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学科及专业方向

学位授权点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实践基

地资源优势，立足河北，围绕京津冀区域特色，形成了目前的畜牧、

农艺与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农村发展、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食品加工与安全、渔业发展和农业管理（2023 年新增）8个专业硕士

培养领域。

1.1.1 畜牧领域

目前，拥有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繁育原理与技术和动物生

产三个方向。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方向开展了畜禽主要营养需求、肠

道健康、饲料中替抗产品等方向的研究。动物繁育原理与技术方向针

对河北省特色动物种质资源、优良品种繁育等相关原理和技术进行了

系统研究。动物生产方向针对家禽家畜生理特点，开展了提高畜禽生

产性能、提高生产效率等研究，尤其是在毛皮动物生产领域，开展了

系列高效生产技术的研究。畜牧方向农业硕士形成了校企合作培养模

式，对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明显优势。

1.1.2 农艺与种业领域

分为作物方向和园艺两个分领域。其中作物领域，设有抗逆作物

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抗逆作物新品种培育和作物抗逆丰产高效技术

研发三个方向，作物遗传育种为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园艺领域，设

有果树、蔬菜和观赏园艺三个方向，果树学和蔬菜学为河北省重点学



科，观赏园艺学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形成了核果类、浆果

类和干果类育种与栽培生理（果树），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设施蔬

菜与无土栽培、蔬菜采后处理与加工（蔬菜），园林植物种质资源评

价与创新、开发利用和园林绿地生态综合评价（观赏园艺）等研究方

向。学科以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以冀东地区优异抗逆性状

的谷子、甘薯、大豆、豌豆、玉米、小麦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河北省特色园艺植物板栗、桃、葡萄、山楂、黄瓜、番茄、柽柳等园

艺植物资源，稳定开展种质挖掘与评价、特异性状形成机制与调控、

种质创新与改良、新品种选育与配套技术研发等研究的学科发展格

局。

1.1.3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目前拥有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中草药病虫害绿色防控、果树

病虫害绿色防控、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纳米农药研制以及农用微生

物菌肥资源发掘与利用等研究方向。形成了以基础研究为根基，以应

用研究为主的学科发展格局。

1.1.4 农村发展领域

形成了农业农村发展、农村公共管理、农村发展规划和农村社会

发展与文化建设四个方向。

1.1.5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包括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农业机械技术及智能装备、农业物联

网工程、海洋信息技术四个方向。

1.1.6 食品加工与安全



围绕燕山区域农产品资源，培养具有贮藏、保鲜、精深加工、营

养及功能、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及农残检测等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

1.1.7 渔业发展

分为水产养殖、水生动物疾病防控和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三个方

向。

1.1.8 农业管理

农业管理领域涵盖的专业范围包括农业经济与政策、农业技术经

济与管理、涉农企业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工程与供应链管理 5个

方向。

1.2 师资队伍

学校出台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

法》，各领域制定了《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标准》，对导师

聘用予以规范。导师培训实行校院两级负责制，学校重点负责共性培

训，培养单位重点负责专业性培训。

学校注重校内“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不仅鼓励校内导师脱产

实践锻炼，在行业一线进行深入学习，提高实践指导能力；而且各领

域均从行业企业一线聘请校外导师，直接参与课程教学，共同指导研

究生专业实践与科研实践。

在导师组制建设方面，鼓励研究方向相近的校内导师和来自行业

或企业的校外导师组建导师群，积极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各领

域专任教师队伍情况如下：



畜牧领域：本领域有专任教师 20名，博士老师占比从 70%提升

至 85%，55%的教师为正高级职称，4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 40%。统计

期内，学位点共引进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博士 5 名，自

主培育博士 1 名，人才持续引进有效支撑了学科发展。学位点教师积

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校企合作及教学培训和改革。

农艺与种业领域：作物方向现有导师 24人，其中高级职称导师

14人（教授 9人，副教授 5 人），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21人，逐步形

成了谷子、薯类、麦类、豆类等科研团队。园艺方向 2023 年共引进

博士 9 人。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58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有 28人（教

授 17 人，副教授 11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6人，教师以中青年

教师为主（占比 75.9%）。校内导师 58人，校外导师 8人。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现有专任教师 14人，具有教授职称

人数 6 人。专任教师结构合理，45岁以下教师占 57.1%，获博士学位

人员比例占 85.7%。校级教学名师 1人，双师型教师 3 人，河北省“三

三三”人才 1 人。

农村发展领域：校内研究生导师队伍数量从 2012 年的 5 位，扩

大到 2021 年的 23 位。教授从 3人增加到 9 人，目前占比为 39.1%；

副教授从 5人增加到 9 人，目前占比 39.1%。博士学位导师从 2012

年的 0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7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更

趋向于合理化。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现有任课教师 15人，其中教授 6 人，

副教授 9 人，高级职称占 100%，具有博士学位 9人，占 69.2 %；校

内导师 13人，第二导师 9 人。

食品加工与安全：学科拥有一支与食品加工与安全硕士人才培养

相适应的校内、外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共同指导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

学位论文工作。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34人，教授 8人，副教授 14人，

具有博士学位 19人。校内导师 21人，校外导师 16人。

渔业发展：该领域现有专任教师 10人，从行业技术专家中遴选

的外聘教师 9 人。专任教师队伍中 35-55 岁人员比例为 60%。现任教

师均为在外单位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均为涉农专业教育背景。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比例为 60%。外聘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人员比例 67%，均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从业时间超过 9年。

农业管理：该领域现有专任教师 12人，从行业技术专家中遴选

的外聘教师 8 人。专任教师队伍中 40-55 岁人员比例为 92%。从行业

技术专家中遴选的外聘教师 8 人，校外指导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的人员比例为 100%，均为来自科研院所的专家。

表 1 各领域专任教师队伍结构一览表

领域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合

计

年龄结构 博士学

位教师

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26 至 40

岁

40 至 55

岁

55 岁以

上

资源利用

与植物保

护

正高级 6 0 6 0 4 4 5

副高级 2 1 1 0 1 3 3

其他 6 5 1 0 7 7 4

小计 14 6 8 0 12 14 12

农艺与种

业（作物）

正高级 9 0 7 2 7 2 9

副高级 4 4 0 0 4 0 4



其他 10 10 0 0 11 0 10

小计 23 14 7 2 22 2 23

农艺与种

业（ 园

艺）

正高级 17 0 10 7 8 9 17

副高级 12 3 9 0 10 2 12

其他 30 29 1 0 29 1 30

小计 59 32 20 7 47 12 59

农村发展

正高级 11 0 7 4 1 8 10

副高级 12 1 10 1 4 10 12

其他 4 2 2 0 4 4 4

小计 27 3 19 5 9 22 27

农业工程

与信息技

术

正高级 6 0 4 2 4 6 6

副高级 7 1 6 0 5 7 7

其他 0 0 0 0 0 0 0

小计 13 1 10 2 9 13 13

食品加工

与安全

正高级 8 0 5 4 4 6 9

副高级 14 0 12 1 7 6 13

其他 12 6 6 0 8 6 11

小计 34 6 23 5 19 18 33

渔业发展

正高级 1 0 0 1 0 0 1

副高级 5 1 4 0 2 3 5

其他 4 4 0 0 4 3 4

小计 10 5 4 1 6 6 10

农业管理

正高级 4 0 4 0 2 4 4

副高级 5 0 5 0 4 4 5

其他 3 1 2 0 2 1 3

小计 12 1 11 0 8 9 12

畜牧

正高级 11 0 1 10 9 10 11

副高级 3 0 2 1 2 2 3

其他 6 4 1 1 6 4 6

小计 20 4 4 12 17 16 20

1.3 培养环境与条件

学校拥有网络数据库 25个（CNKI、北大同方、Springer 等），

可供本学科借阅的图书 12.1 万册、报刊 215 种。

1.3.1 畜牧领域



学科获批 3 个省级科研平台，河北省特色动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创

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河北省肉鸡养殖及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和河北省牛

