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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学历、技术技能提升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的人才培养

机制，为精准扶贫做好人才支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博士（教授）创新与服务团队，协

助专业教师实施“111”工程，为热带农业种植和养殖、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推动了

政校企行农业、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提升，推动了乡

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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