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
报

2014-2015年度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

单  位：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汇报人：于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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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成立于1985年，是自治区第三批示范特色学校、

苍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六堡茶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基地以

及中华茶艺（六堡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学校占地面积

112亩，专任教师131人，全日制在校生2396人，目前开设专业有12个，

其中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获2015年度广西中等职业学校示范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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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是2015年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

目，计划建设总投资660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
金500万元，地方财政配套及学校自筹资金160
万元。实际建设总投资622.28万元，其中中央专
项资金493万元，结余6.9万由县财政局收回；自
筹及地方配套资金支出129.28万元。区划调整后，
苍梧县在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决定
在今后两年继续投入38万元的配套资金用于该专
业教师培训和茶叶的电商销售等项目建设。



    （一）教学改革完成情况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

   本项目课程建设对应的专业为茶叶生产与加工专

业，建成教学、生产、培训、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

茶文化、传统工艺传承等多位一体的多功能茶叶生

产与加工示范实训基地，出版并使用《中国茶文

化—六堡茶篇》、《六堡茶种值与制作技艺》、

《六堡茶营销》3门核心课程，使专业内涵得到增强。



     2.师资队伍建设

    本项目紧密对接苍梧县茶叶生产、加工、营销、
茶文化、传统工艺传承等产业链发展对技能人才
的需求，采取国培、区培和校本培训等有效措施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外引内培，全面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
伍，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从原来的50%提高到100%。



 茶艺技师考试培训  向刘汉群老师学习绿茶的制作工艺

 主题茶会培训

 向传承人学习六堡茶的种植技艺

 六堡茶传统制作工艺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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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县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

梧州茂圣茶叶有限公司

苍梧六堡镇黑石山茶厂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苍梧业胜茶叶有限公司

苍梧县银泰茶业有限公司

梧州市天德六堡茶庄

梧州市云岭六堡茶庄

合
作
企
业

3.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



部分校企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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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下企业实践协议书（样式）



（二）实训基地建设完成情况
1.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

2.设备配置的合理性及购置的经济合理性

3.实训基地管理与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六堡茶文化室

茶园

     现代生产线

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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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金落实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15年第一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央专项
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14〕238号),我校获得中央专项补助资金500万元。
在接到资金下达文件后,我校根据文件有关要求,做出资金使用安排计划,主要
用于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实训设备采购和实训室建设。成立了采购领导
小组,制订有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按文件要求执行资金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二）资金支出情况
茶叶生产与加工项目采购和建设资金支出表
                               



 
                               

桂财教(2014)238号建设资金支出明细（单位：元）

建设内容

资金预算及来源

自治区投入 办学主管部门配套和学校自筹投入
合计设备 设施 教学

小计
设备 设施 教学

小计
购置 建设 改革 购置 建设 改革

合计 4540142.11 0 390700 4930842.11  776069.85 516784.25 1292854.1 6223696.21

六堡茶校内实训室建设
(六堡茶传统工艺加工实
训室、六堡茶陈列室、六
堡茶茶艺室、六堡茶文化
艺术室、六堡茶电子商务
实训室、六堡茶大师工作
室)

2056286 0 0 2056286  776069.85 190655.50 966725.35 3023011.35

六堡茶茶园基地建设
59.585611（欠11.917111）

595856.11 0 0 595856.11     595856.11

六堡茶加工实训基地建设 1539000 0 0 1539000     1539000

六堡茶新产品研发 349000 0 0 349000     349000

六堡茶文化课程开发 0 0 390700 390700     390700

教师培训 0 0 0 0   326128.75 326128.75 326128.75



 
                               

        在项目资金管理方面，我校的管
理方式充分体现了三个特点：

1．预算执行与批复的相符性。

2．实际支出调整的合理性。

3．实际支出与财管务理制度和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相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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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机构的健全性   

     成立了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
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二）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操作性
     茶叶生产与加工中的实训室和生产基地均建
立详细的管理制度与使用制度，每天制度和准则
均根据学校的实情和本专业的特色特点建立在可
操作的范围之内，体现出人性化和制度化的有机
结合。

 



      我校制订了《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茶叶生产与加

工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各相关实训室的《实训室

管理制度》。

参赛选手在茶艺表演室进行茶艺技能比赛



茶 艺 技 能 教 学 场 景

现代生产线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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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实施的情况及项目管理水平
    
    基地运行设立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其职责
主要根据基地建设方案与任务书、发展规划指导
示范基地的建设，审议研究开发计划和教学计划、
方案评价，提供技术、教学指导、经济咨询和市
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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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情况
       
      基地自建设以来，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
专业平均每年招生100人以上，2015-2017
年培养了490名社会所需的茶叶生产与加工
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2017年茶叶生产与
加工专业招生达到348人,学校实现与茶企
业联合培养人才，实现了校企之间的互利
共贏，也极大地解决了地方茶产业人才供
给紧缺的问题。毕业生“双证”获取率达
63%，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92.5%，升学率
为30%。



 （二）职业培训情况

我校2015年至2016年校企合作培训人数1250人。其

中2015年六堡茶制作工种培训198人，茶艺工种培训321

人。2016年六堡茶制作工种培训323人，茶艺工种培训

408人。2017年培训人数760人，其中六堡茶制作工种培

训217人，茶艺工种培训543人。学校培训办通过培训全

面提高了学生的技能水平及综合素质能力，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同时为地方特色茶产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

一定的贡献。     

协助苍梧县残联对残疾人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



 （三）实训设备利用率
      本项目2015年立项，建设时间为两年，至2016年底，已经全部完成，
各实训室及配套设备已经投入使用，其中设备利用率为98%。

茶艺实训室 六堡茶陈列室 六堡茶传统工艺制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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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活动节茶艺展示 仿古茶艺实训 手工制茶教学场景 茶席设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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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市中职学校技能比赛