产业技术研究院，各类平台达 10个；在省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所及

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9 个专业硕士联合培养基地，为畜牧领域农业硕士

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

1.3.2 农艺与种业领域（作物）

依托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建有河北省作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 1个，与农业部黄淮海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和河北省

作物栽培生理与绿色生产重点实验室建立了伙伴实验室关系，开展研

究生、科研项目与科技成果双向合作。与河北中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 1个，在此基础上，经中国农技协批准

建设，成立研究生校外实践场所-“卢龙甘薯科技小院”1 个。

1.3.3 农艺与种业领域（园艺）

农艺与种业领域（园艺方向）建有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果蔬加工研发专业分中心、河北省特色园艺种质挖掘与创

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河北省高校特色园艺植物生物育种应用技术研发

中心、河北省板栗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河北省板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北省盐碱地绿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省（秦皇岛）黄瓜产业技

术研究院、河北省（承德）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承德）山

楂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高校园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12个国家

和省级科研平台，其他市厅级平台 3个；省级专业硕士学位实践基地

1个，校级实践基地 10个。



1.3.4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依托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建有河北省作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 1个，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纳米智能农药创新团队）

和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开放实验室等科研与实验平台。校外建有实践

教学农场 1个，配有农具室、农机室、农田灌溉系统、操作间和宿舍

等配套设施。与涉农企事业单位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建有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2个（北京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青龙满族自治县日晟

丰泽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有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业科学院、

中薯、科胜邦、农信集团等 10余家大型企事业单位，能够满足实践

教学需要。

1.3.5 农村发展领域

学院高度重视平台建设，立足学校发展定位和学院发展规划，以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抓手，先后成立了中小企业研究所、县域经济研究

所、农村经济研究所、经济信息研究所、新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所

等 6个学科团队。国家级科研平台方面，围绕“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所含“板栗产业经济”建设任务，以电子商务、国际

贸易、农村区域发展等专业为依托，承担了一系列板栗产业经济研究

任务。省级科研平台方面，立足“海洋经济研究”发展的良好机遇，

与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海域海岛环境科技研究

院、河北省海洋与水产科学研究院（河北省海洋渔业生态环境监测

站）、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

联合申报了“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



济与沿海经济带研究中心”，申报工作有力推动了海洋经济领域科研

进展。市级科研平台方面，充分发挥学院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教育等

专业的师资优势，成功获批“秦皇岛市创新条件模拟重点实验室”。

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硕士点现有河北省农业数据智能感知与应用技术创新中心（筹）、

秦皇岛市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中心、秦皇岛市智能低碳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应用软件研究所、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实验中心等多个教育科

研平台，满足研究生教学、科研和实践的要求。另外，学院还与秦皇

岛小马物联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滦县百信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河

北艾普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秦皇岛开发区海岸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卧龙谷农业现代产业园区等 9家公司企业签订协议，作为研究生

工作站为研究生提供实践平台。

1.3.7 食品加工与安全

拥有培养专业硕士的科研和实践锻炼等平台 19个。其中 1个国

家果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和 1个国家葡萄与葡萄酒检测中心联合

实验室；河北省果品加工技术创新中心 1个；河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2个；河北省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示范教学中心 1个；其他市厅级平

台 4个；省级专业硕士学位实践基地 1个，校级实践基地 3个,河北

昌黎葡萄科技小院 1 个；校专家工作站 5 个。在人才培养上，学校设

立专门的研究生教室配以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室间数和面积能

完全满足教学需要。学校还设立有供研究生学习的专用工作室，全校

各级各类实验室均面向研究生开放。每位研究生至少做 2 次学术报



告；学校设有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励，鼓励学生发表论文研究成果，核

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均有不同程度的奖励。学科层面，定期

组织研究生进行 Seminar 或其它形式的学术交流。

1.3.8 渔业发展

学院目前拥有河北省重点实验室 1个（海洋资源与环境学院与我

校秦皇岛校区海洋研究中心共建河北省海洋动力过程与资源环境重

点实验室），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 2 个（海洋经济动物育

种创新团队和水产动物病害防控创新团队），这将为渔业发展领域的

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撑。另外在涉农专业及相关学科或专业领域已经开

展案例教学，邀请行（企）业人员参与相关案例教学课程。与水产企

事业单位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目前建有校内循环水养殖实践基地一

个，另外有 8000m3 海水工厂化养殖车间和 2000 亩海水池塘的生产实

践教学基地，并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中心实验站、天津立达

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秦皇岛山海关欢乐海洋公园股份有限公司等

20余家大型校企合作实习实践基地，中外文专业图书资料和数字化

资源充足，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1.3.9 农业管理

学院设有 1 个经管综合实训中心、6 个专业实验（实训）室，1

个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研究所，1 个双创指导中心，设备价值 700 余

万元；拥有 20余个校外实习实训、实践教学基地，能充分满足实践

教学要求。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2.1 科学研究

不断凝聚学术力量，通过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和教学团队建设，加

大科研激励力度，激发教师学术研究热情和学术创造力，2023 年，

本学位授权点现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52项，到位科研经费1331.60

万元（表 2）。

表 2 2023 年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清单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及编号 起止年限

经费

（万

元）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貉高效养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2023.12.1-2

028.11.30
360.0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狐非常规饲料资源评价及替代研究与应用

2023.12.1-2

028.11.30
10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多组学分析耐热黑曲霉热激信号转导网络途径

32271582

2023.1.1-20

26.12.31
54.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板栗种仁可溶性糖积累模式及调控机制研究

32301636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桃 PpPUB21 介导 ABA 信号调控抗寒分子机理研究

32302501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内质网膜转运蛋白 PpSec61γ促进桃叶片叶绿素降

解的分子机制 32302503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板栗种仁可溶性糖积累模式及调控机制研究

32301636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桃 PpPUB21 介导 ABA 信号调控抗寒分子机理研究

32302501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内质网膜转运蛋白 PpSec61γ促进桃叶片叶绿素降

