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ꎬ兼顾个别红色教育基地、农耕文化基地、地方涉农博物馆等ꎮ

二、路线要求

(一)地方特色鲜明ꎮ 路线要充分体现本省主导产业和特色

产业发展ꎬ或体现乡村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ꎬ或突出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典型经验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ꎬ以利于省

域之间相互学习借鉴ꎮ

(二)实践特性突出ꎮ 教学点选择要符合农民学员的生产经

营实情和学习特点ꎬ不强调高大上ꎬ要让学员们看得懂、学得会、用

得上ꎬ能对学员在眼界开阔、思路启发、能力提升上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ꎮ

(三)产业链条完备ꎮ 以产业为主题的路线ꎬ在教学点选择上

要兼顾产前、产中、产后ꎬ提倡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ꎬ路线涵盖研

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建设、体验消费、服务等多个环节ꎬ

为学员提供全方位学习机会ꎮ

(四) 融入思政元素ꎮ 可选择 １—３ 个具有思政元素的教学

点ꎬ如红色教育基地、农耕文化基地、地方涉农博物馆等ꎬ在现场教

学中将行业发展、产业提升与爱国主义教育、大国“三农”情怀、农

耕教育有机结合ꎮ

(五)路线安排合理ꎮ 每条路线以 ５—７ 天(含报到和返程)安

排为宜ꎬ教学点 ６—１５ 个左右ꎮ 路线设计突出质量ꎬ兼顾交通和食

宿安排ꎬ要求行程合理、松紧适度、简便高效ꎮ

(六)教学效果良好ꎮ 选择的地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

—２—



合作社示范社、农业园区等单位ꎬ要求近三年内承担过高素质农民

培育或学用贯通综合试点项目的实训任务ꎬ具有相应的农民培训

经验ꎬ以往教学反馈良好ꎮ

三、有关要求

(一)每省推荐路线不超过 ２ 条ꎬ并提交完整的线路策划方案

及相关图片资料ꎮ 路线中不是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和全国县级

优质农民田间学校的教学点ꎬ要提供相应证明材料ꎮ

(二)每条路线均需填写«农民田间学校第一批现场教学路线

策划方案»ꎬ包含路线名称、路线简介、现场教学时间、行程路线及

活动安排、特色产品推荐、线路图、教学点简介等ꎮ 要求提供 Ａ４

页面电子材料一式两份(ＷＯＲＤ 文档格式及 ＰＤＦ 格式盖章)ꎮ

(三)请结合文字内容为每个教学点配备 ５ 张拥有版权的宣

传图片ꎬ用于后期路线宣传推介ꎮ 图片应凸显线路主题特色ꎬ尽量

使用 １６ ∶ ９ 版式ꎬ格式为 ＪＰＧꎬ像素高清无水印ꎬ每张图片不小于

２ＭＢꎮ 根据路线策划方案和教学点编写体例要求ꎬ将宣传图片插

入文字内容中ꎬ并另外单独报送图片原图文件ꎬ图片原图文件根据

内容命名ꎬ如“图片 １:ＸＸ 合作社”ꎮ

(四)请各省级农广校根据高素质农民培育或学用贯通综合

试点项目的培训类型设计路线ꎬ不同类型培训之间ꎬ路线设计不交

叉ꎮ 暂不支持跨省路线ꎮ

(五)请各省级农广校于 ７ 月 ２５ 日前将相关材料电子版(含

推荐表 ＰＤＦ 版盖章)报送中央农广校体系建设处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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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民田间学校第一批现场教学路线策划方案编写体例

路线名称（华文中宋，小二）

一、路线简介（黑体，四号）

简要介绍本路线特点，500 字以内。

二、最佳现场教学时间（黑体，四号）

时间：X月-X 月 时长：X天

三、行程路线及活动安排（黑体，四号）

第一天 报到（楷体，四号）

第二天

简要介绍当天现场教学内容和特点，100 字以内。

上午：XXX 公司/下午：XXX 合作社（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

校）/住宿：XXX 县

(下附图片，每个现场教学点 1幅，并注明图片内容)

第三天（要求同上）

……

第七天 返程

四、特色产品推荐

推荐现场教学点的特色农产品或服务。

五、路线图

从省域地图中标出现场教学点和行进路线，直观展示现场教学路

线的方位。

（注明：上述正文字体为仿宋，四号，行间距25磅。图片提供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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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民田间学校第一批现场教学路线教学点简介

编写体例

名称（XXX农民田间学校或企业）（华文中宋，小二）
依托主体名称： XXX 公司

【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基本生产经营情况，200 字左右。

【获得荣誉】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 2020 年以来获得的荣誉，200 字左右。

