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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2 

构建五大体系，培

养卓越农林经济管

理人才 

省级教学

成果奖一

等奖 

湖北省教育厅 

2014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项目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国家“双一流”学

科建设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第四轮学科评估 A类 教育部 

2019 国家一流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 
新一轮国家“双一

流”学科建设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 
教育部虚拟教研室

（农经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农经教工支部）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湖北农发中

心学生支部）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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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湖北省先进基层党

支部（支教团） 
省级 中共湖北省委 

2022 
湖北高校党建工作

标杆院系 
省级 中共湖北省委 

2017 
国家一流课程 

《经济学原理》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一流课程 

《农产品营销学》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一流课程 

《思维导图》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一流课程 

《公司理财》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荆楚卓越人才协同

育人计划 
省级 

湖北省 

教育厅 

2019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微观经济

学》 

省级 
湖北省 

教育厅 

2019 
“农业经济管理” 

系列课程 

省级教学

团队 

湖北省 

教育厅 

2020 
经济学 

基础理论课程 

省级教学

团队 

湖北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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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管理方法类课程群

教学团队 

省级优秀

基层教学

组织 

湖北省 

教育厅 

202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新文科建设实践 
国家级 

教育部新文科

项目 

2021 
农林高校政产学研协同

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国家级 

教育部新文科

项目 

2017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标准研究 

实践教学

标准 
教育部 

2017 

华中农业大学经管

类专业创新创业实

践体系建设 

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 
教育部 

2021 

经管类实践条件和

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与实践 

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 
教育部 

2016 
现代农业经营精英

培养模式研究 

省级教改

项目 

湖北省 

教育厅 

2017 
第二课堂与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省级教改

项目 

湖北省 

教育厅 

2017 

农林高校经管类专

业实践教学效果评

价体系研究 

省级教改

项目 

湖北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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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涉农高校服务乡村

振兴的模式与实践 

省级教改

项目 

湖北省 

教育厅 

2020 

多学科交叉融合农

林经济管理人才培

养机制创新实践 

教指委教

改项目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21 

基于学科交叉的农

林经济管理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教指委教

改项目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21 

以农业大数据促进

农业经济管理人才

培养的路径探讨 

教指委教

改项目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22 

实践教学与农村社

会调查融合长效机

制研究 

教指委教

改项目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22 
产业经济学课堂思

政示范课建设 

教指委教

改项目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19 

全国农经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微观经济

学） 

一等奖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2019 

全国农经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农业经济

学） 

二等奖 
教育部农经教

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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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公益创业赛

（建始扶贫项目） 

银奖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等 

2018 
“创青春”湖北省

大学生创业大赛 
银奖 

团省委、教育

厅等 

2019 

湖北省“争做新时

代向上向善好青

年” 

-- 
共青团 

省委 

2020 

湖北省“五四红旗

团支部”（2017级

“张之洞”班） 

-- 
共青团 

省委 

2020 

省“挑战杯”创业

计划竞赛（创谷团

队） 

金奖 
共青团 

省委 

2021 
IFAMA国际农商管理

学生案例大赛 
金奖 

国际食品与农业

企业管理协会 

2021 

中国“互联网+”全

国总决赛（食验室项

目） 

银奖 
教育部、统战

部等 

2021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公益创业赛（耕读

兴农志愿服务队） 

金奖 
共青团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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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互联网+”大赛省

赛（数字乡村团

队） 

银奖 
湖北省教育厅

等 

2021 

农林经济管理“一

感三力”人才培养

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校教学成

果奖一等

奖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构建“四位一体”

产业育人链，创新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 

校教学成

果奖二等

奖 

华中农业大学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4年 10月           实践检验期：5年 

 完成：2017年 10月 

成果

关键

词 

不超过 3个，简明扼要，突出成果主要内容，原则上不与成

果分类雷同。 

 

一感三力；人才培养体系；卓越农经人才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以文本格式为

主，图表不超过 3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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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果简介 

