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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近年来，学校获得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9项。学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0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浙江省科学技术

一等奖13项，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6项。先后与浙江、福建、广

东、江西、江苏、安徽、贵州、四川、新疆等省的50多个县市区开展多种形式

的科技推广与社会服务，被评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被国务院扶贫办

评为“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获批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干果科

技特派员团队被中宣部列为“最美科技人员”。学校连续3次被评为浙江省结对

帮扶工作先进单位，获结对帮扶考评优秀单位，连续14次被评为浙江省科技特

派员先进派出单位。

浙江农林大学始建于1958年，

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双共建高校”。浙

江省重点建设高校，浙江省高水平大

学建设高校，也是我省唯一一所农林

类高校。建校60余年来，—代代浙

农林人不忘立德树人之初心，牢记服

务三农之使命，现已发展成为以农

林、生物、环境学科为特色，涵盖九

大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建立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和学位授权体系。学校

现有东湖、衣锦、诸暨3个校区，占地面积3300余亩。学校面向31个省（市、

自治区）招生，各类在校生近三万余人。拥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共享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等在内—

大批高层次人才。拥有林学、林业工程、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农林经济管

理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博士学位授权点9个；专业博士学位授

权点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类别24个。拥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6个，省部级创新平台54个。

两园合一

校园、植物园 浙江省高水平

大学建设高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双共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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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乡村共富学院，成立于1987年，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学院已形成了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自考全日制助学、全日

制技能办学项目、非学历教育培训等为一体的完整继续教育体系。

学院依托雄厚的教学资源、优质的教学基地、完整的服务体系，努力建

设致力于全国、全省农民培训的高水平农林特色终身教育平台、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中心和乡村共富运营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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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乡村共富学院组织架构

招生部

行政办

财务办

信息办

研究所

团学中心

日常管理中心

认定部

教务部

办公室

教育培训中心
浙江乡村共富学院运营中心

浙江农民大学教管中心

学历教育中心

学生办技能认定中心

培训一部

培训二部

自考部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优势特色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积极组织开展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

“三农”的各级各类培训，搭建了一批培训平台。包含浙江农民大学—农民

培训高端平台、浙江乡村共富学院、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国家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村官学院、浙江省扶贫干部培训基地、浙江省级现代农业技术培

训基地、浙江农林大学农林干部管理学院—农林系统干部培训基地、浙江省

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基地、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等，近五年累计为省内

外农、林、水等行业系统各类人员培训5.6万多人次。

雄厚的教学资源

     浙江农民大学——农民培训高端平台

2013年12月17日，浙江农民大学在我校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首个依

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力量的省级农民教育的高端培训平台成立。近些年来，

“农民大学”统筹协调省级农民培训2.4万人次，在主校区举办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全省林业容器育苗培训班、美丽乡村建设培训班等高级农村培训

共83期，七千人次。

 浙江乡村共富学院

浙江乡村共富学院是由浙江农林大学与东阳市联合共建，位于浙江省东

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占地50亩，可同时容纳500人开展培训。学院依托浙江

农林大学学科专业优势，汇聚全国各级名师专家与智库力量，开展乡村共富

人才培训，推动共富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致力于

为浙江乃至全国建设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撑。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2018年9月

认定的浙江省首批新型智库之—。研究院以服务“浙江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为使命，涌过学术理论研究、资政服务、人才培养、经验传播以及机

制创新等五位—体的建设，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浙江乃至全国集乡村振兴“智

囊团” “ 思想库” “训练营'' “ 讲习所”“好典范” 于—体的国内—流的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大高地，成为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的重要智

囊和推动全国乡村振兴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力的大智库。

教育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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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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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

2010年10月，国家

林业局（现为国家林业

与草原局）、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中国生态

文化协会授予浙江农林

大学“国家生态文明教

育基地”称号。浙江农

林 大 学 东 湖 校 区 按 照

“ 崇 尚 自 然 ， 优 化 环

境；因地制宜，特色鲜明；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规划设计，种植各

种植物3200余种，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三大类。

2019年6月，根据《浙江省中

小学教师培训机构资质认定办法

（试行）》[浙教师（2011）03 

号]、《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机，

构 资 质 认 定 细 则 》 [ 浙 师 训

（2018）17号]等文件精神，由培

训机构自主申报，各级教师培训业

务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

评审，经公示无异议，浙江农林大

学通过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

资质认定，面向全省开展教师培

训。

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

浙江省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基地

浙江省级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农林系统干部培训基地

村官学院

1

2

3

4

5

序号 培训基地名称

其他培训基地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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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

