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建设方案 

 

 

 

 

 

 

 

 

学校名称：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项目：      内蒙古传统马术       

 

 

 

 

  



 

1 
 

一、基本信息 

（一）负责人信息 

校

级

主

管

负

责

人 

姓名 王怀栋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职称 教授 职务 
学院党委

书记 
专业 农学 

电话 0472-8886216（0） 

牵

头

部

门

负

责

人 

姓名 郭永清 性别 男 民族 蒙古族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畜牧兽医

技术系副

主任 

专业 
临床兽医

学 

学历 硕士 电话 15849293618 

邮箱 guoyongqing2008@163.com 

项目协作

部门负责

人（含宣传

部、教务

处、学生

处、团委、

艺教中心、

体育部、专

业学院等

部门） 

部门 姓名 职务 专业 手机 

办公电

话 

分管院领导 
那 森

巴 雅

尔 

副院长 草原学 13304716983 04728886298 

党务部 
杨海

升 
部长 

水利工

程 
15326915690 04728886213 

教务处 
张  

旭 
处长 

农业机

械化工

程 

18947166461 04728886189 

学生处、团

委 

李晓

飞 

处长、书

记 

思想政

治教育 
13848179166 04728886231 

科技处 李明 处长 园艺 15848207203 04728880769 

体育教学部 
赵福

顺 
部长 兽医学 15847087796 04728861228 

艺术设计系 
武建

林 
主任 

美育教

育 
13789621008 0472888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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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人员信息（含各部门人员） 

姓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

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郭永清 48 硕士 副教授 教学/管理 专职 

张小宇 40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任  宏 40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赵宇飞 40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王  勇 31 学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文  强 27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韩  伟 25 学士 助教 教学 专职 

王晓铄 36 博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嘎利兵嘎 40 博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杜晨光 44 博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乌伦吉如嘎 44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乌英嘎 32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郭志凯 40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孟  克 57 - 中级教练 教学 专职 

陈双玉 63 - 中级教练 教学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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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林 47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王  锋 40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赵利娜 39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张烨炜 36 学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刘红琴 42 - 高级教练 教学 兼职 

庞大伟 56 学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郑宏奎 64 学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韩  冰 40 硕士 - 教学 兼职 

贾幼陵 73 学士 教授 管理 专职 

王怀栋 50 学士 教授 管理 专职 

那森巴雅尔 47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管理 专职 

雷雨澎 40 硕士 调研员 管理 专职 

包志刚 37 硕士 助理调研员 管理 专职 

李  明 45 博士 教授 管理 专职 

冯雪彬 41 学士 副教授 管理 专职 

牟雅韬 37 学士 讲师 管理 专职 

董智勇 38 学士 讲师 管理 专职 



 

4 
 

二、已有建设基础 

传承项目内容、创新点与特色，保障投入、组织实施的资源优势等 

2014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讲到：“马年春节就要到了，

我想到了蒙古马，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儿，但耐力强、体魄

健壮，希望大家要有蒙古马那样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内蒙古的同志认真贯彻党

中央要求，弘扬蒙古马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2020年 5 月 22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到要弘

扬蒙古马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的蒙古马精神，这既是对草原人民的鼓舞，更是对全国人民的激励。 

内蒙古自治区被誉为马的故乡，马文化的海洋，蒙古族被世人誉为“马背民

族”。在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蒙古马是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象征；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蒙古马是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的代表。蒙古马的优秀品质早

已深深镌刻在草原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草原人民自强不息、不断向前的精神力

量。蒙古马精神是草原文化的结晶，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世代

影响和鼓舞着草原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蒙

古马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蒙古马精神

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成为内蒙古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打

造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精神底蕴。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提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等教育”的要求，深入挖掘内蒙古民族马术中

蕴含的以“蒙古马精神”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民族

马术推广，为中国现代马业振兴培养后备人才，促使广大青少年在学习内蒙古民

族马术的过程中，深刻体会、领悟、培养和弘扬蒙古马精神，传承中国游牧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特此申请建设“内蒙古民族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一、建设基础综述 