【产业特色】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的产业特色，30 字左右。

【设施设备】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拥有的教育培训用房、实训场地、食宿

等情况，100 字左右。

【实训活动】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可开展的实训活动，100 字以内。

【开放时间】 写明开放月份或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可自主开展的培训课程名称和课程主要

内容，200 字左右。

【授课老师】 简要介绍依托主体拥有的专兼职教师和基本情况，且教师

顺序与特色课程顺序对应，200 字左右。

（注明：上述正文字体全部为仿宋，小四号，行间距 18 磅。每个教学点简

介不超过一页 A4 纸，后附 4 幅教学点特色图片，要求提供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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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民田间学校现场教学路线和教学点简介编写样例

湖南路线一 粮油经作生产+农文旅

一、路线简介

本路线以粮油、粮经、农文旅相结合为主题，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教学覆盖全产业链，从水稻种植、水产养殖到农产品加工销售，

再到乡村振兴、农业休闲旅游、红色旅游，路线全面展示了湖南现代

农业发展成果。二是教学版块多元，路线涵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

作社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等多种发展模式，充分展现湖南农业的活力

与创新。三是教学形式多样，路线教学点以集中授课、专题研讨、案

例教学、现场学习考察、学员交流等方式开展教学。四是教学区域广

泛，路线涵盖了益阳、常德、湘潭、长沙、岳阳等多个城市。五是教

学点质量优异，路线包含五所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两所全国县级

优质农民田间学校、三所省级农民田间学校，一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点、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一个博物馆，科技与生态相结合。本路线

涵盖了湖南农业的多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湖南农业的多样性和现代化

进程，通过实地现场教学，可以深入了解湖南农业的创新模式、科技

应用和发展方向，为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提供借鉴。

二、最佳现场教学时间

时间：3 月—12 月 时长：7 天

三、行程路线及活动安排

第一天 长沙报到

第二天

通过考察稻虾共生模式、淡水渔业和粮食加工企业、农文旅基地，

了解湖南益阳市南县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情况，穿插红色教育，领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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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泽东的革命事迹。

上午：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省级农民田间学校稻喜

田园农旅基地、南县稻虾公共服务产业园、毛泽东与南县红色文化主

题馆）/下午：顺祥食品有限公司———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

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住宿：安乡

助农公司加工厂 稻喜田园农旅基地

南县稻虾公共服务产业园 毛泽东与南县红色文化主题馆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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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通过考察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了解湖南常德市农业生产服

务、农资采购配送、农产品购销和资金互助四大平台为一体的模式，

“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走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点港中坪

村，学习镇村主导、群众主体、乡贤赞助、协会管理的乡村治理服务

模式，领略常德民间文化诗词文化魅力。

上午：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省级农民田间学校）/下午：

港中坪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点）——稻作源民俗文化村/住宿：常德

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 港中坪村

稻作源民俗文化村

第四天

通过考察河洲水产了解湖南常德市生态养殖、产品研发、销售服

务、休闲观光、互联网+为一体的农业化模式，了解银田村通过种植

富硒灵芝、香菇、木耳、水稻等高硒系列农产品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

做法。

上午：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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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下午：韶山银田村乡村振兴产业园（乡村振兴示范点）/住宿：

韶山

常德市鼎城区河洲水产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韶山银田村乡村振兴产业园

第五天

通过考察韶山三农培训中心、华银生态、湘都生态农业了解湖南

农业的三产融合、乡村旅游、农村教育等。穿插红色党性教育，实地

感受毛泽东思想和精神。

上午：党性教育韶山----韶山三农培训中心（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

农民田间学校、湖南省级农民田间学校）/下午：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第二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首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住宿：湘都

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韶山三农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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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雨湖区华银生态园 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第六天

通过考察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华穗生态、隆平水稻博物馆，了

解湖南岳阳市粮食“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和“专业化、信

息化”经营管理理念，了解水稻发展历史和隆平院士事迹。

上午：岳阳市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

校）/下午：隆平水稻博物馆——湖南华穗生态股份科技有限公司（第

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住宿：华穗

岳阳市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 隆平水稻博物馆

湖南华穗生态股份科技有限公司

第七天 总结交流，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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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产品推荐

该路线的特色农产品、文化创意产品非常丰富且具有特色。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渔家姑娘品牌旗下各种小农虾制品。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米珍营养米、大米萃取物米珍

