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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作物学科是支撑作物生产进步的基础性、战略性学科，强化作物学科研究生培

养对持续推动作物产能绿色高效提升、促进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现

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和直接作用。目前，我国有百余个高校和院所设置了招收硕

士和/或博士研究生的作物学科，每年向社会输出万余名研究生。面对全球农业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浪潮，如何持续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的高素质新

农科作物学高层次人才，更加高效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强国建设，是全国

作物学科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1 成果简介 

河南农业大学作物学科是全国省属农业院校首批、河南省高校唯一的国家一级

重点学科，1962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本项目针对新时期作物学科研究生服务“三农”情怀不足、理论与实践

融合不够、国际视野不高等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广大师生的寄语

为指导，坚持“四个面向”，围绕创新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经过多年实

践，创新构建了“五位一体”和“四维融合”的研究生高质量培养模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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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以来，厚植爱农情怀效果显著，本学科研究生党支部入选全国高校“百

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涌现出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全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等一批研究生典型。融研于教成效显著，研究生以主要作者在 Science 等期刊发

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160 多篇，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 300 余人次，以

研究生为主连续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银奖 4 个、铜奖 2 个，连续三年

荣获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国际交流水平显著提升，全球招聘 2 名国际科

学家在学科全职工作，2 名教授被聘为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兼职教授，联合培养

研究生 12 名，研究生在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 38 人次。项目成果受到人民日报、中

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报道，培养模式得到河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青岛农业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等涉农高校的学习借鉴。 

1.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研究生服务“三农”意识不强。研究生对学农、爱农兴趣不浓，强农、兴农

决心不够，服务三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烈。 

2）研究生理论与实践融合度不足。现有培养体系实践环节薄弱，融研于教不

够，研究生融会贯通能力不强，不利于成长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型、复合型

高层次人才。 

3）研究生国际视野不高。研究生国际交流途径少，对作物学科国际前沿理论与

技术掌握不及时，不利于成长为具有多元思维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 

 

2.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五位一体”施策，强化爱农兴农人才培养基础 

1）思政引领厚植爱农情怀。实施“思想政治与文化传承建设提升工程”，创新“党

建+”工作模式，持续举办“指路明灯教授导航”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弘农文化节系

列活动，师生共同凝练作物学科百年文化内涵，撰写和学习《中国玉米育种大先生

吴绍骙》，夯实“农科”文化育人品牌（图 2）。  

2）师资强化打造一流团队。实施“一流师资团队打造工程”等计划，出台《农学

院高层次领军人才培育管理实施办法》《农学院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等制度，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作为学科带头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建现代农

业联合研究生院，显著提升学科育人水平（图 2）。 

3）课程优化促进融研于教。实施“新农科人才课程体系改革工程”，增设《数字

农业理论与技术》等学科交叉类课程，引入典型科研创新案例分析、虚拟仿真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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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教学资源，建立开放性、竞争性课程设置申请，保障课程的前沿性与先进性

（图 2）。 

4）实践锤炼提升实干本领。实施“新农科人才创新实践工程”“百名教授千名研

究生服务万村工程”，创建麦玉科技小院和玉鑫实践服务团，建立“知行本草”等耕读

教育基地，为研究生解决产业实际问题、提升实干本领提供平台（图 2）。 

5）扩大交流拓展国际视野。实施“新农科人才课程体系改革工程”，举办

“CIMMYT-中国小麦玉米科学创新国际论坛”“黄河国际论坛”，出台《农学院国内外

学术会议管理制度》促进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培养学生把握学科国际前沿和开展

创新研究的能力（图 2）。 

 
 

2.2 “四维融合”育人，全面提升研究生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1）科教融合。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神农实验室，牵头建设神农种业学院，