（一）学院总体办学情况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是内蒙古自治区开设本科专业最早、且唯一设

有硕士点能够自主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职业院校，是内蒙古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

校。学院设有“农业管理”、“旅游管理”、“艺术”3个硕士学科点，开设 23

个本科专业和 38 个专科专业，形成了以农、牧、食品类专业为主，工、经、管、



 

5 
 

文等专业协调发展的 9个专业群。学院是一所占地近 5000亩的现代园林式学府，

有 9 系 2 部共 11 个教学单位，教职工 520 人，截止 2020 年 6 月在籍学生 7575

人（本科 3679 人；专科 3896 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8183 元。建院以来，

学院已为国家培养了 5万余名优秀人才，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7%以上。

学院在教育部组织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被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命名为全区文明单位标兵，获得了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中国教育创新示范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包头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等荣誉。 

    （二）学院的相关工作积淀 

1.马业人才培养工作。2010 年，学院开设了全国高等教育第一个马术类专

业——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马业人才培养工作先河。学

院始终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理念，根植草原，立足内蒙古，放眼世界，

以蒙古马精神为指导和动力，按照国家级特色专业标准持续建设运动马驯养与管

理专业。围绕人才培养等工作需要，建成了占地 100余亩的运动马驯养基地，现

有纯血马、温血马、马球马等 8个品种教学马匹共 100余匹，拥有乌珠穆沁马、

豹斑马、乌审马、阿巴嘎黑马等蒙古马的全部地方代表种群。运动马驯养基地建

有室内训练馆、马球场、舞步训练场和标准赛道及其它配套设备设施。2016年，

学院开始培养马球人才。2017年，承办建立了内蒙古农业大学运动马学院。2018

年，承办建立了内蒙古农业大学运动马学院马球分院。2019 年，学院与中国马

业协会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马产业人才培养教育联盟”。目前，学院已培养

8届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毕业生近 400 人，且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学院师生

承担了“国礼马”的管理、训练任务。经过 10 年的办学积淀，学院已初步建成

了具有鲜明地区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在全国起示范引领作用的马业人才

培养基地，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广至国内相关院校，引领着中国马业人才

培养工作。学院的马业人才培养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并被学习强

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2.马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学院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参与内蒙古自

治区重大调研和规划编制、马文化挖掘和传承等工作，建设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运动马驯养基地，

高度注重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建设了马文化博物馆，展出蒙古族不同部落不同

时期马鞍 800 余盘及其它藏品 2000 余件；开辟了校园“马文化大讲堂”；每年

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校园那达慕”，以专业学生为主,引导和吸引全院学生和

当地居民参与；定期举办各类马术技能竞赛，积极营造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氛围。

2018 年，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支大学生马球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国际马文



 

6 
 

化博览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反响强烈，得到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认可；在系列活

动之“一带一路”马球公开赛和林格尔赛场上，学院马球队与世界顶尖球队阿根

廷队切磋技艺，展现了飒爽英姿。在 2018 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马球公开赛中，

学院马球队 2 名队员参赛的中国队获得了季军。2019 年，学院承办了第二届全

国大学生马场技能大赛，获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学院围绕发扬和传承马文化，

研发了“罕血”、“钟金哈屯”两款葡萄酒，并被中国马业协会指定为专用酒。

成立了敕勒川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创建了“骥忆”、“印迹”、“蒙韵”、“铁

马踏云来”、“一品鞍”等多项原创设计品牌。与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签署了马

文化艺术文创品牌开发战略合作协议，进行马文化艺术文创衍生品牌合作。承办

了 2019 世界马文化论坛之蒙古马精神的世界意义等大型论坛，积极助力蒙古马

精神传播。作为唯一一所高校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演艺

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展出了内蒙古鞍马文化、蒙古族图案等多个门类的文创产品。

目前，正在向自治区申报“蒙古族马球”非遗保护单位。 

（三）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系统支撑 

内蒙古农业大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最早的本科学府，与马相关的领域

一直是学校重点教学和研究内容。学校成立了“马科学研究中心”，建有农业部

马属动物观测站（观测站建在我院），是文旅部、教育部、人社部批准的内蒙古

自治区唯一一所承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高校，是教

育部批准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内蒙古文旅厅批准的“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培训计划”牵头高校。学校高度重视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建设，在平台、师资、