主要从事森林固碳机制与增汇技术、碳汇监测与

计量及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方面的研究，连续

10年受邀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3项（分别排名第1位、第2位、第4位），浙江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排名第1位），浙江省科学技

术二等奖5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第

1位），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排名第1

位）。

周国模
专业领域：林业碳汇科技创新

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依托于浙江农林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拥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共享院士6人、国家级人才4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人。从生态振兴服务、产业振兴服务、文化振兴服务、人才振兴服务和组

织振兴服务等方面为全国提供专业的政策咨询、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人才

培训等各个阶段的服务。

培训师资

▋校内导师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碳中和研

究院院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类课

题7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40多项成果获得

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及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多项

成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全国人大的采纳；荣获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18项。

沈满洪
专业领域：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省级领军人才，科技部

表彰特派员。

长期从事药用植物研究与推广，获授权专利7

件，选育良种5个，制定行标1个，在SCI、国家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黄精》等著作7部

15册。获2016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科

技部通报表彰科技特派员，国务院特殊津贴；2019中

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2021浙江省农业科

技突出贡献奖，2021民盟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领衔的

石斛黄精团队被国家林草局评为林草科技创新团队。

斯金平
专业领域：石斛黄精产业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蔬菜产业技术团队专家。 

主要从事蔬菜栽培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

作，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5项、国家发明专利

6件，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 其中SCI收录50余篇。

朱祝军
专业领域：山地蔬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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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棉花遗传育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

国棉花学会理事长、农业部棉花生产专家顾问组首席专

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棉花体系首席科学家

等。

长期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1项、二等奖3项和省部级奖8项。

喻树迅
专业领域：棉花遗传育种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

主要从事森林固碳机制与增汇技术、碳汇监测与

计量及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方面的研究,连续10年

受邀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分别排名第1位、第2位、第4位），浙江省科学

技术一等奖2项（排名第1位），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

奖5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第1位），

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排名第1位）。

周国模
专业领域：林业碳汇科技创新

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依托于浙江农林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拥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共享院士5人、浙江省特级专家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14人。从生态振兴服务、产业振兴服务、文化振兴服务、人才振兴服务

和组织振兴服务等方面为全国提供专业的政策咨询、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

人才培训等各个阶段的服务。

培训师资

▋校内导师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碳中和研究

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类课题70余

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40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

领导肯定性批示及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多项成果得到

党中央、国务院及全国人大的采纳；荣获省部级科研成

果奖18项。

沈满洪
专业领域：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

从事森林培育和林木遗传育种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工作，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8

项；在国内外高层次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篇，

先后获国家、省级等多奖项。 

吴家胜
专业领域：森林培育与林木遗传育种

沈月琴
专业领域：农林业经济与乡村产业

继续教育学院 / 乡村共富学院

培训中心手册

长期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1项、二等奖3项和省部级奖8项。

著名棉花遗传育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

国棉花学会理事长、农业部棉花生产专家顾问组首席专

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棉花体系首席科学家

等。

喻树迅
专业领域：棉花遗传育种

长期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经

济、“三农”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各类课题30余项，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等科研成果奖励共19项，在国

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74篇，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7部，合作出版学术专

著10部。成果获得省部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8项。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

会委员、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沈月琴
专业领域：农林业经济与乡村产业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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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国家“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

江省中青年科技突出成就获得者。

主要从事乡村传统文化、茶文化、生态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地域文

化开发与推广、文化产业规划、品牌创建与设计、新

农村文化内涵提升、微茶庄园的设计与推广等方面享

有盛誉。

王旭烽     

专业领域：新农村文化内涵提升

长期致力于乡村治理与乡村传统文化研究。主持

及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重

大招标课题子课题1项、教育部规划项目3项、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其他项目10余项。独立或合

作出版专著11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教授，博士生导师。

鲁可荣
专业领域：乡村治理

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科

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是为农产品营销、农民创业、

农产品物流管理等，先后主持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社科规划基金、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规划基金等

课题。乡村实践丰富，近些年来，与团队一起完成

《诸暨市产业总体规划》等县市级规划10余项，服务

“西马克食品有限公司”等农林企业50余家。

张国庆 

专业领域：农林企业经营管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乡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主要从事数字乡村规划与建设、农业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方面研究。主持担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浙江省科技厅计划、高校新技术合作等项目10多项，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SCI/EI收录40余篇，申请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10余项。

冯海林
专业领域：数字乡村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教授，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

主要从事果树品质形成机理研究、园艺植物环境

调控、果树丰产优质安全栽培技术和果园绿色生态循

环经营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和省科技攻关项

目等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获省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徐凯
专业领域：水果高品质栽培

