学习材料

建设目标：

邀请国际知名职教专家到校交

流指导

验收要点：

1.相关文件

2.交流学习材料

建设目标：

探索国际间联合办学

验收要点：

国际间联合办学方案、意向

书、文件等相关材料

建设目标：

开展国际间合作办学

验收要点：

1.国际间合作办学协议

2.合作办学成果

9
可持续发

展保障机

制

1．政策保障

建设目标：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

验收要点：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文件

建设目标：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

验收要点：

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建设目标：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

验收要点：

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建设目标：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

验收要点：

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建设目标：

用地、人才引进等政策

验收要点：

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2.组织保障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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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成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领导

小组

验收要点：

相关文件

组织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组织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组织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组织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3.制度保障

建设目标：

制定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实施

管理办法、及经费管理实施

细则制度

验收要点：

相关制度文件

建设目标：

制度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建设目标：

制度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建设目标：

制度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建设目标：

制度运行

验收要点：

执行报告

4.人员保障

建设目标：

人员配备

验收要点：

相关文件

建设目标：

人员运行

验收要点：

专业群建设总结报告

建设目标：

人员运行

验收要点：

专业群建设总结报告

建设目标：

人员运行

验收要点：

专业群建设总结报告

建设目标：

人员运行

验收要点：

专业群建设总结报告

5.经费保障

建设目标：

申请专项资金

验收要点：

1.专项资金文件

建设目标：

申请专项资金

验收要点：

1.专项资金文件

2.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报告

建设目标：

申请专项资金

验收要点：

1.专项资金文件

2.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报告

建设目标：

申请专项资金

验收要点：

1.专项资金文件

2.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报告

建设目标：

申请专项资金

验收要点：

1.专项资金文件

2.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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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专业群经费预算

序号 建设内容
经费预算（万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

1.“产教相融、双能导向、双证并举”的人

才培养模式
5 8 10 10 5

2．现代学徒制 10 15 20 20 20

3.订单培养 5 15 20 20 20

4.1+X 证书制度 10 15 15 15 15

2
课程教学资

源建设

1．优质核心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100 100 30 30 30

2．仿真实训教学资源 1 60 1 1 1

3.专业图书与学材 0 10 10 3 3

3
教材与教法

改革

1．构建基于工作过程模块化项目课程体系 8 4 3 3 3

2．校企合作开发模块化项目教材 72 90 10 5 5

3.创新并实施“教、学、产、销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
3 20 20 10 10

4.实训教学信息化 60 30 20 20 10

5.创新创业教学 2 20 15 15 15

6.课堂思政与美育 2 8 5 5 5

4
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

1．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机制建设 5 1 1 1 1

2．专业带头人培养 8 10 10 5 5

3.骨干教师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10 12 12 5 5

5
实践教学基

地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350 300 200 15 15

2．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30 10 10 10 10

3.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10 5 5 5 5

6
技术技能平

台

1．校企共建信息化实训平台 5 75 75 5 5

2．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5 60 3 3 3

3. 茂名市畜禽疾病防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10 470 480 20 20

7 社会服务
1．共建社会服务体系和开展社会服务 5 20 10 10 10

2．开展社会培训 2 8 8 8 8

8
国际交流与

合作
搭建畜牧兽医专业群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 5 10 15 20 20

9
可持续发展

保障机制

1．政策保障；2.组织保障；3.制度保障；

4.人员保障；5.经费保障
10 3 3 3 3

合计 733 1379 1011 266 253

总计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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