技术等方面对学院一直给予支持，亦可为“内蒙古民族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建设提供全方位支撑。 

（四）上级的大力支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2017年 1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现代马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实施，提出要将促进现代马产业发展

纳入到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制定和落实支持现代马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

和相关措施，推动现代马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多年来，上级领导亲切关怀学院运

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建设发展，在学院相关基地建设、办学经费、招生政策等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二、传承项目内容 

内蒙古大草原是内蒙古民族马术的发祥地和传承主体，爱马善骑,是蒙古民

族的天性和传统。驭马，是胆量、智慧、韧性的象征，是蒙古人的标签和符号。

内蒙古民族马术向来以技艺惊险、紧张激烈、扣人心弦闻名中外，受到广泛赞誉。

“内蒙古民族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传承和推广速度赛、耐力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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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比赛、障碍赛、马球、驯马、钻火圈、马上叠罗汉、马上斩劈、乘马射箭、飞

马拾物等民族马术，深入挖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内涵，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 

三、创新点与特色 

（一）蒙古马精神统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全过程，成风化人，

培根铸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项目的传承以高等教育学历教育形式为主，辅以非学历教育（培训）

的形式，突破了传统师徒、父子口传身教方式的局限，实现规范化、规模化人才

培养，质量和数量更有保障。  

（三）传承的项目内容满足草原人民爱马养马、能骑善射的民族情怀，有利

于实施和推广。 

（四）传承弘扬传统马术，培养现代马业人才，高度契合中国现代马产业发

展需要，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助力牧区致富。 

四、保障投入、组织实施的资源优势等 

（一）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建有全国首个高等教育第一个马术类专

业，从基地条件、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社会服务等方面在

全国同类专业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学院根植草原，积极弘扬内蒙古民族马术文

化，把培养现代马业人才作为专业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 5 年每年直接投入

300 余万元建设和发展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今后 3 年每年将新增不低于 150

万元的纵向经费，加大内蒙古民族马术保护和传承工作力度，提升马业人才培养

水平。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高度

契合产业发展，在全国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引领着中国马业人才培养的方向。 

（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教育、文旅、农业部门高度重视，学院马业人才

培养工作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有充分的保障。学院占地

550亩的“马文化与马产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已规划、论证完毕，正

在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立项，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提升基地的各项功能，为内

蒙古民族马术优秀传统文化基地建设提供优质平台。 

（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视马业发展，相关部门支持内蒙古农业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马业人才培养工作。学院是中国马业协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马

学分会和内蒙古马业协会理事单位，是中国马业协会蒙古马分会承办单位、内蒙

古马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与英国、法国等多国马业协会和国内 30 余家知名马

术俱乐部保持密切联系或建立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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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影响力，能够有力推动项目实施，具体如下： 

1.平台资源           

序号 名称 批准\建立机构 时间 备注 

1 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 教育部 2010 
全国高等教育第一个

马术类专业 

2 
中国马产业人才培养教育

联盟 

内农大职院、中国

马业协会发起 
2019 

中国第一个马业人才

培养教育联盟 

3 中国马业协会蒙古马分会 中国马业协会 2019 设立在内农大职院 

4 
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优

秀教学团队 

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 
2019  

5 标准委员会 中国马业协会 2019 5名教师为标委会委员 

6 马文化大讲堂 
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2019  

7 马属动物观测站 农业部 2018  

8 敕勒川设计艺术研究中心 
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2018 马文化艺术研创基地 

9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文旅部、教育部、

人社部 
2016 内蒙古唯一承担高校 

10 马科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9  

2.内蒙古传统马术传承院校联盟 

序号 所属盟市 学校名称 办学层次 备注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生、本科、专科 自治区指导院校 