教授，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

长期致力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农产品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社科重大子项等省部级及以上研究项目20余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有10多篇报告获

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在《农民日报》《浙江日报》

等报纸发表文章10余篇。研究成果获奖励共9项。

潘伟光 

专业领域：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发展

戴丹 

专业领域：农村电商

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科

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是为农产品营销、农民创业、

农产品物流管理等，先后主持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社科规划基金、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规划基金等

课题。乡村实践丰富，近些年来，与团队一起完成

《诸暨市产业总体规划》等县市级规划10余项，服务

“西马克食品有限公司”等农林企业50余家。

张国庆
专业领域：农林企业经营管理

副教授，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

从事农产品智能检测、农业大数据、智能电子商

务等方面的研究，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项目10余项，连续

4年主持“临安山核桃指数体系”编制项目。发表论

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5部。作为主要成员获浙

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12项软件著作权。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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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校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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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植物学家。长期从事热带观赏植物的研究

工作，在室内植物运用设计、观赏植物的种质资源、

引种驯化、商品化栽培、切花保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曾主持和参加国家科技部的863项目、国家攻

关项目、省部级重大项目多项。

赖齐贤   专业领域：观赏植物研究

经济分析专家，招商引资策划培训专家，金证高

科全球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特约研

究员，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商务部研究

院特聘教授，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资深会员。

周开疆   专业领域：乡村振兴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校聘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

临安农业局技术员、高级农艺师。现任中共杭州市临

安区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区委考评办主任，杭州市委

党校老师。

陈嫩华   专业领域：村集体经济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全省党校系统马克思主

义学会会长，博士后、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MSW导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台办海研中心研究

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学

科组成员，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浙江省妇女研究会

副会长。

李  涛   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

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校外导师

浙江大学茶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国际茶树花研发中心主任，学校茶文化与健康研究联

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从事茶叶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茶

与健康研究工作30多年，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20余项，企业合作项目40余项。

屠幼英   专业领域：茶学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正厅

级），现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三

农”发展组组长，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一直

以来倾情于“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全

国农经理论与“三农”学科上颇有理论造诣的学术带

头人。

顾益康   专业领域：三农理论研究

浙江省政府参事。浙江省农业厅原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正厅级。现担任浙江省农函大校长，省农村

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农林大学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承接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的委托

多项目课题并获奖。

赵兴泉   专业领域：农业农村发展

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党

组副书记，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还曾担任舟山市委书记、省发改委主任、省农业厅厅

长等职务。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著有《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等，主讲课程：《共同

富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孙景淼   专业领域：乡村振兴研究

浙江省科协乡村振兴学会联合体副书记、副主

席，浙江省农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任省农业厅经管处副处长，科

教处处长，产业处处长，计财处处长，省农业农村厅

副巡视员，省扶贫办副主任等职。

徐建华   专业领域：农业农村政策

继续教育学院 / 乡村共富学院

培训中心手册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全省党校系统马克思主

义学会会长，博士后、三级教授，硕土生导师、

MSW导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台办海研中心研究

员，国家国防教育讲师团专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学科组成员，浙江省文化产

业学会、浙汇省妇女研究会副会长。

李涛
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

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教研部主任。全国党校

系统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

朱明毅
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

历任临安农业局技术员、高级农艺师，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藻溪镇镇长、党委书记，天目山镇党委

书记，临安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区农办主任、区统筹

办主任。现任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第一巡察组组长、

区委考评办主任，杭州市委党校老师，浙江农林大学

校聘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陈嫩华
专业领域：村集体经济

长期从事热带观赏植物的研究工作，在室内植物

运用设计、观赏植物的种质资涌、引种驯化、商品化

栽培、切花保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主持和参

加国家科技部的863项目、国家攻关项目、省部级重

大项目多项。曾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工作，曾任海

南植物园主任、热带园艺研究所副所长，曾任浙江农

林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副院长，现为浙江农林大

学硕士生导师、杭州市第三批大学生创业导师。

教授，植物学家，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赖齐贤     

专业领域：观赏植物研究

经济分析专家，招商引资策划培训专家，金证高

科全球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特约研

究员，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商务部研究

院特聘教授，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资深会员。

周开疆
专业领域：乡村振兴研究

从事茶叶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茶与健康研究工作

30多年，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企业合作项

目40余项。中国国际茶树花研发中心主任，学校茶文

化与健康研究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浙江省茶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茶文化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农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和许多兄弟省份的项目和成

果评委。

浙江大学茶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屠幼英
专业领域：茶学

女贮� V�SI?

