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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农科建设推进，综合性大学怎样

办好农科，如何培养优秀拔尖农科人才？是

亟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作为教育部、农业农村部、重庆市共建的

重点综合大学，而且是西南地区唯一一所教

育部直属的农科类“双一流”建设高校，西南

大学在全面落实“四新”建设中，充分发挥综

合性大学学科专业优势，深入推进新农科建

设改革，转型赋能专业发展，厚植学生三农情

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四位一体”推动农科高质量发展，着力培养

三农情怀深厚、专业技能扎实、综合素养全面

的新型农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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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使命
转型赋能
强化农科服务国家战略支撑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农科人才培养必须由传统的学科逻辑
向战略逻辑转向，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国计民
生为目标导向。

西南大学以教育学和农学见长于世，建
校之初就肩负着推动乡村建设的使命，践行

“劝课农桑”办学宗旨，不断开创农科专业内
涵式发展新格局，让西南大学“新农科”建设
相关工作被纳入“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新农
科建设大事记，2021年8月获评重庆市高水
平新农科建设高校。

面对新农科建设推出的“安吉共识”“北
大仓行动”“北京指南”三部曲，西南大学勇做
知责担责履责的奋进者，以农科专业“集群发
展、交叉促新、资源优化”为途径，构建综合性
大学框架下的农科人才培养体系、大力推进
新农科专业转型升级。

对标需求，学科专业结构持续优化。西
南大学增强学科专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发展支撑，布局建设生物育种科学、生物质科
学与工程、智慧农业等5个新兴专业，打造

“智慧农业”“生命与健康”重庆市级产教融合
特色优势专业群。紧扣转型特点，增设“蚕
学+生物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全面修订农
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3个涉农专业中
有12个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农
业科学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秉持主动变革、守正创新的奋进姿态，西
南大学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数字赋能专
业发展。建设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实施规划
教材培育项目，评选“金牌”讲师，打造“三金”
专业。整体规划设计校内农业教育实践教学
基地和合川实验农场，打造多学科交叉、多专
业综合、全产业链融合、现代农业形态集成的
实践教学综合体。

拿出对标一流、追求卓越的世界眼光，西
南大学加大农科国际化合作，先后与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220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
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合作举办植物科学
与技术、动物科学2个涉农本科专业，其中农
学与生物科技专业2024届毕业生87名，有
29人到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外高
校继续深造，30人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国内知名高校深造，国际化升学数量和
质量名列前茅。截至目前，学校在农业科学、
动物医学、生物技术等领域累计培养了数百
名来华留学生，为全球农业发展提供了中国
经验和人才支撑。

铸根基
涵养精神
夯实卓越农科人才价值根基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是袁隆平给
母校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同学们回信中的嘱
托，更是他几十年科研生涯的秘诀；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为人民选育优
质瓜果。”被誉为“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的吴
明珠，闲暇时还是念念不忘要到母校的实验
田地里看看瓜果，她的精神激励着后辈砥砺

前行；
国家桑蚕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蚕

学遗传育种专家的向仲怀和家蚕团队成功绘

制家蚕基因框架图谱，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科
学成就”；

“油菜育种学家”李加纳教授长期从事油
菜遗传育种工作，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973、
863、国家支撑项目和省市重点科研项目70
余项，参加和主持育成17个油菜新品种，在
甘蓝型黄籽油菜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面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土壤学专家谢德体长期驻扎西南农村的
生产第一线，主持、参与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国家国际合作项目等科研项目100余项，获
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10项，带领
西南大学土壤肥料学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榜样力量，直抵人心。百余年发展中，西
南大学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了20余万以教师
和农业科技人才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类型毕
业生，并将“一懂两爱”的爱农基因植入每名
学生的精神血脉，引领广大学生矢志成为学
农爱农、知农为农的传承者。

学校组织实施“筑梦三农”情怀教育体系
建设计划，强化农科人才“根在最深处，心在
最高处”价值引领，有针对性地制定阶段性三
农情怀教育活动方案，以“课程、实践、文化”
为途径，涵养农科学子“励志三农”精神动力
源，夯实卓越农科人才价值根基。