解的分子机制 32302503

2024.1.1-20

26.12.31
30.0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

题

板栗保果技术研究
2023.1.1-20

26.12.31
30.0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

题

板栗保果技术研究
2023.1.1-20

26.12.31
30.00

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

资金项目

我国特有杂草型黑麦产量相关性状的基因组学解

析及分子标记开发 236Z6303G

2023.1.1-20

25.12.31
15.00

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

刺参关键经济性状相关分子标记的筛选及新品系

创制，236Z6306G

2023.1.1-20

25.12.31
15.00



资金项目

河北省农

业产业体

系

河北省农业产业体系蛋鸡创新团队营养与饲料

岗

2023.6.1-20

27-12.31
135.00

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桃创新团队生物育

种与良种区域化岗

2023.1.1-20

23.12.31
36.00

河北省农

业产业体

系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羊产业创新团队

遗传资源开发与利用岗位副岗位专家项目

2023.1.1-20

28.12.31
35.00

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河北省创新团队建设
2023.1.1-20

23.12.31
28.00

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河北省创新团队建设-黄瓜

岗

2023.1.1-20

23.12.31
28.00

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秦

皇岛综合试验推广站

2023.1.1-20

23.12.31
18.00

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葡萄

产业-秦皇岛综合实验推广站

2023.1.1-20

23.12.31
18.00

河北省农业

厅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资

金项目

棚室用多分枝免落秧省力化栽培优质丰产旱黄瓜

新品种“绿岛 7 号’中试与示范 V1672045396402

2023.1.1-20

24.12.31
30.00

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露地蔬菜创新团队

建设 HBCT2023110208

2023.1.1-20

23.12.31
28.00

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葡萄保鲜加工创新

团队建设

2023.1.1-20

23.12.31
27.00

河北省农村

农业厅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桃创新团队建设

2023.1.1-20

23.12.31
8.00

河北省林草

关键技术创

新与示范项

目

板栗肥水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023.1.1-20

25.12.31
30.00

河北省林业

和草原局平

台项目

河北省板栗产业专家支撑团队项目之一（张京政团

队）LC2023-01

2023.1.1-20

23.12.31
13.00

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

（现代种

业）

果菜类蔬菜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21326309D
2023.1.1-20

23.12.31
20.00



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

（现代种

业）

热杂果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团队（桃-2）

21326310D-3-1

2023.1.1-20

23.12.31
8.50

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

（现代种

业）

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专项-干果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团

队-核桃现代种业科技创新 21326304D-2

2023.1.1-20

23.12.31
8.00

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

（现代种

业）

观赏海棠种质资源评价与新品种选育

21326301D-2-2

2023.1.1-20

23.12.31
8.00

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

（现代种

业）

热杂果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团队（葡萄-3）

21326310D-3

2023.1.1-20

23.12.31
5.00

河北省科技

厅
大豆资源精准鉴定与优异种质创新利用 kjtzkt001

2023.1.1-20

23.12.31
7.00

河北省自然

科学基金

豌豆半无叶性状突变基因的定位及遗传分析

C2023407026

2023.1.1-20

25.12.31
4.00

河北省自然

科学基金

抗氧化剂和硫元素协同调控白葡萄酒果香硫醇形

成的机制研究 C2023407068

2023.1.1-20

25.12.31
6.00

河北省自然

科学基金

蓝靛果多酚小麦淀粉复合物抗消化性和血糖的机

理研究 C2023407040

2023.1.1-20

25.12.31
6.00

河北省高校

人文社科研

究青年拔尖

项目

小农户融入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

究

2023.11.1-2

016.12.30
6.00

河北省高等

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省

教育厅青年

基金项目）

CsDPG 调控黄瓜单性结实形成的分子机制

QN2024009

2024.1.1-20

26.12.31
5.00

河北省高等

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省

教育厅青年

基金项目）

外源山梨醇处理提高桃果实品质的关键基因挖掘

和功能验证 QN2024250

2024.1.1-20

26.12.31
5.00

河北省高等

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省

教育厅青年

基金项目）

产业转型与再生背景下河北省工业遗产景观保护

利用研究 SQ2024029

2024.1.1-20

26.12.31
5.00



河北省高等

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冀

教高函

〔2023〕12

号）

新时代河北省继续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研究

（2022GJJG306）

2023.3.1-20

25.3.31
0.50

板栗产业技

术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

板栗贸易网络及竞争力分析
2023.3.1-20

23.12.31
3.50

河北省教育

厅首批省级

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冀

教研

〔2022〕8

号）

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体系与监控反馈机制的科学

构建及实施研究（YJG2023146）

2023.1.1-20

25.12.31
1.80

河北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

河北省海洋产业集聚、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

2023.9.18-2

027.6.30
1.00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京津冀地区低碳协同创新发展驱动机制研究

202307033

2023.9.30-2

024.10.15
0.05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逻辑机理及路径

选择 202307032

2023.9.30-2

024.10.22
0.05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三个务必”重要思想在新时代辅导员队伍建设中

的价值意蕴和实践理路 202307031

2023.9.30-2

024.10.22
0.05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双碳”目标下河北省太阳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

2023.9.30-2

024.10.22
0.05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河北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023.9.1-20

24.5.31
0.05

河北省社科

联项目
京津冀地区低碳协同创新发展驱动机制研究

2023.9.30-2

024.10.15
0.05

河北科技师

范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博士基金）2023YB013

2023.1.1-20

25.12.31
5.00

河北科技师

范学院

野生大豆内源抗草甘膦基因鉴定及育种应用

2023jk11

2023.11.1-2

025.11.30
4.00

河北科技师

范学院

CYP71A9 介导鸭跖草对莠去津的代谢抗性分子 机

制 2023jk12

2023.11.1-2

025.11.30
4.00

2.2 教学科研支撑

2.2.1 支撑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



建有教育部“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及 5个省级重

点实验室、8 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8 个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学校

拥有网络数据库 25个（CNKI、北大同方、Springer 等），可供本学

科借阅的图书 12.1 万册、报刊 215 种。有 2 个研究生专用的大型工

作室，有线和无线网络配备齐全，使用方便。拥有果树学、预防兽医

学等 7 个省级重点（发展）学科。各级各类实验室均面向研究生开放，

从多角度多方位满足研究生教学需要。

2.2.2 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学校积极申请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目前，与河北中薯农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科协“甘薯科技小院”农业硕士校外实践基地、