为解决本专业人才培养社会责任感和自主学习力、实践创新力、

全球胜任力亟需加强等问题，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本禹志愿服务

队”回信精神，成果依托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14），结合国家“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聚焦人才培养

目标和过程两个关键问题，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塑造三个层

次，多方协同，构建五大体系，提升“一感三力”，培养卓越农经人

才。 

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知技术、懂经济、善管理”“又农

又经又管”的卓越农经人才，须具备“两基”“一感三力”。“两

基”指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与“农业+”“信息技

术”等交叉；“一感三力”指社会责任感、自主学习力、实践创新力

和全球胜任力。 

（1）设置“平台+专业”课程模块，文理兼修，学科交叉；设立

人才试验区，本研、本博贯通；设置经典阅读班和阅读学分，探索书

院制。构建厚基础、宽口径的经济、管理与“农业+”知识通专融合的

课程体系。 

（2）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设置社会实践学分，融入“狮山

文谷”建设，开展“两季三节”文化活动；党建与思政结合，“课程

思政”“思政课程”并重，打造全国党建样板支部；人才培养与志愿

服务结合，成立“本禹班”，“本禹志愿服务队”义务支教 18年。构

建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体系。 

（3）建实训平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本科导师制、团队学

习制；开展智慧农业大赛、国际农商大赛等，“项目+竞赛+品牌活

动”以赛代教、以赛促学。构建“教-学-练”三位一体的学生自主学

习力培养体系。 

（4）强化实习实践教学、校地政企协同育人、创新创业实践，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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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科教融合、虚实融合和产学研融合，开展社会经济大调查，建大

数据平台，构建“一强三融”的学生实践创新力培养体系。 

（5）通过全英文课程、方法国际训练营、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学

生联合培养、111基地建设和国际会议等，国际交流常态化，构建

“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全球胜任力提升体系。 

逻辑图如下： 

图 1 成果逻辑图 

1.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课程体系过度专业化和单一化，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与

方法类课程不多，国际化程度偏低，学生学术素养和全球胜任力亟需

提高。 

（2）专业实习实践教学薄弱，课堂理论教学偏多，产科教融合不

够，创新创业教育不多，学生自主学习力和实践创新力亟需提高。 

（3）学生缺乏“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认知，服务乡

村振兴的社会责任感亟需提高。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突出学科交叉，建设经济、管理与“农业+”通专融合课程体系 

一是通专融合，设置课程模块。大类招生改革为兼收经济和管理

类学生。分模块设置“平台+专业”课程，增设跨学科课程、高阶课程

和“耕读中国”思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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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研贯通，设置人才试验区。建设国家人才培养创新区“张

之洞”班。成立“达尊”班，探索本硕、本博贯通，探索书院制。 

2.2 做实“三个结合”，建设入脑入心入行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体系 

一是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五育并举。第一课堂增设人生价

值等 6个课程模块。建设校-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第二课堂与社会

实践结合，设置实践学分，融入校“两季三节”文化活动。 

二是党建与思政结合，厚植家国情怀。打造师生两个“全国党建

工作样板支部”，与贫困地区结对帮扶。建设“党建标杆院系”和全

国首个大学生党建“红色微博”。 

三是人才培养与志愿服务结合，弘扬志愿精神。成立“本禹”

班，64名学生赓续 18年赴贵州等地支教，支教团建成“湖北高校先

进基层党组织”。 

2.3 搭建实训平台，建设“教-学-练”三位一体自主学习力培养体系 

一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开展省-校-院三级教改立项。建设国-省

两级一流课程。增设创新学分，建立本科导师制，向学生开放所有科

研课题。 

二是建立“项目+竞赛+品牌活动”训练体系。建立武汉首个“创

客空间”，发起全国智慧农业创意大赛，主办专业技能竞赛，建成专

业-学院-学校-国创四级创新创业支持体系。 

2.4 强化创新实践，建设“一强三融”实践创新力培养体系 

一是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三级教学

体系。新增创新创业模块，开设实践“伴侣”课程。 

二是农科教融合，开展乡村调查。建设全国高校最大规模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调研平台，新增国家农科教合作培养基地，开展“乡村振