�势�色／�厚的教学资源

1 ��导师

赖齐贤
专业领域：观赏�物研�

教授，�物学�，研�员，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热带观赏�物的研�工作，在���物

运用设计、观赏�物的�质资涌、��驯�、�品�

栽�、��保鲜�面积�了�富的经验。�主�和�

加国�科技�的 863 项目、国�攻关项目、��级重

大项目多项。�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工作，�任�

��物园主任、热带园艺研��副�长，�任浙江农

林大学农业��品科学学�副�长，现为浙江农林大

学硕士生导师、�州��三�大学生创业导师。

周开�
专业领域：乡村�兴研�

经济分析专�，招��资策划�训专�，金证�

科全球智库首�经济学�，人�日报人�论坛�约研

�员，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通大学、�务�研�

���教授，英国皇�经济学�资��员。

屠�英
专业领域：�学

浙江大学�学�主任，教授，�士生导师。

从事�叶�加工和综合利用、��健�研�工作

30多年，主�国�和��级项目20余项，企业合作项

目40余项。中国国际�树�研发中心主任，学���

��健�研�联盟副主�兼秘书长，浙江����研

��副�长，浙江大学����研��常务副�长。

农业�、科技�、教��和许多兄���的项目和成

果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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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光

优势特色 / 雄厚的教学资源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学院现拥有优质的现场教学基地100余家，包括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

区、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省特色小镇、特色产业示范区、美丽乡村、农家

乐示范区、现代综合农业园区、省特色水果蔬菜示范基地、省畜牧企业示范

基地等。

优质的教学基地

PAGE-19PAGE-18

⊙ 余杭永安稻香小镇

农文旅融合示范基地

⊙ 杭州龙坞茶镇

浙江省特色小镇

⊙ 临安太湖源雷竹产业

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 临安跨境电商园区

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 杭州良渚麟海蔬果

省级农业示范基地

优势特色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 安吉田园鲁家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

⊙ 诸暨米果果小镇

⊙ 杭州云彩农业

特色畜牧企业示范基地

⊙ 临安龙门秘境

乡村运营样板村

⊙ 临安太湖源镇白沙村

综合农业园区（研学）省级农家乐特色示范村

⊙ 安吉笔架山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现代综合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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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优质的教学基地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 临安区太湖源镇指南村

“华东最美”古村落

⊙ 嘉兴南湖区烟雨路

“红船起航”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 安吉县余村

“两山”理论发源地

⊙ 东阳市花园村

中国农村“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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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优质的教学基地

⊙ 临安区太湖源镇指南村

“华东最美”古村落

⊙ 嘉兴南湖区烟雨路

“红船起航”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 东阳市花园村

“千万工程”展示馆

⊙ 安吉县余村

“两山”理论发源地

⊙ 东阳市花园村

中国农村“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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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 优质的教学基地

⊙ 诸暨枫桥镇

乡村治理示范点-枫桥经验

继续教育学院 / 乡村共富学院

培训中心手册

⊙ 诸暨枫桥镇

乡村治理示范点-枫桥经验

⊙ 临安区天目山镇月亮桥村

特色民宿示范村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完整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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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服务

⊙ 东湖校区（专家楼）

⊙ 衣锦校区（学术交流中心）

优势特色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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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设施

配有影剧院、报告厅、多功能厅及各类中小型会议室等各类教室，可满

足各类教学需求。

⊙ 衣锦报告厅（500人会场）

⊙ 农林大讲堂（200人会场）

⊙ 活动中心影剧院（800人会场）

⊙ 集贤厅（60人会场）

优势特色 / 完整的服务体系

⊙ 天目厅（100人会场）

⊙ 活动中心视听室（80人会场）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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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务

⊙ 衣锦校区印象农林餐厅

⊙ 衣锦校区印象农林餐厅

⊙ 东湖校区接待餐厅

⊙ 壹玖58西餐厅

优势特色 / 完整的服务体系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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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贴心服务

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由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直接分

管，下设1位主管，17位专职带班老师，全程为参加培训的团队提供优质

的服务。

负责领导

肖兆龙
继教学院副院长

共富学院副院长  

罗从军
院长助理

培训中心主任

服务队伍

姜雨欣

优势特色 / 完整的服务体系

董  君 付文曦 

何真珍 王有沛

吕畦莹夏露青

王何静

庞  妮

李宜宁

叶留芳 尹德华

董  君 黄家乐黄家乐吴  亚 庞  妮 何真珍

王何静

姜雨霏

孙皖辉

叶留芳

帅笑影

尹德华

廖  聪

陈俊宏

方  丽

马文文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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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培育融合”

方向主题

方向与专题 培训项目

“乡村文化挖掘传承”

方向专题

“乡村人才培育提升”

方向专题

“乡村生态整治发展”

方向专题

“乡村组织建设治理”

方向专题

供给侧改革与乡村产业融合

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和乡村

森林康养项目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体系建设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实践

乡村特色春晚组织策划

乡土文化与旅游融合

互联网+乡村文化服务体系

......