 
无
我
茶
会

 手工制茶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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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训设备利用率



（四）对学校专业建设的作用

       项目基地的建成促进了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特
色专业的完善和发展，完整的实训硬件设备和完整
专业结构，使教师能够更高效地进行产教融合的教
学，加快了学生对技能的感知、理解、掌握和熟练。
专业群师资队伍的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提高，技能型
人才培养扩大了专业的影响力巩固学校专业的发展；
极大地提升了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建设水平。



序
号 成果名称 类别 作者编者或

主持人 出版社 出版时间或立
项时间

1 中国茶文化－－
六堡茶篇 著作

苍梧县中等
专业学校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3

2 六堡茶种植与加
工技艺 教材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3

3 六堡韵 . 中国红 著作 广西科技出版社 2016年立项

4 六堡茶营销 校本教材 2015年立项

5 六堡茶栽培与制
作技艺 校本教材 2015年立项

1.著作、教材

（五）科技创新情况及效果



著作：六堡韵.中国
红（文字校对阶段）

著作：中国茶文化——
六堡茶篇（已经出版）

教材：六堡茶种植与
制作工艺（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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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的课题

序号 成果名称 类别
作者编
者或主
持人

出版社 出版时间或立项时
间 备注

1 六堡茶文化的传承、保
护和利用的研究 课题 于春燕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

业教育专项课题 2017.9 立项

2 六堡茶传统制作技艺 教材 于春燕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
业教育专项课题 2017.9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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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表的论文

1、《论中职茶文化课程中茶文化之有效传承》

2、《从跨文化教学视角看中英茶礼仪差异》

3、《茶文化教学在中职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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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微电影剧本《六堡茶香》并拍摄制作完成，送教育厅参加第十
四届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

     茶艺表演：陶韵六堡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获二等奖。

4.文艺、新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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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奖励、荣誉称号  

201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技能创新成果交流赛一、二等奖共2项
2015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优秀作品展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2015 广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能大赛“中华茶艺”项目 获三等奖共3人
2015 梧州市技能赛（六堡茶制作）获一等奖1人，二等奖2人，三等奖3人
2016 梧州市技能赛（六堡茶制作）获一等奖1人，二等奖2人
2017 广西涉农职业院校技能赛（手工制茶项目）获三等奖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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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明、专利

一种原种老树黄金叶的制备方法

一种用于制茶的七星灶

金丝六堡茶的制备方法



我校与六堡茶制作非遗传承人陈伯昌先生共同研发的七星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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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辐射作用
    
     茶叶实训基地的建成，促进了专业的
发展，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1.为教师进行实训教学和产学研活动提供了服务平台

      我校教师充分利用各实训室进行实训教学，同时
加强与企业一线人员合作，共同研发六堡茶新品种2
项，新发明1项。于春燕、范永英、谢粹明等教师受
聘为当地茶企业的设计顾问，为茶企业的发展提供
艺术设计指导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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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辐射作用

   2. 2015至2017年我校连续三年承办梧

州市茶叶项目技能大赛
     
    我校发挥基地的优势，连续三年承办梧
州市茶叶项目（茶艺、茶叶审评和六堡茶
手工制作）技能大赛，每年共有4支代表队、
60多名参赛选手参与角逐。圆满结束的技
能竞赛，得到各级领导与参赛学校的高度
评价。

六堡茶手工制作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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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辐射作用

   
3.打造专业链，扩大茶叶专业龙头影响力

     过去几年，我校文秘专业和计算机专业
由于课程设置陈旧，招生人数不多。现在，
通过专业建设，打造文秘——茶叶——电
子商务，计算机——茶叶——电子商务专
业链，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也成为职场
中的“抢手货”，现在报读文秘、计算机、
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数逐年增加。茶叶专业
在专业群的发展中起到催化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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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辐射作用

       4.加强与地方合作，促进校际间的交流

   每学期，苍梧县县委组织各乡镇村
委党支部到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
基地参观成果展示，他们学习了我校
制茶、品茶、茶艺、茶与养生技能，
不断扩大我校茶叶专业的影响力，吸
引了更多的农村孩子来报读茶叶生产
与加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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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辐射作用

    
2017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现场

    5.积极参加全国各级
茶文化交流会，充分体
现我校的办学成果，彰
显苍梧六堡茶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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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经验一:强强联手，传承六堡茶制作技艺

       我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找准专业与企业的利益共同点，
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努力为当地经济服务。根据
市场调研和专家论证，通过“校企合作·强强联手·改进教学·拓
宽渠道”模式，我校与地方11个企业合作，不断传承与创新六
堡茶文化，提高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推动梧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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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经验二:整合资源  建设“教学产研”一体化实训基地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成为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且满足企业
生产、管理和服务需要的第一线应用型人才。2015年，在广西教育
厅的支持下，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我
校制定了具体的建设目标，整合原来所有实训场所和教学资源，构
建茶叶专业群，建设“教学产研一体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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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1.学生对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兴趣
不高，学生报读意向不浓。

2.中高职对接未达到预期效果。

    3.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只停留 在表面
合作，机制有待完善。

     1.加大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宣传力度，拓宽招生渠道，
强化学生技能，促进学生就业。提高该专业在本地区的影响
力。

    2.优化我校中高职衔接的策略，设定连贯的中高职培养目标，
构建贯通的中高职对接的课程体系。

    3.在继承示范建设经验和成果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办学特
色，建立切实可行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为区域经济和职业
教育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感 谢 聆 听

恳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