10 

 

兴荆楚行”。 

三是虚实融合，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建成湖北经济管理实验

中心和虚拟仿真中心，获批教育部虚拟教研室。 

四是产学研融合，校地政企协同育人。开办农商精英班和“新金

农”校企班，与湖北种子集团等校企合作，与巴彦淖尔市共建智慧农

业实验室。 

2.5 推进国际合作，建设“引进来”“走出去”全球胜任力提升体系 

一是“引进来”。办好中英合作“国际农产品营销”班，引进全

英文课程 24门。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共建宏观农业研究院，获批

111引智基地。 

二是“走出去”。选派教师赴康奈尔大学等培训，选拔学生海外

访学、修课、参加会议等，定期与帝国理工等合办暑期学校。 

3.成果的创新点 

3.1 固本强基，构建了经济、管理与“农业+”知识通专融合的课程

体系 

率先提出“面向新文科，与信息技术交叉，用规范的现代经济

学、管理学理论方法改造和提升传统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建设一个既立足国内又面向国际的课程体系。新的“平台+

专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模块集

群，厚基础，宽口径，实现了学科交叉、基础理论和方法、全球胜任

力的三个强化，产生了人才培养的集群创新效应。 

3.2 培育情怀，构建了“三个结合”的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体系 

在实施“三个结合”过程中，专业涌现出“感动中国”人物徐本

禹，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嘱托“与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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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为人民奉献”。成果发掘这一宝贵资源，党建与思政结合，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人才培养与志愿服务结合，传承“本禹”精

神，厚植家国情怀，发挥榜样力量，引导学生将社会责任感内化为个

性品质，产生了人才培养的示范创新效应。 

3.3 知行合一，构建了以“三力”为基石的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体系 

本专业“又农又经又管”的特征决定了其人才培养既要顶天立

地，又要有国际视野。成果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秉持学校“手脑并

用、知行合一”的育人传统，坚持“教-学-练”三位一体、“一强三

融”多方聚力、“引进来”“走出去”并举，对接产业需求链，延长

人才培养链，激活科研创新链，打造师生共同体，提高学生以“三

力”为基石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了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效应。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全面推行，覆盖面广 

2014年以来，成果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指向明确的人才培养体

系并固化为人才培养方案，经“张之洞”班试点后，在本专业全面推

行，辐射其他专业，受益学生 3500余人，先后有人大、浙大等十余所

高校交流考察经验，推广效果良好。 

4.2 多点突破，质量提升 

学生获 2021年国际食品与农业企业管理协会（IFAMA）案例竞赛

本科生组冠军和研究生组亚军，成为赛事发起以来亚洲唯一一所两组

同时获奖的高校。获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奖项 9项、美国数学建模竞

赛 6项，“挑战杯”“互联网+”“创青春”三大赛省级以上奖项 15

项，中国青年志愿项目大赛国家金奖 1项、省级金奖 2项。承担国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 50余项，在 SSCI刊物、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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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取得突破。200余人次学生赴境外访学，保研学生深受北大、清

华等欢迎。“亲亲果园”“耕读兴农”等创业团队被 CCTV、新华社等

报道。 

4.3 立德树人，典型涌现 

教工支部和湖北农村发展中心学生支部双双获批“全国党建工作

样板支部”，成为该专业全国唯一；党委入选湖北高校党建标杆院系

培育创建单位；“张之洞”班获湖北五四红旗团支部、全国高校活力

团支部等。“本禹志愿服务队”纳入青年志愿者扶贫计划全国示范项

目，获评中国最美志愿者和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支教团支部获

“湖北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涌现出湖北“最美社科人”、湖北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湖北“向上向善好青年”、武汉大