系列保健食品、速食米饭等。

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玖源有机大米、玖源菜籽油、玖源

青梅酒等。

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千村好米、千村好油等主打农产

品。

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河洲甲鱼等。

韶山银田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富硒灵芝、香菇、绿色水稻等绿色、

富硒系列农产品。

韶山市三农培训中心：祖田米，韶山村文创。

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自营腊制品：腊肉、腊牛肉、

腊鸡、腊鱼、腊肠、腊猪脸、腊猪肺等，自种农产品：草莓、草莓酒、

清香辣椒、杨梅、砂糖桔、玉女黄瓜。

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宁乡花猪肉、桂花虫草鸡、腊

制品系列（腊牛肉、腊鲢鱼、腊花猪猪脚等）、坛子菜系列(腌萝卜、

卜豆角、卜辣椒等）

岳阳市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岳珠品牌旗下各类农产品。

湖南华穗生态股份科技有限公司：农庄自产水果及肉，鱼，蛋，

腊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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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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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教学点简介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地处益阳市南县浪拔湖镇兴桥村，是

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项目包括稻虾产业公共品牌创建、稻虾生态种

养殖、技术培训、电商平台打造及运营、农产品销售等。公司借助“互联网+”

以及新的商业模式，以智慧农业、品牌农业、生态农业为核心，着力打造以“特色

养殖、三产融合”为基础的稻虾产业支撑服务平台，构建起以一产业为先导，二、

三产业为联动的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

【获得荣誉】 2020 年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评为国家稻虾生态产业标准

化示范区，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1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全国农村创业园区；2022 年被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评为国家农耕文化实践营地，

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湖南省省级科学技术普及基地、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2024 年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湖南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产业特色】 “稻虾种养模式”；“红色+绿色”农文旅打造；高素质农民培

训。

【设施设备】 建有田间课堂实训场地 2 万平方米及田间观摩栈道、培训

室 1500 平方米、会议室 220 平方米、红色教育主题馆 2000 平方米，配有相应的

教学设备及可容纳 400 人用餐的大食堂等配套设施。

【实训活动】 种植、养殖、水产、农产品加工分项实训，红色教育。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南县稻虾产业品牌发展模式。南县稻虾产业品牌

价值达 356.5 亿元，居全国第三，建立了全县稻虾产业公共品牌服务中心，成立

了南县稻虾全产业链协会，形成了“政府作为、企业敢为、协会有为”的发展模

式。课程二：南县稻虾轮作发展模式。涵盖小龙虾种苗繁育、田间养殖、轮作技

术等。课程三：助农米业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湖南助农米业打造了“红色+绿色”

的农文旅模式，探索了一条“村民为本、产业为基、文化为魂”的三位一体的发

展道路。

【授课老师】 老师一：毛竹青。南县助农稻虾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主

要从事稻虾综合种养，拥有丰富的种养技术实践经验。曾获“大国农匠”“全国农

民技能大赛种养能手类三等奖”等称号。老师二：汪洋。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退伍军人创业标兵，主要从事绿色水稻标准化种植，

曾获“农业职业经理人优秀学员”称号。老师三：邓义勇。湖南助农米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南县稻虾全产业链协会会长助理，专注于稻虾产业品牌打造与市场

推广，负责公司一二三产融合的文旅版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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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位于“中国稻虾米之乡”——湖南南县，

是一家以小龙虾产业为特色，以食品加工业为主业，集良种繁育、生态康养、精

深加工、内外贸易、科技研发于一体的中国渔业全价值链生物科技产业公司。

公司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智能小龙虾加工生产线

32 条，年水产加工能力达 12 万吨，能有效解决周边地区 200 多万亩小龙虾销售

问题，水产加工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万吨小龙虾预制菜生产车间，产能产值

排名全国第一。公司打造的品牌“渔家姑娘”是中国驰名商品、湖南省国际知名

品牌，系列产品畅销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4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助推生产提

质增效，为全国同行业新质生产力之首。

公司先后评为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出口示范企业、中国小龙虾养殖加工研发中心、湖南省新型工

业化农业现代化重点培育企业和新农村建设领头企业，是国际养殖黄金标准ASC、

美国 FDA、欧盟 EEC、英国 BRC 等认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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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洞庭湖西岸，地处湘鄂两省

三县交界的红色革命老区，原湘鄂西苏区中共第一批地下党支部就诞生于此。这

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公司创建于 2014 年，现已

投资 1.5 亿元，是一家以有机产业为基础、红色革命文化为背景、国防教育为亮

点、休闲农业与精品民宿为特色、生态加工为实业的国家 AAA 旅游景区、农业

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获得荣誉】 2020 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被湖南省农业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评为湖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

目，被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评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2021 年被湖南省科学技

术厅、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23 年度被湖南省妇联、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湖南省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评为省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产业特色】 一二三产业融合。

