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各类职业培训、体验科普活动等技术服务工作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情况 备 注

1 全民技能提升培训合同 已完成

2
2020 年太原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插花花艺师》（花束设计制作）技能培训

活动总结
已完成

3 园艺系职业培训、花卉种植体验科普活动情况 已完成

4 园艺系社区教育活动情况 已完成

5 现代园艺专业群社会服务典型案例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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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太原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插花花艺师》（花束设计制作）技

能培训活动总结

一、培训对象

山西青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 100 人。

二、培训目标

激发学员探究欲望、兴趣以及培养对插花艺术想象意识。强化学

员技能、提升插花艺术的理论知识的能力，观察、动手、设计、创新

的能力。

三、服务地点

山西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四、培训教师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系花艺专业教师 6 人，宿炳林、师巧

慧、高兵、安文杰、杨婧、常宁

五、培训时间

2020 年 9月 24 日-30 日





园艺系职业培训、花卉种植体验科普活动情况

2018 年 11 月 4日侯艳霞在六十五中讲授神奇的植物克隆



2018 年 12 月 15 日侯艳霞为太原恒大小学科普社团科普植物组织培

养实验



2019 年 11 月 19 日侯艳霞老师在太原市第二实验小学山西科学讲坛

2020 年 8 月 16 日安文杰老师在植物园为小学生讲解植物的奥秘

2020 年 8 月 27 日安文杰老师在科协科普活动中进行压花制作讲解



园艺系老师在进行花卉识别及多肉植物盆栽讲解



第十一届全国干果生产与科研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临猗

召开

发布日期：2019-09-09 来源：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阅读 1734 次

9 月 5 日—6 日，由中国园艺学会干果分会主办，山西

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和临猗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第十一届

全国干果生产与科研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临猗县会展中心召

开。

开幕式上，中国园艺学会干果分会理事长刘孟军致开幕

词。临猗县委书记于鹏飞致欢迎辞。运城市副市长崔元斌致

贺词。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巡视员宋河山、中国园艺学会

理事长杜永臣出席并讲话。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卢桂

宾主持开幕式。

宋河山在讲话中指出，山西是经济林大省，也是北方重

要的干鲜果生产基地。近年来，山西经济林立足区域优势，

突出发展重点，着力推进示范基地建设和低产低效林提质增

效，呈现出规模和效益同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山西经济林产

业的发展，得益于科技进步的有力支撑。山西经济林未来高

质量的发展，必然是以品质而立，以市场而兴，以科技而强。



希望所有参会人员能抓住这次专家把脉会诊、传经送宝的机

会，学习先进技术、倾听专家意见建议，促进当地果品产业

和品质实现高质量发展。

杜永臣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干果生产与科研进展学术研

讨会是我国干果产业产销形势分析和信息交流的盛会，是我

国干果产业发展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盛会，最

高水平的年会。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干果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来自全国各地的干果领域科研、生产、教学及业务主管

部门的代表近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多位专

家、学者就全国各类干果的生产与科研进展情况开展了学术

报告，与会代表还一同对临猗的鲜枣产业和发展情况进行了

专业考察并参加临猗鲜枣文化节。





《板栗建园基本技术》课题开展技术培训

段鹏慧主任主持的《板栗建园基本技术》举办 3次培训，多种形

式，理论培训、现场技术培训及参观学习，共累计培训基层技术人员、

栗农 208 人次。

1.2019 年 10 月 30 日-31 日，由项目组成员为晋中市林业技术推

广站、左权县、昔阳县孔氏乡各专业合作社开展《板栗建园基本技术》

理论授课、实践操作培训，共计培训 77人次。

2.2020.5.20-5.22 日，项目成员成为晋中市昔阳县孔氏

乡各专业合作社、板栗种植户开展《板栗建园基本技术》-

夏季摘心、管理实践操作培训，共计培训 41 人。

3.2020.8.27-8.30 日，项目组成员赴河北省进行了为其

3 天的理论、实践培训，内容有：板栗品种特性与选择、板

栗幼树栽植与管理、板栗栽培与修剪技术、板栗病虫害防治



和板栗收购标准及加工技术。共计培训当地板栗种植户 90

人次。



园艺系社区教育活动情况

张兴亮老师在2019年11月参加由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北城支行举

办的社区人员花卉组合盆栽培训活动，培训 50人。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系经济林