与行业、企业共建河南省智慧农业特色行业学院， 大幅提升研究生在科研项目中的

参与度与作用，显著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图 3）。 

2）产教融合。建立河南农业大学国营民权农场等现代农业综合试验站、中药材

产业研究院、鹤壁玉米产业研究院等产教融合机构，依托这些机构支持研究生开展

产业技术研发，提升他们解决农业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图 3）。 

3）科创融合。创办研究生主导的科技小院、双创学院和创新创业协会，激励研

究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赛事，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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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创融合。引导和支持研究生利用自身研究成果创办企业，带领农民致富，

为乡村振兴做出实际贡献（图 3）。 

 
 

3. 成果的创新点 

3.1 打造弘农文化育人品牌，创新思政育人范式 

挖掘作物学科文化底蕴，以中国玉米育种大先生吴绍骙教授、“中国好人”和河

南省道德模范高致明教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郭天财教授为榜

样，采取举办“指路明灯·教授导航”系列讲座和“带金种子回家过年，扛粮食安

全金扁担”等特色活动，增强专业自信、使爱农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了

思政育人弘农文化品牌，有效激发了研究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使命感和责任担

当。 

3.2 整合融研于教多元途径，创新高质量育人模式   

创新整合思政引领、师资强化、课程优化、实践锤炼、国际拓展“五位一体”和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科创融合、专创融合“四维融合”的多层次全方位育人模式，

全面提升了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的能力及国际视野，比以往研究生培养

模式更具前沿性、先进性、实践创新性和完整性，为全国作物学科研究生高质量培

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模式。 

3.3 强化实践锤炼环节，提升实践育人成效 

以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战略为引领，将作物学科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摆在

首要位置，以农村、农田、农企为主战场，设置百名教授千名研究生服务万村工程、

科技小院和三下乡社会实践、双创大赛等“第二课堂”学分，纳入研究生评优评先考

核体系，激发了研究生投入生产一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提升我国作物学科研究

生解决“三农”实际问题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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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思政育人品牌文化效果显著 

农学院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研究生党支部”入选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吕伟增获全国百名研究

生党员标兵，龙昊驰荣获“出彩河南人”，杨留洋入选全省高校“大学生党员标兵 ”。

建成 1 个省级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特色化示范中心、1 个省级本科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团队、2 门省级课程思政样板课，获得 1 项省级课程思政相关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出版了《中国玉米育种大先生吴绍骙》和《农学院院史》，《精神

传承》入围教育部教师风采短视频奖。建成“二十四节气”弘农爱国文化节、“认知园、

菊花节”等耕读教育实践基地，举办校园文化活动 14 次，开展“指路明灯”教授导航

报告会 13 场，年均辐射研究生超过 5000 余人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思政育人弘农

文化品牌。 

 
 

4.2 科研创新和服务三农贡献突出 

涌现出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河南省研究生创新之星等一批研究生典型（图 5）。

研究生作为主要力量在 Science、Nature Genetics 等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

篇，“威宁黑麦基因组解析”研究成果入选 2022 年度“十大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

研究生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自然区域联合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300 余人次。

以研究生为主导的科技成果连续斩获 4 个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银奖、2 个

国赛铜奖、1 个省赛总冠军（图 5）。“玉鑫”实践服务团连续两年荣获全国三下乡社

会实践优秀团队，“许昌麦玉科技小院”入选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成果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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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023 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硕士研究生杨留洋主动服务西藏“三农”建设，先进

事迹被 CCTV1、光明网、西藏先锋、河南日报专题栏目报道，2023 年 9 月，他在西

藏试验田向刘国中副总理作了试验汇报。硕士研究生龙昊驰创新制作生物有机肥，

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组建三下乡实践团，长期驻扎科技小院帮助农民解决田间难题，

获得“互联网+”国赛银奖、省“创新之星”等省级以上荣誉十余项，事迹被《央视二套》

《学习强国》等媒体专题报道。 

 
 

4.3 育人成效显著引发社会关注 

“五位一体、四维融合”育人模式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通适性，成效显著，易

于推广应用。在河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

南科技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等高校得到推广应用，受益教师 1400 余人，研究生

2200 余人。课程思政建设、服务三农、先进典型选树网络直播受众超过 8 万人

次。本成果受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报道 76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