与河北滦平华都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申请河北省肉鸡养殖及加工技术

创新中心，与张家口市绿色田园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省级“优鸡蔬

菜创新驿站”，与唐山植物园建立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

此外，还建有校级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45个。

2.3 奖助体系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奖助体系和评审办法，设有研究生新生奖学

金、科技论文奖励、助研助管津贴、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国家奖学

金等。其中，新生奖学金覆盖率达到 100%；学业奖学金覆盖率达到

90%；国家奖学金覆盖率为 2%。依据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项目资助

制”的基本要求设定助研岗，导师根据研究生实际承担科研项目的时

间及业绩，提供相应的助研补贴，由导师科研经费列支。根据教学岗

位需要设定助教岗，导师负责安排；根据管理岗位需要设定助管岗，



所需经费由用人部门支付；助研、助教和助管岗津贴不低于每年 4000

元，覆盖率 100%（见下表）。总体来讲，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助学

金大于 2 万元/人。

表 3 研究生奖助体系详情

序号 奖、助名称 水平 覆盖率

1 新生奖学金 第一志愿考生1.8万元，调剂考生1.2万元 100%

2 科技论文奖励

SCI 论文奖励≥1000 元；

EI 和校一类期刊论文奖励 600 元；

EI、ISTP 论文集和核心期刊论文 400 元

90%

3 助研津贴 200 元/月 100%

4 助管津贴 6元/时 1%

5 国家奖学金 2万元 2%

6 学业奖学金 分为 1万、0.7 万、0.4 万元/年 90%

7 国家助学金 6000 元/年 100%

2.4 招生选拔

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见

下表。

表 4 2023 年各领域毕业生人数和招生人数

领域 毕业人数 招生人数

农艺与种业(作物) 16 19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7 18

农艺与种业（园艺） 37 46

农村区域发展 49 49

食品加工与安全 14 23

畜牧 10 15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8 28

渔业发展 1 6



招生选拔机制和保证生源质量情况：根据国家及河北省的有关要

求，学校制定了《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研究生招生考试保密工作规定》等文

件。加强复试环节的考核，科学设置复试科目，把好面试关，保证生

源质量。

2.5 思政教育

2.5.1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等情况

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二卷研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思政理论课

程，同时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制定了课程思政实施方案；组建了

思政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和思政改革项目；通过思政教案评比和思政

教学研究，提高导师思政教育水平；充分挖掘导师典型事迹，引领学

生德才兼备发展；将思政教育融入导师课题组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效

果，力争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学识和仁爱之心的人才。

通过实施“三农技术服务”工程和校内校外协同育人，夯实了一体育

人模式，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企业

先进上台讲”和“时代人物进校园”等工作的开展，建立、健全了全

员育人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教育，如知识竞

赛、征文比赛等。通过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加深研究生对党史、国情

的了解，坚定理想信念，激发爱国热情，极大提高了研究生的思想政

治素质。研究生党组织在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中较好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研究生党支部始终坚持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学习；坚持认真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组织研究生党员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党性意识；坚持发挥研究生党支部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核心作用。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设立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并

且标准 30元/每生。2023 年《农业硕士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探讨以及

评价体系建立》、《现代农业概论案例库设计》立项省级课程思政项

目。

2.5.2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

部署，多举措推动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发展。优化队伍结构，严

格选拔研究生专职辅导员，从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中选聘研究生骨干担

任研究生助理辅导员，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初步构建以专职为

主、兼职为辅、助理辅导员为补充的多梯队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完善培养体系，制定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辅导

员配备与聘任、发展与培养、管理与考核等要求。积极组织参加国家、

省、校三级辅导员培训，通过岗前培训、日常培训、专项培训等，不

断提升辅导员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支持辅导员参与研究

生教研教改课题、思政教育研究课题，引导深入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

强化管理考核，制定辅导员考核办法，明确研究生辅导员在党建和思

政教育、学生干部培养、实践教学、科技创新竞赛、就业指导等方面

的工作内容，强化辅导员育人职责。严格研究生辅导员月度考核、年



度考核，将辅导员工作业绩和创新点考核、日常工作考核、学生满意

度考核、述职答辩考核相结合，进行综合测评，树立工作榜样，发挥

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2.6 课程教学

根据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农业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考虑领域用人部门的实际

需要和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校生源的具体情况，合理设置

研究生课程：研究生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实践环节和学位论文 4 部分内

容，学位点开设的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见表 5。课程设置紧

贴人才培养目标，凸显职业素养和施加技能培养，实施多学科综合、

进行学科、学院及教师的系统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2023 年，

增设 2 门专业核心课及 1门专业选修课。

表 5 本学位点开设的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1
食品加工

与贮运

必

修

课

2
刘素

稳

学习食品加工隔阂贮运中涉及的核心理论、高新技术原

理和方法，使学生重点掌握各类食品的初加工和深加工

技术、贮运保藏中的品质和安全控制等方面的知识与技

能，了解我国食品加工、贮运物流行业发展现状。

2
食品加工

过程控制

必

修

课

2
刘绍

军

主要学习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原理与方法。使学

生能够根据各种食品生产的具体情况，应用 HACCP 原

理，对食品加工过程进行危害分析和过程控制，保证食

品加工过程和最终产品的安全性。

3
农业科技

与政策

专

业

必

修

课

2
王久

兴

本课程通过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及政策引领的解

读，使学生系统了解当前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学习

农业政策的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具体了解

和掌握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

和政策，学会用政策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并为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打下基础。

4

农业工程

与信息技

术案例

专

业

必

修

课

2
李密

生

本课程以案例形式介绍农业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包括

数字农业、农业信息获取技术、农业数据库应用、农业

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平台设计、3S 技术集成、智慧大

棚的设计应用、现代化农业园区建设等成功案例的技

术、理论、应用前景等内容。

5
农业大数

据

专

业

必

修

课

2
贾冬

艳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如何利用 python 对农业大数据进行

数据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农业大数据概况、python 数

据分析技术、常见的数据挖掘方法（K 最近邻分类、决

策树、聚类、数据降维等）以及 python 的具体实现过

程。

6

农业物联

网技术与

工程

专

业

选

修

课

2
张文

元

本课程系统地从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集成

应用四方面对农业物联网的技术架构、基本原理、关键

技术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

系、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通过案例讲解物联网

技术在农业工程和信息化的中的应用。

7
渔业政策

与管理

专

业

必

修

课

2
高桂

生

渔业政策旨在研究渔业政策法规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

素、外部动力；渔业政策法规的内涵及其对渔业管理的

影响、渔业管理的本质、特征、内容、要求及发展趋势

等，以培养学生研究渔业政策法规、解决渔业管理问题

的思路与能力。

8

水生动植

物疾病诊

治及防控

专

业

必

修

课

2 任海

本课程培养渔业发展专业研究生掌握水生动植物病害

防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能从事水生动植物病害防

治、诊断的高级应用技术。

9

现代农业

发展与实

践案例

专

业

必

修

课

3
张锴

等

课程通过对我国和外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现代农业发

展方向及成功案例的分析，以及现代农业主要模式，如

家庭农场案例的解读，使学生掌握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了解现代农业最新发展模式。