思政教育立魂，建好思政主阵地。学校
将隆平学长、蚕桑院士、油菜教师、甜瓜婆婆
等杰出校友投身农业科研和产业发展的鲜活
案例融入课堂教学内容，打造“大国三农”等
思政特色课，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发“筑梦三
农”梦想种子。构建315全课程思政体系（3
类课，100门示范课，500门核心课，全部课
贯通），打造了一批有温度、有热度、有情怀的
专业课课堂，《普通昆虫学》等课程被教育部
认定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文化浸润立心，创设育人新生态。学校
精心举办农民丰收节及蚕桑、昆虫等文化节，
打造以袁隆平院士事迹为题材的原创话剧
《问稻》，创作“大地之子侯光炯”校史情景剧，
建成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侯光
炯纪念馆，用特色文化厚植“崇农爱农”的“三
农”情怀。

为了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知农爱农情怀、
有强农兴农本领的时代新人，学校强化一二
课堂协同，跨学科跨专业组建乡村振兴服务
团，开展“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青春唱
响双城记”等专题实践，累计组织1000余名
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研行万里
建新功”“西小兰”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用四
年一贯制实践启迪“励志三农”的事业追求，
不断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

一代代、一批批西南大学学子走出“象牙
塔”，主动融入农业发展“主战场”，为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强本领
创新模式
培养创新型卓越农科人才

新时代农科人才的核心素养是什么？
“除了具备爱农情怀、强农使命、广博的

知识基础、扎实的专业素养外，更应具备卓著

的创新创造能力、过硬的综合素质。”这是西
南大学对农科人才的时代要求。

以西南大学2024年开始招收的智慧农
业专业本科生为例，前四学期不分方向注重
学科基础教育，后四学期依托农学与生物科
技学院、植物保护学院等完成相关方向培养，
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工程装备技术与传统农
业技术有机融合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

一个专业之变，恰是西南大学创新模式、
优化人才培养的缩影。

聚创新之势、顺时代之变，西南大学不断
拓展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坚持通识为基、专
业为本、实践为要的新农科人才培养理念，围
绕卓越农林人才“一懂两爱的‘三农’情怀、顶
尖底宽的知识结构、面向未来的发展能力”核
心素养，深入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2.0”。

知识创新链强基，窥见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西大智慧。聚焦新兴领域，强化农科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打通知识创新链，提升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成立乡
村振兴学院、智慧农业学院，培养“生物育种
科学、智慧农业”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开设
神农班、博新实训创新班，实施跨学科专业培
养，全面实施“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个
性化、国际化），设立“科技小院”“长江上游种
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研究生招生专项，优势农
科专业实施本硕博贯通培养。

学科交叉链拓维，饱含为学生发展奠基
的西大远见。面向学生未来社会胜任力，强
化农业通识、人文素养、创新思维培养，探索
大农科专业1+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植
物生产类大类招生，打通农科类专业学科专
业基础课程，促进学科交叉融通。在全校学
生中遴选优秀学生组建“农工交叉”学行科创
实验班，推进“农理”“农工”学科交叉融合。

产业发展链赋能，走出融通育人的西大
实践。实施产学研人才培养协同计划，按照

“一产为基、接二连三”发展链整合生物、食
品、经管等学科，形成育种、加工、物流及乡村
治理等选修模块，加强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
的对接，深化实教学改革，构建价值教育、劳
动教育、耕读教育融入实践的“四跨三融”实
践育人模式。

育好“三农”人才，青年大有可为。2019
届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陈义旺，毕业后攻读
博士学位，相关研究成果为系统理解结核分
枝杆菌遗传异质性对结核病诊断、治疗和传
播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2021级植物
科学与技术班学生杨潇然乐于探索，追求真
理，在学校农业科学研究院油菜分子生物学
研究团队曲存民教授课题组进行科研训，主
持重庆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发表
SCI二区文章；2022级水产学院硕士生陈玥
瑚，加入学校实验室，跟随指导老师深入乡村
调研，和同学一起组建实践团队进行养殖实
验，先后获得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全国总决赛金奖等荣誉，被评为