学生创业先锋和精准扶贫个人等典型。 

4.4 支撑学科，实力增强 

2016年第四轮学科评估入选 A类，2017年和 2022年连续入选国

家“双一流”学科，2019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获批国家教学团队 1

个、省级教学团队 3个、教育部新文科项目 2项和产学研协同育人项

目 5项、国家一流课程 4门和省级一流课程 1门。出版“十三五”国

家及部级规划教材 7部，发表教改论文 22篇。建成省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教育部虚拟教研室。 

4.5 辐射全国，形成品牌 

成果具有较强实用性和示范性。每年的研究方法国际训练营除了

惠及本校师生，吸引了北大、南大、中科院等几十所院校百余名师生

参加。专业建设经验多次在全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等会议交流，

获得农经学科评议组、教指委和兄弟院校的高度评价，《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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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习强国、新华网等多次报道。 



14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李谷成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年 5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学科建设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8986231362 

电子信箱 lgcabc@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16），霍英东青年教师奖

（2018），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6），

湖北发展研究奖（2016，2021）和商务发展研究奖

（2018），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020）和青年拔尖人才（2014），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2011），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2017），全

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9），湖北省教

学团队（2021）。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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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双一流”学科、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责任

人。 

2. 教育部新文科项目“农林经济管理新文科建设实践”主持

人。 

3. 全面组织本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可行性论证工作。 

4. 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工作。 

5. 组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制定与修订工作。 

6. 执笔起草本项目报告的撰写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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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2)完成人 

姓   名 
罗小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年 12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本科人才培养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8627806308 

电子信箱 luoxiaofeng@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三等奖

（2013，2015），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招标课题评审

一等奖（2010），湖北发展研究奖三等奖（2014，

2020），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

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2015），武汉市“十百千人

才工程”（2015），湖北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

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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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曾任农林经济管理系系主任（2015-2019），负责专业建

设。 

2. 负责本科教学与运行、专业建设工作。 

3. 负责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4. 参与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5. 参与项目报告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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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3)完成人 

姓   名 
熊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年 11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系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专业建设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3720368717 

电子信箱 taoxiong@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6），湖北省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5），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2022）、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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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曾任农林经济管理系副系主任（2016-2019），负责学生实

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等工作。 

2. 现任农林经济管理系系主任，负责日常教学运行和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工作。 

3. 负责相关全英文课程的教学与设计工作。 

4. 参与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5. 参与项目成果报告的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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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4)完成人 

姓   名 
颜廷武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年 12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8381 移动电话 13554386778 

电子信箱 yantw@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6），中国

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2016），湖北省大学生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2017），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2017），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0），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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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曾任农林经济管理教工党支部书记（2016-2019），负责相

关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2. 负责科研基地和农科教实习基地建设。 

3. 负责人才培养体系科研育人和国际化工作。 

4. 参与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5. 参与项目报告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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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5)完成人 

姓   名 
陈国顺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年 06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研究员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学院党委书记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3971585510 

电子信箱 chenguoshun@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个人（2010）。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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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 

2. 负责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工作。 

3. 提供项目的实施保障工作。 

4. 参与项目成果的撰写与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24 

 

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6)完成人 

姓   名 
刘三宝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年 02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学院党委副书记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0195 移动电话 13554362626 

电子信箱 lsb@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全国学校共青团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2017），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复赛金

奖指导教师（2020、2021、2022），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指导教师（2021）。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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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和党建团建工作。 

2. 负责大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作。 

3. 提供项目的实施保障工作。 

4. 参与项目成果的撰写与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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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7)完成人 

姓   名 
杨志海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年 08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系党支部书记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支部党建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3971235855 

电子信箱 zhyang@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教育部农林经济管理教指委“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二等奖（2019），湖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微观经济学》，2019），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十佳项目”指导教师（2019），湖北省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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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曾任农林经济管理系副主任（2016-2019），负责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和课程建设工作。 