【设施设备】 可容纳就餐 200 人，会议培训 150 人，民宿床位 80 个，拥

有有机稻 700 亩、绿色水稻 1500 亩、有机养殖 200 亩、梅园 100 亩、办公楼 800

平方米、粮食加工及储存仓库 3400 平方米。

【实训活动】 可开展有机稻绿色稻种植、蔬菜种植、有机稻米加工、党性

教育、农耕文化体验、三产融合示范等多门课程现场教学。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有机稻种植技术培训。面向水稻种植大户讲解有

机稻种植操作规程、种植过程中生物防控技术等方面内容。课程二：小产业撬动

大振兴——玖源农业的乡村振兴之路。通过现场参观及课程讲解，让大家全面了

解企业的乡村振兴之路。

【授课老师】 老师一：史顺建。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部负责人，

主要从事有机水稻的种植及加工。老师二：张妹。湖南玖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安乡县旅游协会会长，安乡县农业科技特派员，2018 年被评为“常德市

最美扶贫人物”。 2014 年返乡创业，发展有机农业、大米加工业、乡村生态旅

游三大产业, 成功孵化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动全村 170 户种植绿色水稻,

实现 105 户 422 人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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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

【基本情况】 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由常德锦绣千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领办，位于湖南澧县城头山古镇。合作社主要经营农资配送、集中育秧、订单种

植、统防统治、技术推广、稻谷收购、粮食烘储、大米加工及销售、农民教育培

训等，现有成员 6583 户，带动小农户 15000 户，服务面积 50 万亩。

【获得荣誉】 2020 年合作社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试点组织，被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湖南省农民合作社 100 佳；2021

年被常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常德十大农产品品牌”荣誉，被常德市委

评为常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产业特色】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培训，现场实训。

【设施设备】 自营酒店可容纳 300 人就餐、200 人住宿，培训中心可容纳

200 人开展教学，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建有粮食产业园 200 亩，可接纳 300 人

开展现场实训及技能操作培训。

【实训活动】 示范种植、智能化育秧、烘干加工、产业拓展、绿色防控、

社会化服务等分项实训。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推广。讲授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新方法、新路径，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课程二：

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广绿色防控理念，讲解无人植保机操控技术，推广有

机肥、测土配方肥和安全环保农药的相关原理和使用方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课

程三：水稻栽培管理。大力推行良种、肥水管理、病虫防控、技术指导，实现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配套。课程四：柑橘、葡萄栽培管理。推广新品种，搞好病虫害

综合防控，提高产量和品质。

【授课老师】 老师一：龚佑琼。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农业

技术指导员（三级）。老师二：杨继发。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特聘科技特派

员，澧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老师三：曹永喜。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

特聘科技特派员，澧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老师四：龚小艳。全国供销系统劳

动模范，农业技术指导员（三级）。

— 20 —



— 21 —



港中坪村

港中坪村是常德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厚重的村落，也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文

学史上第一位知名大诗人屈原“行吟泽畔”“渔父问答”的沧浪之水的中心地带。

“港中坪”意思就是沧港（沧水）中段的一个坪，坪中的那条小港是沧水中段的

一条支流。港中坪村总面积 1.59 平方公里，共 204 户 803 人。该村主导产业为

优质稻和油茶。近年来，谢家铺镇港中坪村强化党建引领，按照镇村主导、群众

主体、乡贤赞助、协会管理的模式开展治理服务，“和美湘村”建设正在扎实开

展。村组道路实现硬化，电网改造全部覆盖，自来水通户率、卫生厕所普及率、

生活垃圾处理率均达 100%。2022 年，港中坪村还获评“常德市美丽乡村”。“湖

广熟，天下足”。湖南是我国重要“粮仓”，水稻播种面积和总产居全国第一。常

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连续 20 年居湖南全省第一。

2024 年 3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

首先了解的就是春耕备耕情况。在港中坪村，主导产业是优质稻和油茶。村里的

700 亩双季稻田位于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核心区，采用统一优良

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去年，

示范片区早稻、晚稻两季亩产 1152.3 公斤。在示范片区，总书记走进水稻田边，

察看秧苗培育和土地翻耕情况，并同种粮大户、农技人员、基层干部和村民亲切

交流，详细询问春耕备耕等情况。总书记强调，抓好春耕备耕，对于确保粮食丰

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责任，确保春播面积，细化春季田

间管理，保障农资充足供应，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

合上下大功夫，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充分调动农民群

众种粮积极性，为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开好头、起好步。

总书记在港中坪村党群服务中心对在现场 200 多位村民说，粮食是关键，要

保护耕地，珍惜土地。总书记还举了他在福建工作时的例子，斗笠大的一块田都

要利用起来。港中坪村民表明决心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扛牢粮食生产责

任，种好地，多打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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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源民俗文化村