10

现代植物

生产理论

与技术

专

业

必

修

课

3 杨敏

课程介绍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通过适宜生产条件下作物高产高效优质的栽培管理技

术及其原理学习，探索栽培技术、生长调控、优化决策

的途径，实现作物高产提质增效及其可持续性的理论与

方法。

11

动物遗传

原理与育

种方法

必

修

课

1.5

张传

生、巩

元芳

本课程是研究动物遗传规律、育种理论和方法的科学，

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12

动物繁殖

理论与生

物技术

必

修

课

1.5
刘铮

铸

本课程主要研究动物生殖活动规律及其调控技术，是动

物繁殖学和生物技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动

物解剖学、动物生殖内分泌学、生殖免疫学、组织胚胎

学、发育生物学和生殖生物技术等内容。

13 动物营养 必 1.5 张海 本课程主要介绍动物营养基本原理、动物营养在交叉学



与饲养学 修

课

华、牛

一兵

科中的研究进展、动物饲养基本原理和各类动物的营养

需要与饲养技术。内容包括主要养分的代谢、功能、需

要特点和代谢性疾病等。

14
动物安全

生产

必

修

课

1.5
杨 童

奥

本课程主要探讨饲料安全、疾病预防、环境安全、饲养

管理等各生产环节。

15
发展理论

与实践

专

业

必

修

课

2

徐祗

坤

闫文

本课程主要围绕“广义的发展”来展开，；具体内容涉

及发展理论的嬗变，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发展理论的贡

献，典型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等。本课程采取“讲座+

研讨+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

16
农村公共

管理

必

修

课

2
高建

立

本课程通过深化农村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农村基层

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共

事业，完善农村公共财政服务等，构筑农村社会经济全

面发展的平台。

17
农村社会

发展专题

必

修

课

2
张丽

英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关于农村社会发

展问题的认识历程，明确中国“三农”问题的性质及出

路，掌握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政策及相关

问题，并能通过实践对一个典型的农村社区发展问题进

行探讨。

2.6.1 课程教学质量

制订了《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和《研究生教学质量评

价办法》，严格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价，总体效果良好。为进一

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学校出台了《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科在贯彻学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暂行规定》

和《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办法》的基础上，在规范教学秩序方面，严

格执行课堂考勤制度，及时做好各类教学文档、试卷的收集、核查和

归档工作；在完善教学体系方面，开设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专业实

践和社会实践课程，并将实践类课程纳入学分制；在整合教学资源方

面，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坚持开展“走出去实践、

请进来授课”的促学方式，建立研究生校外创新基地，邀请领域内知

名学者来校讲学。



2.6.2 持续改进机制

研究生部和学科分别成立了教学督导组，进行不定时听课、指导

和检查教学落实情况，并结合期中教学检查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分

析和评价，做到以督促改，以改求进，在保证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

基础上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此外，根据《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教学管理规定》和《任课教师管理办法》，学科建立了校内外进修

和交流机制，不断提升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

2.7.导师指导

2.7.1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根据学校《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及参选教师学位、

职称、在研项目和经费及学术道德素养进行遴选，并对新进导师进行

岗前培训，不合格者暂停招生一年，并需重新参加岗前培训。此外，

还进行不定期专题培训和常规培训，引导方向相同或相似的导师组成

导师组，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2.7.2 行业导师选聘

依托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和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建立了合作制度

和联合培养机制，研究生管理实施双导师制。在实践导师配置与管理

方面，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主要由骨干教师领导的科研团队负责，学生

的实践由团队教师参与指导。校外资源主要由企业相关人员负责运行

管理。建立企业人员柔性进高校选聘方法和兼职硕士生导师管理制

度。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根据学校《硕士学位研

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建立导师第一责任人制度，实行导师组制

度，专门制定指导过程记录手册和记录表；学科建立每 2周一次的课

题组研究进展汇报和讨论会制度，实时了解和掌握研究生课题开展情

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研究计划，及时给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2.8 实践教学

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学生要进行不少于 6个月的实践锻

炼；另外实践课程有分 2个学期计 40个学时的专业实践教学，根据

不同领域研究方向进行 10个专题的专业实践课程训练，这些实践结

束考核合格后记 6学分。为保证学生的厚基础宽适应性，研究生实践

环节培养采取集中安排与自主选择相结合，既解决了部分导师提供的

实践场所不足问题，又有利于共性问题进行集中实践，以节约实践资

源。2023 年度研究生全部完成了相应实践教学要求。

建有 4个省级、45个校级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通过实习就业

的方式搭建研究生培养校企合作平台。2023 年，与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合作获批校“秦皇岛酒庄酒专家工作站”。

此外，学院还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科技学术

竞赛。2023 年，研究生有 1组项目获得“调研河北”一等奖，主持

“挑战杯”获得省级一等奖 1项。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本领域论文

20多篇，获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

2.9 学术交流



我校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各类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对

于提高我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实验室在国内同领域的

引领带头作用、提高实验室的整体科研水平等，有突出的促进作用。

2023 年，我校师生参加领域内重要学术会议 35次，做报告交流

17次，对我院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宣传，提高学院的学术影响力和

在国内科研同行中的引领作用，部分重要学术会议特邀报告情况请参

见表 6。此外，我校各团队与领域内国际顶级专家学者保持密切的交

流合作，2023 年，先后邀请领域内的权威学者 26人次来实验室访问

指导并作重要学术报告，就领域内的先进理论和成果与实验室师生进

行交流讨论，促进团队成员对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的把握，提高实

验室的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实验室在国际同领域内持续保持先进水平

和竞争力。来实验室交流指导的部分权威专家见表 7。

表 6 2023 年师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发言内容 时间和地点

参

加

人

员

第八届全国

小麦遗传育

种研讨会暨

第十一届全

国小麦基因

组及分子育

种大会

大会开幕式，大会报告，汇报老师刘旭院士等，围绕

“小麦基因组学、小麦遗传多样性与起源进化、小麦

新基因发掘与应用、小麦分子育种理论与技术和种质

创新及新品种选育”等专题进行了学术汇报

2023 年 8 月

21-24 日 安徽

省合肥市

王含

中国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

会 2023 年

学术年会

会议主题为“植物营养科技创新与农业强国”。大会

设立 14 个分会场，围绕“植物营养分子生理机

制”“功能肥创制技术和工艺及应用”“施肥与农

业绿色发展”“土壤－作物养分循环过程与机理”

和“耕地有机质提升及其产能关系”等主题展开学

术研讨与交流。

大会开幕式，大会报告，汇报老师张佳宝，沈其荣，

2023 年 8 月

15-16 日 北京

市

刘颂

驰



尹飞虎，周卫等院士，围绕分子分理、根际营养、养

分循环、施肥技术、生态环境、化学肥料、新型肥料

等方面

中国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

会 2023 年

学术年会

会议主题为“植物营养科技创新与农业强国”。大会

设立 14 个分会场，围绕“植物营养分子生理机

制”“功能肥创制技术和工艺及应用”“施肥与农

业绿色发展”“土壤－作物养分循环过程与机理”