项目服务队脱贫攻坚

典

型

案

例

二 O 二一年四月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系经济林

项目服务队脱贫攻坚典型案例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系经济林项目服务队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秉承“为学生成人成才服务，为

农业农村发展做贡献”的宗旨，主动承担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凝心聚

力、众志成城、履职尽责，依托团队专业优势，用教育科技硬核助力

山西脱贫攻坚战。

立德树人，夯实保障人才质量基础。园艺系经济林项目服务队把

政治可靠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厚

德、笃学、精艺、果行”的林院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各班级开展专业形势政策教

育，使学生感受和体验特色鲜明的职业文化氛围；在课程教学中，通

过树立身边的学习榜样，用他们的成长经历，培养学生职业认同感，

强化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激励学生弘扬新时代青年学子积极进取、勇

于担当、团结拼搏的精神品质。坚持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增加实训

教学环节，全面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组织学生深入各地农业企业、

农村合作社，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全方位引导学生为

农业发展作贡献。20多年来共培养 3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 70％的学

生扎根园艺行业企事业单位工作，包括山西各乡镇基层的技术和管理

骨干，他们成为了引领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与社



会发展。

科技引领，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园艺系经济林项目服务队汇

聚专业优势，联合多方力量，通过技术支撑、成果推广，助力山西红

枣、板栗、仁用杏等产业提质增效，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2017 年，本团队通过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枣树

减灾增效栽培关键技术推广示范”，在兴县圪垯上乡牛家川村建设枣

树减灾增效关键技术推广示范枣园 790 亩，指导农民科学管理枣树，

2018 在吕梁全区红枣受锈病危害几乎绝产的情况下，示范区由于团

队成员及时了解发现病害情况，提供技术指导，红枣产量高达 721kg/

亩，平均每亩当年增收 814 元，辐射推广面积 1645 亩，平均每亩增

收 497 元。2019 年本团队在昔阳县孔氏乡方台村和黄安村建设板栗

示范园 450 亩，传授农民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助力当地板栗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2021 年，本团队走入大同

云州区下羊落村实施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优 1仁用杏良

种推广示范”，帮助农民改造低产杏林 600 亩。团队专家教师深入田

间地头、树上树下，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等手段，向广大经济林

种植户们传授新技术新成果，为基层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业

务骨干和果农土专家，有效提升了各地经济林综合管理水平，为当地

脱贫致富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此外，本团队赵俊老师于 2019 年 7 月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杏

城镇杏城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期间赵俊老师勇于担当、脚踏实

地，发挥自身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经验，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冲在第



一线。入户走访为多名贫困户提供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春耕时期帮助

家里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种土豆、玉米、党参；秋收后积极寻找联系

销路，帮助百姓售卖 20万斤土豆、上万斤党参，为老百姓打消了农

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的后顾之忧；还为村里 6名贫困学生解决了上学问

题。

精准服务，携手共助学生学习就业。园艺系 90%的生源来自农村，

呈现出了农村学生多、贫困学生多的特点。为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高质量升学就业，本团队老师积极协助学生办理助学贷款，帮助学生

联系勤工助学岗位，指导学生参与技能大赛，辅导学生专升本课程，

带领学生参与经济林项目研究，热心、尽力帮助学生。很多学生在团

队教师的指导下，升入本科并继续深造，考取了海南大学、山西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同时，本团队教师积极为学生联系山西

巨鑫伟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虹华园艺有限公司等省内外行业高

端企业，帮助学生实习就业，为经济林行业企业培养了一批下得去、

留得住、发展好的毕业生，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通过教育扶贫帮

助农村学子走稳了成才之路。

园艺系经济林项目服务队今后将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贯彻新时代党的职业教育政策，坚定信

心决心，发扬脱贫攻坚精神，践行林院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扎根山西农村大地奋力谱写园艺特色新篇章，扎实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