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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业集群紧紧围绕学校办
学定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教育理念，出台《武汉生物工
程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及实施办法》，构建了集质量决策系
统、质量标准系统、质量运行系统、
质量监控系统、质量评估系统、质量
改进系统、质量文化系统、质量支持
系统等“八位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制定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主
要教学环节等全过程的本科教学质
量标准，加强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

“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
“五自”质量文化已成为全校师生的
共识，有效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学校出台的《本科教学质
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特色专业集群每年开展
教师教学体验和在校生学习体验
问卷调研，定期对毕业生、用人单
位进行问卷调查，及时掌握教师、
学生、企业、校友对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反馈意见，并针对性采取措
施进行改进，促进质量持续改进效
果不断提升。

武生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7 届校友申仓松现在正在华中
科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
作，兼职生物岛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申仓松2013年来到武生院，考
入钱学森班，大二结束后跟从李毅
和洪华珠两位老师做课题。在老

师们的悉心教导下，申仓松获得了
生科院十大优秀青年等荣誉，毕
业后考上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
后续到浙江大学联合培养。目
前，申仓松正在从事 GPCR 二聚
体的结构功能研究，为药物的优
化奠定基础。

“在武生院上学的4年里，钱学
森学院钱老的‘我们不能人云亦云，
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
的就是创新’名言一直激励着我在
学习和科研上不断尝试，挑战自我；
在校期间，老师们的专业水平及对
学生的谆谆教诲，校园里浓厚的学
习氛围，学校对我们的倾力支持，无
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让我敢
放手去拼搏。”申仓松说。

聚力专业群建设，引领高质量
发展。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始终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公益性办学原
则，强化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中心
地位，以特色专业集群为示范引领，
持续推进专业内涵建设，为社会输
送了一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取得
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果和社会服务
成效。

学校将始终把打造高水平特色
专业集群作为加强内涵建设、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环节来抓，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为助力新质生产力加
快培育和发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
强省的战略目标贡献武生院力量。

“荆楚好老师”唐艳平博士（左一）指导学生科研。

毕业生在校园门口留影。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建强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经过清洁、蒸馏、提纯等一系列复杂的

步骤，从一片片普通树叶，或者成熟的罗汉

果等植物里，便可提取出天然甜味剂，而

这种甜味剂被运用到药品中，不仅可改善

药品的口感，还可帮助糖尿病患者稳定血

糖……在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医药学院的

实验室中，黄帅教授团队的师生们每天进

行着这样的研制过程。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作为湖北省唯一

以“生命健康”为特色的普通本科高校，自

建校以来，始终秉承“自立自强、创新创业”

的校训和“严谨、自强、求是、创新”的校风，

致力于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

社会责任感强，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创新创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评建过程中，学校采取一系列创

新举措，凝练专业特色发展方向，培育专业

建设成果，展现了其在生命健康领域的优

异表现。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现有41个本科招生专
业，其中生物工程专业是创办最早的传统优势
专业，于 2009 年被批准为湖北省品牌专业，
2019 年入选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21 年入
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校秉承

“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 融合发展”理念，以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为示范，以服务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和湖北“51020”现代产业体系
为导向，聚焦“生命健康”产业领域，持续优化
调整专业结构，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和技
术创新成果推动形成集疾病检测（生物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药物研发（应用化学、生物制
药、制药工程）、疾病治疗（生物工程、中药
学、药学）、健康养护（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环境工程、烹饪与营养教育、园林、园艺、茶
学）等覆盖生命健康全产业链的特色专业集
群，服务国家“大健康”战略和湖北“生命健康”
产业发展需求。

在武生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抗
逆与分子育种”团队从2017年起，针对植物遭
受干旱、盐碱、低温、植物病毒等环境胁迫时的
减产甚至死亡等问题，通过生理生化与分子机
理研究，利用最新基因技术提高作物的抗逆
性，使植物在面对恶劣环境时能更好地生存并
减少了农药的施用，从而为创制抗逆高产新品
种和健康食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7年多来，这一项目不断收获丰硕成果，
不仅获得了湖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
团队项目资助，学院还将项目研发与人才培养
紧密结合。“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参与的教师有
六七人，每一届学生也有一部分参与进来，目
前已经培养本科生至少有上百人次了。”武生
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负责科研工作的副院
长徐飞说，许多本科生依托这些项目，在全国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湖北省大学生生物学竞
赛等多项重量级赛事中获得多个一等奖。

徐飞介绍，近几年来，学院结合办学内容，
紧扣时代热点，围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需
求，先后又组建了“昆虫分子病理学”科技创新
团队和“宠物健康养殖”科技创新团队等，将目
光瞄准外来入侵昆虫防治研究和养老服务等
行业。“除了做好教学这一根本任务，我们也依
托这些创新团队和教师队伍，加上教师们申请
的一些国家级科研项目，进一步反哺教学，提
升师生们的教学、科创能力。”徐飞说。

据了解，近年来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
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2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17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1项，科研经费达1000余万元。申请并获批
专利55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130余篇
高质量论文；出版多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
著。师生在第五届中南五省植物生理学术年
会、生物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湖北省免疫学
会开展学术交流、参与学术竞赛并获奖，相关
经历和经验为教师成长、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学院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三全育人先进单位”等荣誉，一大批学生在考
研、就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优势专业瞄准时代
需求，提档升级持续发力，武生院的其他专业
也不断创新，结出丰硕的成果。黄帅教授说，
2022年，他的团队以“基于网络药理学木江叶
科降血糖物质基础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获
得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2023 年拿到的