依托主体名称：常德稻作源民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具有旅游、餐饮、娱乐、购物、休

闲、会议、拓展、研学及农事体验等多种功能的乡村旅游点。座落于草坪镇的鼎

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农业观光体验园，距常德中心城区 20 余公里。

稻作源是鼎城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示范项目，依托当地红色文化、民间文化，深

入挖掘农耕稻作文化，结合当地优美村容村貌和特色农业，推出了农文旅融合旅

游项目。年接待游客达 10 万人次以上。

【获得荣誉】 2020 年所运营园区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生态农业观光体验园；2021 年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湖南五星级休闲农业庄

园，被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2022 年被湖南

省科学技术协会授予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2024 年被农业农村部乡镇企业协会

乡村休闲农业分会评为五星级乡村休闲农业精品点。

【产业特色】 农文旅深度融合；农民培训。

【设施设备】 可容纳 800 人就餐，拥有多媒体教室 4 间、面积 1000 平方

米，拥有水果（火龙果、黄桃、葡萄、乌梅、八月瓜）种植园 200 亩，珍珠鸡养

殖观赏园 1 个，水产养殖 80 亩。拥有农耕文化博物馆、现代林业科普园、文甲

起义胜利纪念园，以及湖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教学点。

【实训活动】 农文旅融合。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稻作源农文旅深度融合实践与探索。面向农村从

事乡村旅游开发的农户、农庄庄主，传授农文旅融合经验和方法。课程二：乡村

振兴“草坪模式”解读。通过草坪模式解读，让农民了解乡村振兴的“党建引领、

镇村主导、农民主体、乡贤赞助、协会管理”的系统作法，讲述经典案例，启发

思考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授课老师】 老师一：杨友莲。稻作源总经理、常德市旅行社协会会长、

鼎城区旅游局原局长。本土公认的农文旅融合专家，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开发、

经营、管理实战经验。曾多次为四川、新疆、西藏、江苏、湖南等地的乡村干部

和农民授课。老师二：谭文。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先后在乡、县、市从事行政

管理工作，对乡村振兴有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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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位于常德市鼎城区十美堂镇同兴村，

是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项目包含种苗繁育、生态养殖、生产加工、

餐饮服务、技术培训、休闲观光等。公司领办常德市鼎城区河洲龟鳖专业合作社，

目前合作社成员已发展到 5000 多户，合作养殖面积 1.26 万亩，带动养殖面积近

10 万亩。中央电视台 2、4、7、17 套先后多次对河洲甲鱼一、二、三产业进行

专题报道。

【获得荣誉】 2020 年被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组委会评为金奖；2021

年被广州国际农产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金奖；2022 年被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

南）博览会组委会评为中部农博会金奖；2023 年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省级

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2024 年被第二十五届中国中部（湖南）博览会组委会评

为中部农博会金奖；

【产业特色】 “河洲中华鳖”生态养殖技术培训。

【设施设备】 可容纳 200 人用餐、100 人住宿，拥有渔业休闲观光园 35

亩、中华鳖养殖区近 300 亩、展馆 1500 多平方米。

【实训活动】 生态甲鱼养殖技术实训。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六优”生态甲鱼养殖技术。面向广大甲鱼养殖农户培训甲

鱼设施建设、种苗繁育、生态养殖、疾病防控、产品销售等方面内容。

【授课老师】 王国顺，河洲品牌创始人，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董事

长，经过多年探索，王国顺独创了“优水、优养、优种、优长、优标、优味”六

优生态甲鱼养殖方法，创新了“种鳖换养、稚鳖精养、幼鳖合养、成鳖分养、鱼

鳖混养、莲鳖套养、水草静养”七大养殖模式，现已成为广大农户甲鱼养殖提质

增收的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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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银田村乡村振兴产业园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

【基本情况】 银田村由原敖石、槐星、北托三个村合并而来，是韶山市的

东大门，村域面积 7.71平方公里，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有耕地 4566.9亩，林地 346.53

亩、水面 57.02 亩、建设用地 416.1 亩。全村共有 36 个村民小组，1011 户，农

业人口 3570 人。银田村坚持“产业兴村、项目富村、善治强村”的发展思路，

通过盘活土地、资产入股、招商引资、联营共建等多种渠道，发展生态农业、研

学体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村强民富的发展新路子。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4

年 2000 元增长到 2024 年 165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 年 1.68 万元提

高到 2024 年 3.68 万元。

【获得荣誉】 2020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1 年被韶

山市委评为 2020 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村，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评为湖南省 2020 界文明村；2022 年被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

2021 年省级充分就业村；2023 年被被湖南省乡村振兴局评为乡村振兴实践交流

基地，被湖南省妇女联合会评为湘妹子能量家园优秀组织单位；2024 年被湘潭

市委评为湘潭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产业特色】 “1410”乡村治理模式；农民培训；乡村振兴人才培训；食