2 通辽市 内蒙古民族大学 研究生、本科、专科 有相关专业 

3 兴安盟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有专业 

4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专科 有专业 

5 赤峰市 赤峰学院 专科 有相关专业 

6 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族自治旗 

职业中学 
中专 有专业 

7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民族 

职业高中 
中专 有相关专业 

8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第一职业中学 
中专 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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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性成果 

（1）专著 

序号 名  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1 
内蒙古现代马产业科

技发展技术路线图 

王晓铄 

王怀栋 
2020.03 

吉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92-6215-5 

2 草原兽医贾幼陵 贾幼陵 2019.10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24868-7 

3 
马文化与马产业研究

丛书——马产业 
王怀栋 2019.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4-15990-1 

4 运动马产业 王怀栋 2014.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5-0710-5 

5 蒙古搏克 
庞大伟 

郑宏奎 
2012.12 

蒙古国出版社

ISBN978-99929-4-568-0 

6 蒙古人与马 芒  来 2012.0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7-5380-1106-4 

7 国际兽医事务手册 贾幼陵 2011.09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7-109-16034-7 

（2）代表性论文 

序号 名  称 作 者 
时 

间 

发表刊物/ 

出版社 

1 马学理论与实践系统发展的新探索 贾幼陵 2020 前沿 

2 草原管理体制决策的实践依据 
贾幼陵 

郝益东 
2020 北方经济 

3 内蒙古马产业振兴发展战略研究 王怀栋 2019 北方经济 

4 
强化特色 整合资源——应用型马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路冠军 

芒  来 
2019 黑龙江畜牧兽医 

5 
不同水平壳聚糖对马驹生长性能、

血清激素水平和肠道菌群的影响 
任  宏 2019 饲料研究 

6 
论中国马产业人才培养教育联盟共

建机制 

赵宇飞 

郭永清 
2019 中国兽医杂志 

7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视角下民族马业

发展升级思考——以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马业为例 

王怀栋 2017 贵州民族教育 

8 
民族马业发展升级的路径研究——

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 
王怀栋 2015 中国畜牧杂志 

9 
中国运动马产业特点及其发展的思

路与对策 
王怀栋 2015 黑龙江畜牧兽医 

10 马产业、马文化与城市生活 芒  来 2015 实践（思想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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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性技术成果、专利、标准 

序

号 
名称 

批注 

机构 

发明人 

完成人 

专利号 

批准号 

公告日 

颁发日 

1 
内蒙古农牧业优势产业科
技人才培训——内蒙古自
治区科学技术成果 

科学技
术厅 

王怀栋 
杜立峰 
李  明 

9152018Y0524 2018.10.29 

2 

四子王旗和兴和县农业主
导产业现状调查及规划发
展对策研究——内蒙古自
治区科学技术成果 

科学技
术厅 

王怀栋 
杜立峰 

9152018R0002 2018.09.20 

3 

内蒙古农村牧区农业合作
经济组织带头人科技培训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成果 

科学技
术厅 

武俊英 
王怀栋 

9152018Y0211 2018.09.06 

4 
兽医专用的口径撑开保持
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产
权局 

郭永清 
ZL2018 2 
2236845.7 

2020.03.17 

5 
马健康智能监测管理系统
计算机软件 V1.0（4项著
作权） 

国家版
权局 

赵宇飞 

2019SR10595700
2019SR1024527 
2019SR1024961 
2019SR1025366 

2019.06.11 
2019.10.10 
2019.10.10 
2019.10.10 

6 
一种运动马修蹄热钉试装
置（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产
权局 

王  勇 
ZL2017 
21812388.0 

2018.08.14 

7 
一种马驹断奶装置（实用
新型专利） 

国家产
权局 

任  宏 
ZL2017 2 
1786904.7 

2018.07.10 

8 
自由组装调节的安全型骑
马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产
权局 

王怀栋 
ZL2014 2 
0543401.7 

2014.12.31 

 