和“耕地有机质提升及其产能关系”等主题展开学

术研讨与交流。

2023 年 8 月

15-16 日 北京

市

潘顺

详

韩雪

莉

绍睽论坛-

植物生物学

与农艺性状

分子机理研

讨会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第 59 期绍论坛-植物生物学与

农艺性状分子机理研讨会，设小麦品质与资源、小麦

与玉米抗病虫、植物发育与环境适应、作物发育生物

学等 4 个专题？

2023 年 1 月 8

日 腾讯会议

孟鑫

鹏

第二十届中

国作物学会

学术年会暨

中国作物学

会建会 60

周年庆祝大

会

大会开幕式，大会报告，汇报老师有王二涛教授等；

作物基因挖掘与分子育种相关报告：主要汇报老师

有：张爱民教授等

2023 年 11 月 1

日 知网平台

孟鑫

鹏

河北省小麦

节水技术研

究 30 年回

顾与展望

汇报老师贾秀领老师围绕小麦水肥精准智能化管理

节水增效技术，适宜机械化的冬小麦–夏玉米深埋滴

灌节水模式，微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进行专业学术汇

报

2023年10月20

日 河北省秦皇

岛 腾讯会议

孟鑫

鹏

2023 届全国

海参产业链

交易会

全国海参养殖技术交流会，杨红生（仿刺参行为特征

认知与应用）、常亚青（北方海参品深远海养殖品种

和模式探索）、孙卫明（海参池塘高产的关键问题）、

李成林（山东刺参苗种繁育技术创新）

2023 年 8 月

9-10 日 辽宁

省大连市

王青

林

2023 中国水

产种业博览

会

2023 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陈松林院士、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王德寿教授、上海海洋大学李家乐教授、华中农业

大学高泽霞教授、江苏数丰水产种业有限公司杨国梁

董事长、澳大利亚菲林德斯大学秦建光教授分别做了

题为《海水鱼类生物技术创新与种业发展》、《罗非

鱼的体色与性别控制》 、《优质速生草鱼新品种设

计与培育》、《无肌间刺大宗淡水鱼分子育种技术研

究》、《培育沼虾良种致富一方虾农》和《南方蓝绪

金枪鱼人工繁殖和孵化技术》 的报告

2023 年 11 月

24-26 日 广东

省广州市

王青

林

河北省食品

学会 2023

年年会暨京

津冀食品科

技产业发展

食品科技产业发展
2023 年 12 月

2-3 日

侍朋

宝、

李军

等



论坛

橡木桶专题

技术讲座
橡木桶及橡木塞的研究进展

2023 年 11 月 9

日

陀龙

龙

FNS2023 食

品营养与安

全国际研讨

会

汇聚全球智慧，推动全民营养健康 2023 年 11 月

沈

芳、

郭

静、

等

中国农学会

葡萄分会京

津冀产业高

质量发展学

术研讨会

唱响怀来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加速度振兴
2023 年 9 月

16-17 日

石泽

涵、

龙志

明

新规后保健

食品申报注

册及清理换

证相关要求

和新功能产

品开发思路

交流研讨会

保健食品交流会
2023/10/26-28

日
李淼

2023 年第三

届亲水胶体

国际研讨会

“亲水胶体功能特性”、“亲水胶体与人体健康”、

“亲水胶体的食品、工业化应用”、“有关亲水胶体

的新技术、新成果、新装备展览展示”等

2023 年 10 月 7

号

王

勇、

李

玥、

张纯

2023 全国功

能性食品研

究与开发学

术交流研讨

会

绿色.优质.共享.发展
2023 年 8 月 4

日-6 日
李玥

生物制造产

业创新发展

国际论坛

共享前沿生物科技成果 助推全球生物经济繁荣
2023 年 11 月

8-9 日

卢萌

佳

2023 亚太区

域中医药天

然产物资源

创新国际研

讨会

合成生物技术与天然产物资源创新
2023 年 8 月

26-28 日

卢萌

佳、

隆柳

成

第十三届国

际葡萄与葡

萄酒学术研

讨会

葡萄与葡萄酒
2023 年 4 月 29

日

侍朋

宝、

李军

京津冀葡萄

产业高质量

葡萄产业规划、生产技术标准制定、葡萄文化节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

2023 年 9 月 16

日

李

军、



发展学术研

讨会

侍朋

宝

全国科技小

院吉林农业

大学培训会

科技小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模式分享；

科技小院经验分享与交流；科技小院建设实地考察等
2023.8.16

柴菊

华

河北省（承

德）山楂产

业技术研究

院年会

山楂产业发展规划，技术交流 2023.8.23
刘素

稳

第五届邢台

国际十字花

科蔬菜产业

大会

蔬菜产业化技术交流 2023.10.29
刘绍

军

首届京津冀

露地蔬菜产

业创新大会

蔬菜产业话技术交流 2023.10.22
刘绍

军

2023 年中国

观赏园艺学

术研讨会

以“花卉种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2023/7/15 杨

凌

张国

君等

5人

第八届中国

林业学术大

会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林草科技创新”为主题
2023/7/28 哈

尔滨

张国

君等

6人

河北省林学

会第七届林

业学术大会

以“林草事业.科技.乡村振兴”为主题
2023/10/26 石

家庄

张国

君等

7人

第十五届中

国林业青年

学术年会

以“加强林草青年科技创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主题

2023/11/17 沈

阳

程蓓

蓓等

5人

中国园艺学

会 2023 年

学术年会

以“园艺与乡村振兴”为主题
2023/11/23 南

京

张国

君等

3人

表 7 2023 年来实验室交流指导的部分专家表

报告/讲座题目
报告人姓名、单

位、职务（职称）

报告时间、地点、听众

人数及专业

组织单位和

部门

小麦赤霉病抗病主效基因

--Fhb1 抗性机理研究

宿振起 中国农

业大学 教授

2023 年 5 月 15 日下午

昌黎校区主楼二楼学术

报告厅、生物学、农艺与

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等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科