用菌及中药材产业发展；农旅+研学。

【设施设备】 可容纳 1000 人次用餐、200 人次住宿，拥有银田村乡村振

兴产业基地 50 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50 亩；宏发苗木基地 2380 亩，水果种植 30

亩。

【实训活动】 农耕文化体验；农产品采摘。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党建引领建设美丽乡村。银田村如何创新“1410

乡村治理模式”坚持党建引领来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内容。课程二：党建引领促

乡村振兴。在党建促乡村振兴方面，银田村如何发挥党员作用，做好五大振兴相

关工作。课程三：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银田村如何定位乡村产业发展，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包括引进主体、发展模式等相关内容。课程四：如何当好

一名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村干部如何发挥作用、处理基层复杂疑难工作、如

何为群众服务等相关内容。

【授课老师】 老师一：颜昌为。63 岁，1986 年担任村干部至今，现任韶

山市银田镇银田村党委一书记，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协会副会长，中组部、

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广校、韶山市委党校、韶山市三农干部学院兼职讲师，曾在

各类培训班中授课 100 余场。老师二：郭芳。40 岁，现任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

党委书记、村主任，韶山市银田村扶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法人。讲解风格亲切有

活力，全年接待游客 200 余批次，2.8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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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市三农培训中心农民田间学校
（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韶山市三农培训中心

【基本情况】 中心由韶山村与韶山市红旅集团合作办学，是韶山市红色教

育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的公办培训机构，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经韶山市

民政局登记注册，注册资金 200 万元，中心法定代表人由二十大党代表、韶山村

党委书记毛春山担任。特聘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

韶山村原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担任名誉院长。 中心针对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开

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例如，早稻集中育秧技术、油菜高产栽培技术、莲（稻）

渔综合种养技术、农村电商、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业政策法规、市场营销策略等

课程。中心打造了 30 余处田间学校现场教学点、20 个红色课堂、20 个乡村振兴

样板村、9 条精品培训路线，以精心的教学组织，优质的服务保障和优良的教学

保障得到广大学员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获得荣誉】 2019 年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湖南省农民教育培训省级

示范基地；2022 年被湖南省委组织部确认为湖南省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2023

年被湘潭市乡村振兴局确认为湘潭市乡村振兴人才培训示范基地；2025 年成为

湘潭市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示范教育基地。

【产业特色】 开展红色文化与党性教育、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农业产业

发展、农业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等。

【设施设备】 中心占地面积 32 亩，建筑面积 6100 平方米，拥有学员宿舍

71 间，设施齐全、功能完备，集住宿、餐饮、培训于一体，可同时容纳 200 余

名学员开展培训。

【实训活动】 针对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开展各类实训技术培训。如早稻集

中育秧技术、油菜高产栽培技术等种植技术培训，以及水产、肉制品、农产品加

工、冷链仓储运输现场实训等。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果树栽培。围绕果树生物学基础、果园建立与规

划、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与采后处理六个知识点开展

教学，安排学生到果园进行实地生产实习，培养学员的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课

程二：水稻绿色高产栽培技术。从秧田准备、种子处理、播种、秧田管理、水分

管理、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几个方面让学员全面了解种植理论、掌握水稻种

植知识。

【授课老师】 老师一：钟晓红，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

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院长、湖南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兼研究生院副

院长。老师二：毛泽富，韶山人，韶山毛氏种养合作社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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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第二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简称华银生态园）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青

亭村，成立于 2015 年，是湖南华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姜畲现

代农业示范园的组成部分，占地面积 800 余亩，累计投资 5 亿多元。华银生态园

以生态种养、休闲娱乐为主，集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党建培训、拓展训练、农

事体验、科普教育、综合会议、绿色餐饮等为一体，带动周边乡村共同发展。

【产业特色】 聚焦高标准高技术种植，做精一产：设施化栽培、数字化管

理、科技化支撑。聚力高水平高质量加工，做强二产：华银集团与市供销合作总

社成立湖南华盛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围绕建设“基地+中央厨房+冷热链配送+

学校食堂+餐饮终端”的产业链平台，建立种植基地和食材配送中心，配备专业

物流车队，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聚心多方位多维度融合，做活三产:文旅融

合、农旅融合、科教融合。

【设施设备】 拥有 50-80 人规模培训室 4 间，100 人规模培训室 3 间，300

人规模培训室 1 间，1000 人规模培训室 1 间。星级酒店式客房 120 间，学员营

房 2 所可同时接待 500 余人住宿。

【实训活动】 参观蔬菜种植基地及温控大棚，学习植保无人机操作及

试飞，矮脚白种植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及农药喷淋实操，实地观察土

壤与水质，学习土壤与水质改良方法，学习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的使用。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植保无人机飞手培训。主要讲授农药基础知识和