（4）代表性获奖 

序号 获奖作品名称 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主要 

获奖人 

1 
内蒙古农业扶贫科技的探

索与研究 

自治区第七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 
2018 

王怀栋 

杜立峰 

2 

强化特色、整合资源应用型

马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 
2018 

芒  来 

王怀栋 

3 
运动马产业-内蒙古运动马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自治区第六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 
2017 

王怀栋 

艾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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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表性荣誉 

序号 荣誉名城 
获得 
时间 

授予单位 
主要 
人员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纪念章” 
2019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贾幼陵 

2 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 2019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王怀栋 

郭永清 

3 科技推广与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2013 内蒙古农业大学 王怀栋 

4 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 2007 中华全国总工会 贾幼陵 

 

（6）完成课题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来源 

（下达编号） 
起讫时间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1 
马文化与马产业系列
丛书——内蒙古马产
业发展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专项 

2018-2019 王怀栋 20 

2 
内蒙古马文化与马产
业融合发展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
委托重点项目 

2018-2018 王怀栋 10 

3 
内蒙古现代马产业科
技发展技术路线图 

自治区科技厅
（201705017） 

2017-2018 王怀栋 50 

4 
“一带一路”视角下
内蒙古民族马业升级
路径研究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重点项目
（2016NDA001） 

2016-2019 王怀栋 3 

5 
内蒙古农牧业优势产
业人才培训（含运动
马人才培养） 

内蒙古自治区星火科
技培训项目

（20140465） 
2014-2016 王怀栋 65 

6 
绵羊季节性繁殖中
MTNR1A/KiSS1/KISS1
R作用关系的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013M541212) 

2014-2016 杜晨光 10 

7 
内蒙古运动马发展战
略研究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2013B041） 

2013-2014 王怀栋 3 

8 
中国·内蒙古运动马
驯养技术集成与人才
培养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2012DFB30070） 

2012-2016 李畅游 718 

9 
蒙古族传统工艺美术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08BMZ022） 

2008-2012 郑宏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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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研课题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来源 

下达编号 

起讫 

时间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1 
现代农业职教“三层次
一拔尖”人才培养研究 

自治区规划办
NZJGH2019129 

2019-2020 王怀栋 10 

2 
马属动物运动潜能基
因多色荧光探针检测
技术的研究 

内蒙古自自治区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项

NJZY19058 
2019-2022 嘎利兵嘎 4 

3 
黑皮质素 4型受体介导
Amylin对小鼠棕色脂
肪产热调控的研究 

国家纵向基金
2018MS03046 

2018-2020 杜晨光 3 

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 

文旅部、教育部、 
人社部 

2016-2020 
毕力格
巴图 

180 

5 
绵羊下丘脑 Ghrelin通
过神经元投射参与繁
殖调控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660701 

2011-2014 杜晨光 52 

4.师资（“传承院校联盟”专业教师未统计在内）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研究领域 备注 

专家团队 

1 贾幼陵 男 汉族 教授 兽医学 
运动马驯养与管理

专业建设总指导 

2 乌兰巴特尔 男 蒙古族 
高级研究

员 
畜牧学 内蒙古马业协会会长 

3 岳高峰 男 汉族 
高级研究

员 
马产业发展

战略 
中国马业协会秘书

长 

       

管理团队 

5 王怀栋 男 汉族 教授 马产业经济 
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马

业协会理事，中国马业

协会蒙古马分会秘书长 

6 那森巴雅尔 男 蒙古族 助理研究员 教育管理 
副院长，中国马业协会

蒙古马分会副秘书长 

7 杨海升 男 汉族 讲师 水利工程 党务部部长 

8 张  旭 男 汉  族 实验师 农业机械化
工程 

教务处处长 

9 雷雨澎 男 汉族 研究院 兽医学 
畜牧兽医技术系党
总支书记 

10 包志刚 男 蒙古族 讲师 林学 
畜牧兽医技术系学
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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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团队 