研处、研究生

部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讲座

刘志勇 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

研究所 研究员

2023.1.17 上午线上报

告国内公开 200 多人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科

研处



中国谷子种业发展历程与展

望

李顺国 河北农

林科学院谷子研

究所 研究员

2023.10.9 上午线上报

告，农学、园艺、植保等

师生 100 多人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科

研处

黄淮海地区大豆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及全基因组选择

秦君 河北农林

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研究员

2023.10.17 上午线上报

告，农学、园艺、植保等

师生 100 多人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科

研处

河北省小麦节水技术研究 30

年回顾与展望

贾秀玲河北农林

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研究员

2023.10.20 上午线上报

告，农学、园艺、植保等

师生 100 多人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科

研处

对虾养殖品种与养殖模式概

况

王芸，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南海

水产研究所，副

研究员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

腾讯会议，50，渔业发展

及涉海本科生

海洋资源与

环境学院、科

研处、研究生

部

雄安新区（白洋淀）水域环境

生态修复及秦皇岛近岸海域

渔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肖国华，河北省

海洋与水产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

2023 年 6 月 6 日下午，

昌黎校区1号楼3楼会议

室，50，渔业发展及涉海

本科生

海洋资源与

环境学院、科

研处、研究生

部

Fish Vaccin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nventional

Methods and Modern

Bio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Ma Jie

(Jessie)，美国

爱达荷大学，

assistant

professor

2023年 10月 18日下午，

昌黎 1 号楼 3 楼会议室，

100，水产方向教师、研

究生及本科生

海洋资源与

环境学院

功能核酸生物传感及纳米营

养

许文涛教授中国

农业大学

2023/5/14，昌黎校区学

术报告厅，食品加工与安

全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

生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科研处

山楂多酚功能食品研究与产

品开发

刘素稳教授河北

科技师范学院食

品科技学院

2023/6/1，昌黎校区

1C207，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科研处

碣石山产区酵母资源挖掘与

应用

阎贺静副教授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

2023/6/8，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科研处

黑果腺肋花楸花色苷组成、活

性及产品开发

朱凤妹教授河北

科技师范学院食

品科技学院

2023/6/15，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科研处

地域特色农产品应用基础研

究与产业化

宋丽军副教授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

2023/6/25，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科研处



食品安全国家基金及科研个

人心得

许文涛教授中国

农业大学

2023/9/27，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河北省果

品加工技术

创新中心、科

研处

基金申请的这十年

（2012-2022）

孔维军教授首都

医科大学

2023/9/27，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河北省果

品加工技术

创新中心、科

研处

《毛细管电泳与核酸适配体

高效筛选研究》基金申请体会

屈锋教授北京理

工大学

2023/9/27，昌黎校区

1B105，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生及其他研究生

和部分本科生 50 余人

食品科技学

院、河北省果

品加工技术

创新中心、科

研处

遥感影像智能化处理及其应

用

吴柯教授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

2023/10/16，学术报告

厅，数信学院本科生，研

究生，相关专业教师，200

余人

数学与信息

科技学院、河

北省农业数

据智能感知

与应用技术

创新中心、科

研处

重构被子植物古细胞核型和

染色体演化路径

王希胤教授河北

理工大学

2023/10/16，学术报告

厅，数信学院本科生，研

究生，相关专业教师，200

余人

数学与信息

科技学院、河

北省农业数

据智能感知

与应用技术

创新中心、科

研处

国社科项目申报辅导
廖媛红，中国农

业大学，副教授

2023.4.15 ，腾讯会议，

100 人以上，农村发展
财经学院

冰雪之上中国红——我国极

地考察的探索与奋进

赵建东，中国自

然资源报社融媒

体中心，主任

2023.5.22，腾讯会议，

100 人以上，农村发展
财经学院

国社科基金申报流程、要求与

经验分享——以经管类为例

左翔，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副教

授

2023.11.22，鹅平台，100

人以上，农村发展
财经学院

经管类国社科课题申报书写

作核心技巧

席增雷，河北大

学经济学院，教

授

2023.11.22，鹅平台，100

人以上，农村发展
财经学院

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问题研

究

王国平，秦皇岛

市农村经济管理

总站，站长

2023.10.29.腾讯会议，

100 人以上，农村发展
财经学院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心

得体会

李世坊 中国农

林科学院 研究

员

2023/1/4 腾讯会议，127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乙烯抑制梨果皮花青苷积累

的调控机制

白松龄 浙江大

学 研究员

2023/3/24 腾讯会议，65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抗虫转基因杨树研究
杨敏生 河北农

业大学 教授

2023/5/19，腾讯会议，

60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转录组在马蹄莲属植物上的

应用

卫尊征 北京农

林科学院 副研

究员

2023/06/07，腾讯会议，

65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白桦抗旱耐盐新种质创制
高彩球 东北林

业大学 教授

2023/10/15/腾讯会议，

63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植物 miRNA 编码小肽研究进

展

马超 上海交通

大学 研究员

2023/10/19 腾讯会议，

70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褪黑素缓解黑暗诱导衰老分

子机制

刘玉凤 沈阳农

业大学 教授

2023/10/19 腾旭会议，

70 人
园艺科技学

院、科研处

2.10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的各管理环节有严格的规定，如《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实施细则》、《硕士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及《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评选暂行办法》等。学科要求开题报告的专家小组由 5～

7人组成，严格把关；建立每 2周一次的课题组研究进展汇报制度；

论文评阅实行全部送外单位进行双盲审，要求文字复制比不高于15%；

论文答辩通过后，研究生部对论文格式进行统一审核，再次进行文字

复制比检测，合格者允许申请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各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提交的研究生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表决通过者做出授予

硕士学位的决定。

本年度抽检论文 100%合格，学位论文水平整体评价较高。

2.11 质量保证



为了对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环节进一步规范，学校制定

了《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流程》、《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统一格式的规定》、《校学位

字〔2021〕13 号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

和规范，加强了对研究生培养计划、必修和选修学分以及选题方向的

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研究生都及时通知导师进行了整改。加强了对

研究生培养计划、必修和选修学分以及选题方向的审查，对不符合要

求的研究生都及时通知导师进行了更改或补充。对毕业生的论文答辩

资格和答辩情况都进行了严格审查和监督，近两年研究生毕业生 196

人，外审论文通过率 96%，学位论文水平整体评价较高。2023 年研究

生毕业生 51人，外审论文通过 51人，通过率 100%，学位论文水平

整体评价较高。

2.12 学风建设

依据学校《预防与处理科研失信行为暂行办法》、《硕士学位论

文文字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实施细则》及《关于开设研究生第二课堂的暂行规定》等规定，开展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活动和讲座。在新生入学一周内，采取集中

和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校史校情教育、党史国情教育、

专业思想教育、成长目标教育、规章制度教育、安全教育、奖助学金

政策介绍等方面开展入学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规范，培

养学生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通过召

开研究生新生专业教育会议，从学科历史、学科优势、发展前景、科



研团队、培养方案、学术规范等方面分别对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进行

了详细介绍。导师代表对研究生未来的学习生活方向进行了指导。通

过组织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直播、观看

宣讲教育视频录像、集中学习宣传读本、组织学术道德宣讲报告等方

式，使研究生意识到遵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截至目

前，本学科尚未发生因学术道德问题受到处理的情况。另外，2023

年本领域结合方向特色积极开展专业教育、乡村振兴主题教育等形式

多样的学风教育活动，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习习惯，学生

尊师守纪、勤奋好学、开拓创新、热爱“三农”事业，具有良好的学

术规范和道德准则。2023 年度学位点未发生因学术道德问题受到处

理的情况。

2.13 管理服务

建立了学校、学科点和导师三级管理体系。研究生部设有招生办

公室、培养办公室、管理办公室和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统筹

招生、学位授予以及公共课期间的培养和学生管理工作；学院设置研

究生管理办公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招生宣传、公共课之外的培

养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

为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规范学生申诉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了《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校内申诉暂行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本学科点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毕业之前均举办座

谈会，征集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意见。并且，每年由研究生对任课教



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教，评教内容包括教师师德、教学准备和课

程考核等方面。

2.14 就业发展

学院通过加大对毕业生就业思想的指导力度，加强对毕业生的就

业理论和实践指导，高效收集、发布就业信息、组织就业招聘会等方

面入手，使毕业生端正择业观念，积极为毕业生就业打开各种渠道。

要求导师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正确指导毕业生充分

认清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学生确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积极抓