“国家药品标准自修订课题”项目成果，将被收
录进中国药典；今年，他的团队还获批为湖北
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自2017 年起，武生院与武汉赛维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双方以签订校企订单班实
习协议为契机，为学生们搭建了一条从校园到
企业的实践教学平台。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
功开设了三届“赛维尔实验班”，输送优秀学生
到公司进行实习实践。学子们凭借出色的表
现，部分学子已经成为企业骨干成员，为公司
的持续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

2024 年，武生院护理学专业第一届本科
生毕业，经过3年校内学习和1年医院实习，首
届 61 名毕业生全部获得护士资格证顺利毕
业，其中50人进入省内外的三甲医院工作，实
现百分百就业率。学生在学校三年学完理论
知识，大四进入医院实践一年，由企业导师与
学校教师共同培养，毕业时凭借优异的成绩顺
利留在了企业工作。

实际上，这样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在武生
院的“赛维尔实验班”“九州通班”“护理班”等
班级，在各个学院，已然成为一种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创新模式。

近年来，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湖
北省大健康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指
引，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协同育
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现代产业学院模式。依托省级武陵山
康养现代产业学院，探索并形成与生命健康产
业深度融合的主体联动化、专业集群化、创新体
系化、实践一体化的“四化”应用型、复合型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校企教师导
学+实习实践促学”新路径，实现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二是校企“订单班”模式。特色专业集群
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同济航天城医院等单位

联合共建160余个稳固的实习与就业基地，确
立了以订单培养为主要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目标，实施“订单班”教学，先后开办“九州
通班”“华大基因班”“护理班”“森林康养班”
等，实现了学生零距离就业，为行业培养了大
量一线技术人才。

三是校内“实验班”模式。特色专业集群
始终坚持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放在首要地
位，大力弘扬“双自双创”文化精神，开办“植物
栽培与养护”“中草药种植、炮制”“基因检测”
等特色实验班等，聘请了一批产业教授、工匠
教授，开展实践现场教学，引导学生将所学专
业技能与实践项目相结合，与学校五育并举理
念相融合，培养诚实可靠、一岗多责、一专多能
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将实践技能训练与校园
建设紧密结合。

一月初的武生院校园内，多数学生已经开
始放寒假，但从1月6日开始，“园林植物整形
修剪技术班”等专业技能训练营的30名大学生
却选择了留校参加冬令营训练。在校内的三个
实训基地里，冒着低温，学生们为植物修剪枝叶，
每天观测植物生长情况，还要清扫植物的落叶
等。这项实践课程在武生院已开展多年，每年
寒暑假期间都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

2022 级园林专业专升本学生朱建鑫，多
次报名参加该训练营，在训练营中夏天战高
温、雨天一身泥、冬天满头汗……每逢假日，就
在学校各实践实训基地反复操练。2024 年，
朱建鑫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资
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生们在实践基地参与植物栽培与养护
工作，不仅把他们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与实践
紧密结合了起来，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技
能，也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园林园艺学院
副院长唐艳平说。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创新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在武生院，已经成功举办18届
的“长河杯”系列双创大赛成为该校
双创教育领域的特色品牌，大赛自
2015 年创立以来，持续发挥着“选
苗育种”的积极作用，促进产学研
的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
与实施，孕育并培育了一批批优秀
的创业项目。这些项目在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
等双创赛事中屡次荣获重要奖项，
彰显了学校双创教育的卓越成效。
在大赛的加持与推介下，一批批优
秀学生创客带着项目登上了更广阔
的舞台。

“长河杯”系列双创大赛是武生
院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也集中彰
显出学校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下人才
培养的成果。据悉，特色专业集群
正是依托学校获批的“全国高校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国家级
众创空间”等平台，创新“双创”教育
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双创赛事、
科技创新与技能竞赛，成果丰硕。

近 3 年，特色专业学生获批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52
项，其中国家级27项，省级125项；
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级
银奖1项、铜奖2项；获“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铜奖 1
项，省级金奖 1 项，银奖 2 项、铜奖
10项；获中华职教创新创业大赛国
家级金奖1项，湖北省金奖3项、银
奖4项。获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
励 329 项，其中国家级 59 项，省级

270项。
特色专业集群强化就业导向，

创新“稳就业、抓就业、引就业、促就
业、帮就业、助就业、保就业、推就
业”等举措，由校领导带队深入开展
访企拓岗行动，精心组织各类招聘
活动，鼓励毕业生在生命健康产业
服务就业，特色专业2024届毕业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1.6%，毕业生岗
位适应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从实验室到试验田，调查、选
穗、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记
录……武生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2011届校友、现任自
贡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粮作研究所所
长、高级农艺师鄢圣敏10年来每天
的工作就是与杂交水稻打交道。从
武生院毕业后，鄢圣敏长期从事水
稻遗传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工作，
带领团队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农业
科研一线，主研育成杂交水稻新品
种4个，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次获
得自贡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研究成
果转化应用面积达145.4万亩，实现
经济效益8.95亿元。2023年10月，
鄢圣敏获得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
青年先锋”称号。

近年来，特色专业集群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和师资优势，选派 17
名科技特派员为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推广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一
批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就业、创
业的优秀校友，他们服务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致力于推动乡村振兴
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徐飞教授指导的学生科研团队。

武陵山康养现代产业学院获批省级现代产业学院。

构建特色专业集群
助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成果斐然
社会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推动教育教学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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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