13 郭永清 男 蒙古族 副教授 临床兽医学 
畜牧兽医技术系副
主任，硕导 

14 任  宏 男 汉族 讲师 
马繁育、马行

为 
马繁殖、驯马 

15 王  勇 男 汉族 实验师 马术技巧 民族马术技巧 

16 张小宇 男 汉族 讲师 马术障碍 民族马术技巧 

17 文  强 男 蒙古族 讲师 马房管理 马匹管理 

18 赵宇飞 男 汉族 讲师 马营养 马匹营养饲养 

19 嘎利兵嘎 男 蒙古族 讲师 遗传育种 马匹品种培育 

20 韩  伟 男 汉族 助教 马球 马球教学 

21 郭志凯 男 汉族 讲师 马兽医 
畜牧兽医技术系办
公室主任 

22 杜晨光 男 汉族 教授 遗传育种 硕导 

23 乌英嘎 女 蒙古族 讲师 马生产 马繁育 

24 武建林 男 汉族 副教授 蒙古族文创 
艺术设计系主任、硕
导 

25 赵利娜 女 汉族 副教授 蒙古族文创 
艺术设计系广告设
计教研室主任、硕导 

26 王  锋 男 汉族 副教授 蒙古族文创 艺术设计系副主任 

27 曹志军 男 汉族 副教授 食品酿造 
食品工程技术系主
任 

28 庞大伟 男 汉族 副教授 
游牧民族 
工艺美术 

中国民族工艺美术大
师、硕导 

29 郑宏奎 男 蒙古族 教授 
蒙古族 
工艺美术 

自治区教学名师、硕
导 

30 韩  冰 女 汉族 - 马球运动 
北京阳光时代马球运
动有限公司总经理 

31 刘红琴 女 49 高级教练 马术技巧 民族马术技巧教学 

5.教学资源 

序号 
教学资

源 

设备台

（套）数 

设备总值

（万元） 

建筑面积

（㎡） 
服务内容 备注 

1 

运动马

驯养基

地 

300 
1200（不

含马匹） 
7000 

人才培养、人员培训、

科学研究、文化弘扬、

交流合作 

内蒙古农业

大学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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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文化

博物馆 

藏品 3000

件 
 400 民族文化弘扬 

内蒙古农业

大学职业技

术学院 

3 实验室 800 2600 1200 科学研究 
畜牧兽医类

实验室 

4 
云畜牧

平台 
2 1000 400 教学 

校本部与职

业技术学院

各一套，可

数据对接 

5 

敕勒川

设计艺

术研究

中心 

展品 800余

件 
80 200 研究、创作、展示 艺术设计系 

综上所述，学院具有多年的专业办学优势和相关积淀，以我院运动马驯养与

管理专业为平台，整合相关优势专业（群）、民族教育基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专业团队、课程体系等资源，具备建设服务全区、辐射全国的内蒙古民

族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 

为圆满完成任务，实现预期目标，我院开展基地建设的工作思路是：依托内

蒙古农业大学是国家三部委（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社部）在内蒙古自治区

遴选的唯一执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

“研培计划”）的高等学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定的“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的唯一指导高校，在全区 7个盟市各遴选 1所学

校组建“内蒙古民族马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院校联盟”（以下简称“传承院校

联盟”），共同建设“内蒙古民族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开展各盟

市“内蒙古民族马术非遗项目培训”工作，统一开展全区民族马术的发掘、研究、

传承和推广工作。 

1.在执行“研培计划”基础上，开展“传承院校联盟”各院校民族马术专业

教师（教练）的培训工作。以此为基础，开展“传承院校联盟”所属地区牧业旗

县的教练、骑手培训和马术项目推广工作。 

2.以“传承院校联盟”为基础，深入开展以内蒙古民族马术为核心内容的基

础调研、资源挖掘、传承谱系追溯、样本整理等工作。 

3.选择草原文化底蕴较深厚的几个旗县，与本地的“传承院校联盟”共同开

展喜闻乐见的民族马术活动，以点带面，推动民族马术回归和发扬光大。 

4.依托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开展以蒙古马精神为核心、内蒙

古民族马术为内容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5.在建设“文化寻力研发中心”（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支持的中小