施用规范、植保无人机安全飞行守则和基本操控、病虫草害防治、植保方案制定

与运用等。课程二：农业科技基础。主要讲授作物生长与发育、土壤与水资源、

农业机械化、农业气象等。课程三：植物保护。主要讲授病虫害识别与防治、农

药使用与安全、植物保护法规等。课程四：农田管理。主要讲授农田规划与设计、

农田改良与培肥、种植制度和作物布局、农田灌溉和水源管理等。课程五：农产

品加工。主要讲授农产品收获与储存、农产品加工工艺、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等。

【授课老师】 老师一：赵启强。农艺师、雨湖区农业科技专家信息库人

才、雨湖区科技特派员、市科协代表。代表课程是《农业机械使用新技术》《蔬

菜漂浮育苗和无土栽培技术》《水稻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等。老师二：武涛。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代

表课程是《园艺作物生物技术原理》《蔬菜种质资源研究及利用》等。老师三：

柏斌。中南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稻米品质机理和遗传育种。近年来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长沙市杰出创新青年、湖南省科技特派员和“三

区”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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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首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地处宁乡市大成桥镇永盛村，是湖南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项目包括生态种养、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直销餐

饮、观光休闲、旅游接待、研学旅行、职业教育、会务培训等。园区以“生态小

镇、绿色产业、健康生活”为理念，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带动力强；以农业为

根本、农村为基础、农民为主体、公司为载体，实行土地租赁和产权托管，充分

利用农村闲置资源，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特色“湘都模式”，带动当

地农户就业创业，为村级集体持续增收。

【获得荣誉】 2018 年、2023 年两次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湖南省高素

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2020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

地，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2023 年被湖南省教育厅评

为湖南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产业特色】 “湘都模式”；农民培训。

【设施设备】 可容纳 1000 人次用餐、200 人次住宿，拥有种植园 300 亩、

水果采摘园 200 亩、桂花虫草鸡养殖基地 50 亩、水产养殖 80 亩、农产品交易中

心 5400 平方米、展馆 1200 平方米。

【实训活动】 种植、养殖、水产、农产品加工分项实训。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湘都农业辣椒再生关键技术运用。面向辣椒及蔬

菜种植户讲解辣椒再生栽培技术，技术创新关键点等方面内容，该技术被列为

2020 年宁乡市科技技术重点计划项目。课程二：湘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思

考。通过对湘都模式的解读，让农民全面了解企业怎么样践行乡村振兴，怎样和

村级集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融为一体，通过村企共建的合作模式，

加入乡村教育，盘活村级集体闲置资。

【授课老师】 老师一：肖胜蓝。宁乡辣美椒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十佳农民，主要从事辣椒单品的种植，拥有国家专利 3 项。老师二：刘跃华。

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乡市旅游协会会长，宁乡市餐饮协会

会长。曾获 2008 年度中国新农村三产融合先锋人物、长沙市现代农业产业领军

人才等多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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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

【基本情况】 合作社成立于 2009 年，地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岳阳

市屈原管理区国家农业科技园，是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经营项目包括生态种养、大米加工、农资配送、科研示范、农事服务、

观光休闲、研学旅行、会务培训等。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粮食种植加工为主业，

实行土地租赁和产权托管，探索形成了“种、养、加，农、研、旅”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惠众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创业与增收致富。

【获得荣誉】 2020 年被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现代农业创业

孵化基地省级优秀示范基地； 2022 年被湖南省农科教中心评为湖南省级农民田

间学校，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湖南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产业特色】 “种、养、加，农、研、旅”“惠众模式”；农民培训。

【设施设备】 拥有可同时容纳 1000 人用餐、200 人住宿五星级生态农庄

1 座，拥有种植园 350 亩、果蔬采摘园 100 亩、稻蛙-稻虾生态养殖基地 100 亩、

绿色高产水稻新品种科研示范基地 500 亩、智慧育秧中心 6000 平米、粮食烘干

中心 4000 平米、大米加工中心 3000 平米、农事服务中心 800 平米、农资配送中

心 2000 平米、农耕文化展馆 1500 平方米。

【实训活动】 种植、养殖、农机、农产品加工分项实训。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惠众水稻绿色高产栽培技术运用。主要讲解水稻

品种选择、栽培管理、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内容，本技术项目被列为 2018 年岳