“重庆市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2021级资
源环境学院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研
究生张丽君通过“科技小院”人才培养项目，在
四川丹棱扎根田间地头、深入农家庭院，构建
起一套柑橘园健康土壤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

模式，把技术真正地推广到农家……
西南大学学子们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

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努力
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践行者，把最好
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重服务
跨界协同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引领效应

建立种质创制多学组与大数据平台，创制
出青蒿素高且抗干旱的青蒿新种质……这是西
南大学牵头组织建设的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的
成果。江津高粱、北碚蚕桑、湄潭茶叶……西南
大学致力于科技小院建设，解决西南地区农业
产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
地培育急需人才。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
能够加速一场突破。当前，涉农高校面临着
进一步坚定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担当，承担着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
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作用。

在“新农科”背景下，多元协同、多平台联
动培养人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西南大学聚
焦农业领域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强化
农业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协同育
人机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资源与社会服务
资源转化为育人势能，全力服务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

搭建科研创新平台，打造科研育人新范
式。学校高起点谋划建设的种质创制大科学
中心成为全国育种创新五大专业化平台之
一，持续释放服务效能。推进丘陵山区智慧
农业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建设，成立前沿技
术交叉研究院，开展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前
沿技术交叉研究。开放实验平台，创设科研
和社会服务项目转化（实验教学）项目，接收
学生参与项目研究，以科研创新带动人才培
养提质。

创新培养组织形式，拓展协同育人新路
径。深化农科教协同，实施“一省一校一所”
科教协同育人实践，与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建立战略
合作，形成合作办学育人、合作科研攻关的长
效机制。整合科研资源，构建“团队+平台+
基地+项目+培养”协同育人机制，建立以农
学、园艺、植保等农学类专业为主要对象，“实
习、研究、服务、创造”有机结合的农科人才培
养基地，与西部地区50多个市县区和100余
家企业开展乡村振兴合作，共建科技小院、专
家大院、专家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等90余
个。

学校建立健全学生科研创新学习机制，
构建院级、校级、国家级三级递进学科专业竞
赛体系，实施创新实践学分认定制度，为学生
个性化学习提供广阔空间和支持。近年来，
学生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中立项
140余个，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获
金、银奖5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西南大
学把成果送进百姓家，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一组数据见“农情”>>>

为重庆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贡献西大力量

在高新区建设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并
纳入重庆市“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家蚕、
杨树、青蒿、柑桔、鱼类、水稻、油菜、马铃薯、
茶树等9个种质创制团队入驻运行，部分成
果进入转化阶段，成为支撑服务全国育种创
新五大专业化平台之一。

为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和重庆行动
研究贡献西大智慧

先后承担“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
本内涵和重点任务研究”“发展壮大重庆新
型村级集体经济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研
究项目128项。

研究编制北碚、璧山、潼南、江津合川、
梁平、酉阳、彭水、丰都、秀山等20多个区县
的100多项乡村振兴发展规划、设计方案，
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庆实践提供了智力支
持。

承担国家巩固脱贫成果第三方评估工
作，调研 10 个省（区、市）168 个县、2823 个
村，撰写10余份决策咨询建议被国家乡村
振兴局采纳。

为健全乡村振兴立体化服务体系
贡献西大作为

构建“团队+平台+基地+项目”四维联
动机制，推动建强“涪陵榨菜”“石柱黄连”等
特色优势产业。

2021 年以来，累计为重庆选派科技特
派员900多人，常年扎根区县基层，以科技
创新助力打造“潼南柠檬”“丰都肉牛”“大足
黑山羊”“巫山脆李”“酉阳青蒿”等品牌。

学生田间学习现场

新农科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会

王进军校长开设“田间课堂”

胡忠英
图片由西南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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