“乡村振兴”管理者能力构建

农技人员专项技能提升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与提升

三产融合发展人才培育与能力提升

......

践行“两山”理论 推进生态文明

村镇科学规划新理念与实践

乡村振兴与土地综合整治

田园综合体与特色小镇打造

......

乡村党组织建设与党建创新

乡风建设与基层治理

时代乡贤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

乡村干部依法执政与法律风险防范

......

乡
村

振
兴


共

同
富

裕
主

题

TRAINING�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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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方向与专题    培训项目

党政机关干部培训

新农人培训

中小学教师培训

行业培训

特色项目

专题项目

国家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提升

农业系统办公室主任综合能力提升

执法队员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人大、政协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

......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与检测

互联网＋乡村产业

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

备牧兽医先进适用技术

特色水果种植技术

农业信皂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

......

中小学教师《中医药与健康》进课堂教学训练

中小学教师茶艺与茶文化的实践拓展与提高

中小学教师户外运动课程设计与技能提升班

中小学教师民俗文化素养提升与实践探寻培训班

中小学教师乡土文化传承与学科融合——古村落

中高职教师培训——花卉园艺、茶叶加工

......

银行系统客户经理培训班

临安区装饰纸、家具行业培训班

临安区食品行业生产安全、质量、监管、职业

打假、数字化经济管理等知识更新培训班

......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乡村治理“为村耕耘者”项目 

乡村运营人才培养项目
（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

“碳达峰碳中和”培训项目

......

千万工程浙江实践与思考

两山理论浙江探索

乡村共富人才培养

......



经典项目

⊙ 2022年中小学教师茶艺与茶文化实践拓展提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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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PROJECTS

⊙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旨在加强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系统性培育

和综合性政策支持，培育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头雁”队伍。2022-2024年，浙江农林大学

培育“头雁”学员共计600人。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20余家主流媒体50余次报道我校该项工

作，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与良好声誉；培育工作也受到学员肯定和赞许，我校综合评分99.9分，

并受邀在全国头雁培训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2023年度“头雁”项目验收结果为优秀。

⊙ 乡村运营人才培养项目（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

项目介绍：本培养计划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旨在通过乡村CEO培育，打造一支“思想有

高度、认识有深度、经营有思路、带农有招数”的联村带农人才队伍，为推动乡村经济全面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浙江农林大学2024年度招收200名学员，重点面向从事乡村集体经济运营管

理工作的乡村CEO及其团队成员、强村公司负责人、驻村创客、农村基层干部、村两委工作人

员等。通过一年的系统培训和实践锻炼，学员们将深入农村，了解乡村实际，学习现代农业技

术和管理知识，探索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此次培养计划将助力学员们成为乡村振

兴的生力军，带领农民朋友们走上致富路，共同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特色经典项目

其他经典项目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 2024年贵州省农技骨干能力提升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遵义市）

⊙ 2023“耕耘者振兴计划”松阳县新型经营主体专题培训班



⊙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杭州市乡村振兴局）系统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 甘肃自然资源系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业务培训班

⊙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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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网点推广培训班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杭州市乡村振兴局）系统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 甘肃自然资源系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业务培训班

⊙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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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贵港市“三农”力量暨乡村振兴专题培训

⊙ 2022年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网点推广培训班

⊙ 2021年陕西省岚皋县新时代文明中心建设专题培训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 2022年浙江省基层农技人员（花卉技术）知识更新培训

⊙ 2022年浙江省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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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CONTACT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培训中心网址：https://jxjy.zafu.edu.cn/index.htm

⊙ 公众号：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衣锦街252号东大楼203室

点击关注 了解更多

交通线路

地铁1——杭州火车东站或萧山机场乘坐地铁到农林大学站下车。1

自驾——自备车从杭徽高速临安出口下，进入临安市区。

汽车——从杭州火车东站乘坐598A路公交车直达临安汽车东站，出站

               后可乘坐出租车到农林大学。

2

3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简介



双 省 部 共 建 高 校

浙 江 省 重 点 建 设 高 校

浙江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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