2. 现任农林经济管理教工党支部书记，负责支部党建和思想政

治工作，包括教工样板支部建设等。 

3. 组织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4. 参与项目报告的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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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8)完成人 

姓   名 
冯中朝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年 11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3907169566 

电子信箱 fengzhch@163.com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发展研究奖一等奖（2011，2016，2020），中

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16），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2016），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

（2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7），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2007-2023），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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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农业技术经济方向学术带头人。 

2. 参与本项目研究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3. 负责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固定观察点建设维护工作。 

4. 负责社会实践体系的设计与农科教基地的建设工作。 

5. 参与完成项目总报告的撰写、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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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9)完成人 

姓   名 
祁春节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年 02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和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5871782598 

电子信箱 qichunjie@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三等奖（2009），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2007），武汉市“213人才工程”人

选（200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5），广西省“百名顶尖人才支持工程”

（2011），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2007-2023）。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31 

 

主 

 

要 

 

贡 

 

献 

1. 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农业贸易与金融方向学术带头人。 

2. 参与项目方案设计和可行性论证工作。 

3. 负责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户固定观察点建设工作。 

4. 负责社会实践体系设计与实习基地建设工作。 

5. 参与项目总报告的撰写、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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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10)完成人 

姓   名 
闵师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年 05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系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张之洞”班建设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8611041446 

电子信箱 min@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楚天学子（2019），湖北

发展研究奖三等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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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组织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工作。 

2. 负责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张之洞”班建设。 

3. 参与项目报告的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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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 15人） 

第(11)完成人 

姓   名 
何可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9 年 02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系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 

工作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7-87286896 移动电话 15927612117 

电子信箱 hk@mail.hzau.edu.cn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湖北发展研究奖三等奖（2020），九三学社湖北省

委参政议政先进个人一等奖（2022），湖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22），第二届全国农业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教学成果二等奖（2022）。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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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参与组织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工作。 

2. 负责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 

3. 参与项目报告的撰写和论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36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华中农业大学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 系 人 肖湘平 联系电话 027-87286929 

传    真 027-87384670 邮政编码 430070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1 号 

电子信箱 xiaoxp@mail.hzau.edu.cn 

主 

 

 

 

要 

 

 

 

贡 

 

 

 

献 

本项目为华中农业大学独立完成的成果。 

本单位在项目建设和成果形成的过程中： 

1. 组织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更新教育教学思想理念。 

2. 为项目实施提供各种保障措施，提供推广平台。 

3. 为项目实施提供农科教平台、实践基地和多渠道的国际

化交流平台。 

4. 为项目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全面大力支持，在全校范围内协

调优质的教学、科研资源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服务。 

6．积极开展教学研讨，及时总结经验，宣传并示范推广

等。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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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该成果立足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依托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双一流”学科和国家一流专业建

设，从实践中选题，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成果基于农

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训练过度单一化，学生社会责任

感、实践创新力、自主学习力和全球胜任力不足等问题，聚焦

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和培养过程规范两个关键性问题，从知识传

授、能力提升、价值塑造三个层次，多方协同，构建五大体

系，提升“一感三力”，培养卓越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在教育

教学改革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为推进新文科、新农科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创新，为行业高校坚持特色办学、坚持内涵式发展

进行了成功探索。 

推荐单位对该成果的有关信息及填报内容进行了认真核

实，材料真实有效，成果理念先进，针对性强，探索出的人才

培养模式可操作性好，实践成效显著，居全国同类研究领先水

平，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同意推荐。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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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书附件 

（请以此页为封面，将附件单独装订成册） 

 

成果名称：构建五大体系，培养卓越农林经济管理人才 

 

推荐序号： 

 

附件目录： 

1.教学成果总结报告（不超过 5000 字，报告名称、格式自定） 

2.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仅限 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