阳市屈原管理区科技技术重点计划项目。课程二：水稻育秧大棚综合利用高效栽

培模式。主要讲解育秧大棚综合管理与大棚瓜果蔬菜栽培关键技术要领。课程三：

绿色蔬菜生产关键技术运用。主要讲解无公害绿色蔬菜栽培技术，技术创新关键

点等方面内容。课程四：稻蛙-稻虾绿色生态种养关键技术运用。主要讲解稻蛙-

稻虾绿色生态种养创新关键点等方面内容。课程五：惠众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

思考。解读惠众模式，让学员了解怎样利用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和乡村振兴。

【授课老师】 老师一：夏照明。湖南洞庭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岳阳

市农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新品种繁育栽培。老师二：田顺祥。岳阳市屈原

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水稻专家。老师三：陈绍祥。高级农艺师，蔬菜专家，

岳阳市蔬菜研究所原所长，从事绿色蔬菜高产栽培研究实践四十年，拥有国家专

利 3 项。老师四：阳岳球。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十佳农民，先后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李

克强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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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水稻博物馆
201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以水稻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

隆平水稻博物馆在长沙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东岸，总面积

1.8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分为陈列、库藏、公共服务、技术

与行政管理等 5 个功能区。其中陈列区包括中国水稻历史文化、水稻科技、袁隆

平与杂交水稻 3 个基本展厅和 1 个临时展厅，展陈面积 6000 余平方米。从空中

俯瞰，博物馆主体建筑似 5 粒金黄的稻谷相互交联，寓意华夏大地五谷丰登；又

像五瓣盛开的芙蓉花，芙蓉国里尽朝晖。隆平水稻博物馆展示了杂交水稻的产生、

发展和影响，中华民族悠久的稻作文化以及水稻科技，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等内容，

展厅综合运用实物、图片、多媒体场景等多种方式展示。隆平水稻博物馆以展示

中华民族深厚的稻作文化为主题，以传播农耕文明和中国杂交水稻科技成就为宗

旨，是国家级农耕文明重要展示窗口，传播中国稻作文化，促进中外文化和农业

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搭建起国际稻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2020 年，隆平水稻博

物馆入选“第四批国家二级博物馆名单”，“稻米香万年—中国水稻历史文化陈列”

获评湖南省“十三五”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优秀奖。 2022 年 1 月 30 日，隆平水

稻博物馆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第一批拟认定公示名单。同年 3 月 30 日，隆平

水稻博物馆被评为首批全国科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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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

依托主体名称：湖南华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地处长沙县黄花镇黄花村，是长沙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本农庄是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新农业示范区管委会招商

引资企业，经营项目包括会务培训、商务接待、拓展培训、中小学研学（农耕+

国防+人防）实践营地、亲子科普、露营烧烤、真人 CS、水果采摘、垂钓、骑马、

射箭、生态种养、农产品初加工等项目的综合型生态农庄。

【获得荣誉】 2020 年、2021 年两次被评为长沙市十佳乡村旅游区点；2021

年被中共长沙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2021 年被评为长沙市科普教育基地，

2021 年被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评为长沙市中小学研学实践营

地，2023 年重获长沙市市级龙头企业，2024 年被评为长沙县科普教育基地。

【产业特色】 农文旅深度融合、使用技术和高素质农民培训。

【设施设备】 建有可容纳 1000 余人一次性用餐的餐厅、大小会议室 5 个

（可容纳 1000 人同时参会）、200 人次住宿，拥有种植园 80 亩（蔬菜大棚 42 亩，

阳光蔬菜 38 亩）、水果采摘园 50 亩、林下养鸡 20 亩、水产养殖 30 亩。

— 39 —

【实训活动】 大棚蔬菜种植、养殖、水产、分项实训、国防军事教育。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特色课程】 课程一：大棚蔬菜基质种植、喷滴灌节能种植技术。

【授课老师】 老师一：黄科，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省园艺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湖南

省青年骨干教师。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蔬菜学专业，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

问学者。兼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蔬菜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标准技术审评专家，湖南省蔬菜专家指导组组长，

湖南省园艺学会理事，湖南省产业结构调整专家组成员，湖南省蔬菜协会副秘书

长，湖南省科技特派员，湖南省三区科技人才，岳阳市政府智库特聘专家，《Plant

Science》、《Scientia Horticulturae》等国际期刊审稿专家，负责大棚种养殖技术推

广。老师二：柳治平。湖南省长沙华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农艺师。

怀化市沅陵县精准扶贫和张家界桑植县乡村振兴水果种植技术指导乡土专家。主

要从事桃李梨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研究、推广工作。老师三:曹志伟。湖南华

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退伍军人创业代表，负责公司一二三

课程二：水果绿色种植技术。

课程三：农文旅融合发展。

产融合的文旅版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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