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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农业工程学科 1994 年获批省级重点学科，1998 年获批农业部重点

学科，2003 年设立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 年获批农业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批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2015 年入选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 A 类资助，2020 年获批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

建设 A 类资助。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农业工程学科评估为 B、

位列全国并列第八，一直保持着鲜明的研究特色和优势。农业工程

（082800）学科拥有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业水土工程（082802）、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082804）、

农产品物流技术与系统工程（0828Z1）、农产品加工技术与工程（0828Z2）

等六个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

业水土工程（082802）、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农业电

气化与自动化（082804）、农产品物流技术与系统工程（0828Z1）、农

产品加工技术与工程（0828Z2）、农业物联网工程（0828Z3）等七个学

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2021 年招生博士研究生 9 人，硕士研究

生 22 人。在校生中博士研究生 32 人，硕士研究生 69 人。农业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现共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8 位，其中 2 人为校外

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57 人，其中 6 人为校外导师。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21 年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学生工作始终坚持在校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领导下，以研究生的教育和成长成才培养为根本目标，学位点开

展多项系列活动，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一年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

态度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挑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

动，很好地完成了校研究生党委工作部布置的各项任务和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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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思想教育活动。结合学院实际情况，自主组织开展了多项文体活

动，并积极配合校研究生会开展多项活动。举办了“展拼搏精神，迎建

党百年”—红色主题师生篮球赛、双校区研究生篮球联赛、机电工程学

院秋季运动会等，培养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挥团队协作精神，

增强集体凝聚力。 

启迪学术智慧，提升创新能力，为广大研究生搭建宽广的学术科

研平台。在学言学，学习是学生天职。为发扬农大特色，扩展研究生

思路，组织开展了系列“青春智汇，博士讲坛”活动、“师兄师姐有话说”

活动、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活动、“厚生丰民，研行有道”学术学风建设

活动等学术活动，帮助同学们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培养同学们积极

向上奋发有为，增强科研创新能力，端正学术品格。 

另外，为保障研究生科研任务的顺利开展和实验室的安全使用，

开展了研究生实验室安全培训、研究生新生实验室安全考试和研究生

宿舍定期检查等活动，排查了安全隐患，筑牢了研究生学习、科研和

生活的安全屏障。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根据《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文件精神，

学院聘任刘圣勇教授为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督导。 

为深入开展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和作风建设年活动，全面贯彻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

设，规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学位点通过专场报告会、科研方向内部导师交流会等形式，对新遴选

研究生导师和现有研究生导师进行不定期、形式多样化的专项培训，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引导研究生导师更好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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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研究生尽快进入研究课题，扩大视野，学院积极为研究生

营造学术氛围，开展“青春智汇”博士讲坛，邀请学院青年博士为研究

生们做专题报告，共开展 10 场专题报告会。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其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6 人次，国内学术会议 19 人

次。研究生参与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其中国家级竞赛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省级竞赛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3 项。研究

生发表论文多篇，其中 9 篇 SCI 论文，2 篇 EI 论文，3 篇核心论文。 

研究生奖助学金全覆盖。1 名博士获博士国家奖学金，1 名硕士获

硕士国家奖学金。30 名博士获博士学业奖学金、33 名硕士为一等学业

奖学金、22 名硕士为二等学业奖学金。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2021 年 1 名硕士研究生获国内外联合培养基金，与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联合培养，另有 1 名博士研究生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2 名博

士获 2021 年河南农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 名硕士获 2021 年河南

农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我院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能力的水平，老师们积极申报校级及省级教改相关项目，其

中 1 项获批河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品教学案例项目。 

引导并提高研究生在导师科研项目申报、执行、完成等全环节的

参与度，强化研究生在实验中素质的拓展和能力的提升。深化“三全育

人”改革，强化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为了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工

作，进一步提高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河南省学位办《关于开



5 
 

展 2021 年学位论文抽检工作的通知》（豫学位办[2021]4 号）要求，我院 7

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自检及学校抽检，其中 1 篇硕士学位论文被省学位

办抽检。通过自检及抽检报告显示，研究生论文内容详实，工作量可以支

撑学位论文要求，论文结构合理，书写规范，但是对论文中的一些图表等

细节问题处理不够，研究生应加强数据处理能力。 

六、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研究生过程管理，从研究生入学后开始制定培养计划、开

题、中期考核、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提交，到最后研究生的就业，均要突出

导师的指导作用。督促研究生及时进行工作总结，按时发表学术论文，并

对论文内容和格式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细心的指导。就业工作中，导师应不

遗余力的拓展研究生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实现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

双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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