学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基础上，在“传承院校联盟”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开展内蒙古民族马术课程进校园、进课堂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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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设目标 

总目标（为期三年） 

1.初步建成国内领先、特色鲜明的内蒙古传统马术传承基地 

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组建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职

业技术学院牵头、包括其他 7个盟市 7所学校深度合作的“内蒙古民族马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院校联盟”，形成基本覆盖全区的内蒙古民族马术非遗保护项目

进校园、进牧区教学、培训、传承和推广体系。 

2.内蒙古传统马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 

与相关院校合作，共同开发内蒙古民族马术相关课程，将民族马术内容有机

融入相关专业课程体系，完善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以蒙古

马精神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改革，全面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全区推广民族马术打下良好基础。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和盟市教育主管部门

加强沟通，筹建以高校传承基地为核心的中小学内蒙古民族马术非遗项目传承推

广体系，并开展部分民族马术课程进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研究和试点工作。 

3.建立完善的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推广师资（教练）培训机制 

以“传承院校联盟”为基础，利用相关优质平台、资源，推进农村牧区民族

马术传承推广师资（教练）培训，以点带面，为非遗项目推广打好基础。 

4. 试点推广内蒙古传统马术联赛 

在牧业旗县组建马球队，恢复蒙元时期蒙古族马球节（端午节、9月 9日），

开展马球联赛，传承弘扬内蒙古传统马术，振兴马产业，带动牧区致富。 

分年度目标 

第一年： 

1.完善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相关专业融合内蒙古传统

马术的课程体系建设规划。 

2.在内蒙古教育厅体卫艺处、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的指导下，内蒙古农业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 8所学校组建的“内蒙古传统马术

传承院校联盟”，制定各院校传承发展规划。 

3.制定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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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相关社团、论坛建设发展规划。 

4.开展地方中小学推广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调研与规划。 

5.开展内蒙古民族马术知识传授和文化推广，提高广大群众对传统马术的认

知。 

第二年： 

1.分步在“联盟”学校中开展内蒙古传统马术专业基础课建设试点。 

2.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体卫艺处指导下，按照拟定的相关专业内蒙古传统

马术文化素质类课程体系建设规划，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案，开展传统马术素质类

课程试点。 

3.在选择的几个地方中小学进行 1 轮以内蒙古传统马术为内容的课程教学

（理论与实践）。 

4.以“传承院校联盟”教师和牧区教练为师资，培训选拔牧区队员，组建地

方传统马术队，加强训练。 

第三年： 

1.组织各马术队开展联赛。 

2.总结实施经验，确立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选择确定其它相关专业开设的传统马术推荐课程，争取立项编写教材。 

3.总结内蒙古高校教师培训和传承人进课堂经验，提出今后开展内蒙古传统

马术专业课程和素质教育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供教育主管部门参考。 

4.在内蒙古教育厅体卫艺处和基础教育处的指导下，组织编制内蒙古自治区

中小学内蒙古传统马术课程教材规划。 

5.总结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以内蒙古传统马术为主要内容的高校

大学生社团活动和文化素质教育经验，形成长效机制。 

6.撰写“内蒙古传统马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总结报告，制定

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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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方案 