住机会，尽早落实就业单位；组织导师从求职心理、自我定位、就业

决策、应聘简历、求职信、面试准备等方面对毕业生进行指导，使毕

业生明确就业工作的流程和实施方法；积极配合研究生部收集毕业生

就业信息，将采集的信息迅速及时地转达给每一位毕业生，并根据用

人单位的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推荐工作。

2023 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9%。已就业人员中，7 人进入党政机

关单位、16人进入事业单位、4人进入学校、9 人进入私营企业、1

人升学。

表 8 2023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

年份 领域
毕业生总

数

就业情况（人）

签订就业协议、劳动

合同

升学
自主创

业

其他形式就

业

未就

业国

内

国

外

2023
农艺与种业(作

物)
11+5 7 0 0 0 3 1+5

2023
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
13+4 6 0 0 0 4 3+4



2023
农艺与种业（园

艺）
43 31 0 0 0 0 12

2023农村发展 49 37 0 0 1 6 5

2023食品加工与安全 14 6 0 0 0 0 8

2023畜牧 10 8 1 0 0 0 1

2023
农业工程与信息

技术
16 7 0 0 0 4 5

2023渔业发展 1 0 0 0 0 0 1

2.15 服务质量

本年度共承担企业科研、技术产品开发等服务项目 3项，获得企

业各类经费共计 15万元，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相目 1 项。

三、年度建设工作的亮点特色

3.1 制度完善及执行

我学位点修订完善了《农业硕士（畜牧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制定了《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有关规定》等文件，

落实“企业教师进课堂”举措，聘请企业技术专家和中高层管理者担

任授课教师，做到社会需求与授课内容统一。实践课程采取“校企合

作”模式，面向生产一线技术问题，开展课题合作，提升研究生的职

业能力素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健全，设有学业奖学金、国家奖学

金、科技创新奖励、助研助管津贴、助学金等。

3.2 招生工作亮点特色

重视创新和实践能力：在招生中注重考生的创新能力、实践经验

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设置相关选拔环节，可以选拔出更符合自身培



养目标的学生。招生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工作，通过官

方网站、招生信息网等方式及时发布招生信息，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强化招生服务：在招生服务方面下足功夫，如提供咨询、答疑等服务，

帮助考生更好地了解招生政策和流程。

3.3 培养工作亮点特色

创新培养模式：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例如采用“导

师组”或“双导师制”，鼓励学生参与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以培养其

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能力。实践教学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注重实践

教学与科研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通过实验室、课题组、校企合作等

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增强其动手能力和科研素养。评价体系

改革：积极探索研究生评价体系的改革，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注

重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评价，以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和潜力。

四、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4.1 研究生培养经费紧张

与兄弟院校农村发展硕士点相比，培养经费已经成为了制约本硕

士点研究生培养的首要因素。本硕士点的研究生教育经费和专业实践

费在列支在了必须的劳务或绩效支出之后，剩余经费主要用在了学生

专业实践教学上，但是实践经费满足度非常低。2023 年研究生教育

经费已经不够人员支出。导师纵向科研经费较少，对研究生的学术研

究和专业实践的支撑有限，横向项目仅仅少数导师拥有。

4.2 师资水平有待提高



本学科人员规模和结构虽满足学位点基本要求，但专任教师规模

较小，博士占比有待进一步提高，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需进一步引

进和加大培养力度。

4.3 科研平台资源共享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学科争取各类财政资金及加大项目经费的投入，使得研

究生的科研条件、学习条件大为改善，但在不同二级学科之间仍存在

较大差异，大型仪器设备的放置较为分散，不利于共享使用。部分高

端仪器设备需要更新（例如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

五、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本学位点将继续保持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服务地方产业。同时

借助我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以及学科薄弱环节，持续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5.1 对存在问题的持续改进措施

5.1.1 加大经费投入

本领域立足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人才培养，学生只有深入乡村社

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线才能切实提高实践技能水平和服务乡村

的能力。这需要较多的实践费支撑。

5.1.2 提升师资水平持续改进措施

重点培养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教师，将他们培养成本学术领域有

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具体计划如下：继续引进国内外有学术影响力的

中青年专家，进一步扩大人员规模、优化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继续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培养，不断提升导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



继续加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为他们提供便利的科研条

件，加大他们学习培训及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的支持力度；继

续凝练课题方向，鼓励申报国家级自然基金项目，逐渐促进课题深度

研究，提升学科研究水平；努力组建本学科特色方向的省级研究团队；

有计划地邀请校内外本领域专家到校进行学术报告与交流，鼓励与有

影响力的学位点共同申报课题，提升学科师资科研水平；注意积累科

研成果，积极开展产业化研究，增加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提高学位点

行业影响力、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认知度。

5.1.3 科研平台资源共享机制进一步完善措施

增加学科建设支持力度和实验室设备购置费的投入；整合各二级

学科科研资源，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仪器设备，通过创新管理机制提高

仪器设备的利用率；进一步加强对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协

调，拓宽合作范围和领域，实现平台和资源共享、项目共享、师资共

享、技术共享，充分发挥联合培养单位在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5.2 学科其他方面的持续改进措施

5.2.1 统筹规划学位点评估，提升学位点建设水平

①做好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准备工作。根据

国家文件要求，编写《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和《学位授权

点建设年度报告》，对我院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进行

全面检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不断提升学位点建设质量。



②加强硕士生导师队伍建设。实施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严把导师遴选质量关，在学校标准上结合我院硕士点实际，适度提升

导师标准遴选标准；加强研究生导师尤其是新导师的培训与研修，提

升导师的研究生指导能力；开展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活动，制定

详尽的导师考核标准，加强典型宣传，强化示范引领，增强导师的荣

誉感、归属感、使命感。

5.2.2 推进产教融合，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①推进产教融合，提升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一是优化应用实践

课程体系，加大案例教学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比重，加大企业导师参与

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深度和广度；二是积极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推动专

业特色案例库建设；三是健全完善实践培养环节，完善专业实践方案

和实施细则，加强管理和考核，抓实专业实践环节。

②做好培养方案修订（制定）工作。扎实做好硕士学位点培养方

案修订工作。按照专业学位教指委有关要求及学科发展需要与人才培

养新形势，对标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征求师生修订意见、启动培养方

案撰写、组织培养方案校外专家论证会议等。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学

位点评估打下坚实基础。

③加强课程质量建设，打造一批优质研究生课程。一是严格研究

生教学过程考核，强化教学质量评估；二是加大课程建设支持力度，

鼓励任课教师申报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优秀案例库和思政示范课

程；三是依托教改项目，鼓励教师基于已有问题思考解决方案，推进

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的改革探索，形成研究成果反哺研究生教育。



④加强研究生考核体系与评价体系建设。加强研究生社会实践、

专业实践的考核，加强研究生第二课堂成果、科研产出在评优评先中

的体现。

⑤积极在生物信息、海洋信息领域拓展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补齐

短板。

5.2.3 持续增量提质，有效改善研究生生源质量

发挥学院、学科和导师作用，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学校

和部门网站、公众号、宣讲等方式，吸引优秀学生报考我校研究生。

5.2.4 加强团队建设，提升学位授权的科研项目与经费保障

通过抓团队和学科交叉融合，组织跨团队、跨学科课题申报，横

纵向课题同步发展的策略，提升课题数量及层次，增加科研经费数量，

加强研究生参与实体课题研究的比例，提升研究生科研补贴的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