包括：课程教学、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

示交流等方面的建设构想，项目实施的步骤、组织管理等 

1.专业课程建设 

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及相关专业（群），

组织编写配套教材。通过现有专业教师，培训、选拔有一定基础的传承人，建设

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开展内蒙古传统族马术传承人进校园收徒试点，为

实现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进入职业教育专业体系探索新路径。 

在教育厅体卫艺处指导下，以“传承院校联盟”为平台，在有相关学科专业

的学校中推广“内蒙古民族马术”课程，联合开展师资培养和教材开发。 

2.素质教育课程建设 

依托“传承院校联盟”学校，开展以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为主要内容的

大学生文化素质选修课程和引进传承人传技讲座课程建设。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

技术数学院将开出 3门面向全院学生的公开选修课。在此基础上，确定内蒙古自

治区高校传统马术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推荐课程，为面向全区高校推广打下基

础。 

3.内蒙古民间马术队建设 

在内蒙古的牧业旗县,通过牧民青少年培训、选拔牧区资质禀赋较高的孩子

进行专项训练等方式，组建 3-4支民间马术队，强化技能训练，进行比赛。 

4.学生社团和校园论坛建设 

以蒙古马精神弘扬为核心，巩固、提高并在“传承院校联盟”推广建立校园

“马文化大讲堂”，结合“一生一品”工程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组建学

生社团或学生兴趣小组，开展内蒙古传统马术相关文化宣传、科研设计、创新创

业等活动，提高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 

5.教学研究 

（1）利用蒙古马开展中国马球马的培育。 

（2）蒙古马调教的研究（不同功能方向）。 

（3）内蒙古传统马术专项技巧训练的研究（马球、马上叠罗汉、飞马拾物

等）。 

（4）基于内蒙古旅游市场需求的马术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5）内蒙古民族马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研究。 

6.推广辐射 

（1）在牧业旗县组建马球队，按照蒙元时期习俗，把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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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 9月 9日定为马球节，开展马球比赛，增添节日气氛，弘扬传统文化。 

（2）利用“国家非遗保护日”（6月）、“草原文化节”（7月）和“草原

文化遗产保护日”（9月 6日）及草原那达慕，与地方开展相关活动，做好配套

宣传和成果展示工作，助力内蒙古传统马术文化弘扬。  

（3）在地方教育局的支持指导下，开展内蒙古民族马术非遗项目进中小学

校园试点。 

7.项目实施步骤与组织管理 

（1）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负责项目的总体管理和协调工作，实施

进度按照前述三年计划执行。主要课程建设先行在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本、

专科）试点，然后在“传承院校联盟”学校和中、小学布置推广，取得成熟经验

后通过自治区相关盟市教育主管部门向全区推荐。结合今后 3年执行“研培计划”

完成各院校专业教师培训和各盟市传承人进校园教师推荐工作。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统筹指导，内蒙古民族马术选修课程纳入学院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管理体系。 

（2）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以分管副院长为组长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蒙古传统马术传承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相关职能部门、系（部）负

责人为小组成员。下设基地管理办公室为日常工作机构，学院畜牧兽医技术系副

主任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基地规划的编制、实施和日常管理。学院财务处对基地

经费实行专项管理，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并定期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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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成果 

预计完成情况，文字音像资料档案，成果展现内容、形式以及有效性、

影响力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蒙古传统马术传承基地”建设总结报告，包括： 

一、“内蒙古民族马术传承院校联盟”建设成果及活动综述 

（一）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内蒙古传统马术

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二）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内蒙古传统马

术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三）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推广实施情况。 

二、课程建设文件 

（一）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推荐开设内蒙古传统马术课

程教学大纲和推荐教材（或讲义），不少于 1部出版教材（或完整书稿）。 

（二）专业教师基本要求和推荐参与教学的传承人名单。 

（三）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推荐

课程清单、教学大纲与推荐教材（或讲义）。 

（四）提交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项目成套影视资料。 

三、成果展现内容和形式 

（一）完成内蒙古传统马术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成果，发表相关论文 3篇以

上。 

（二）培养相关方向硕士研究生 3名以上。 

（三）开展基于内蒙古传统马术的文创设计研究，举办 1-2 次非遗项目成果

展。 

（四）完成不少于 1部书稿，力争立项出版。 

四、基地建设有效性和影响力 

（一）基地建设期间，“内蒙古传统马术传承院校联盟”至少每校开出 1

门相关课程，举办 1期内蒙古传统马术非遗传承人培训班。 

（二）至少举办 1次内蒙古传统马术比赛。 

（三）基地每周对社会开放不少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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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校意见 

学校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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