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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 

4月 13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

建设推进会。 

怀进鹏表示，一要坚定把牢办学正确政治方向，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

融入。二要超常规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聚焦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大力培养卓

越工程师，有针对性地把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的基础打扎实。三要下大气力全

方位打造一流师资，支持青年人才在挑大梁、当主角中加快成长。四要强力支

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四个面向”找准方向，以有组织科研汇聚能量，

以创新体系和学术生态厚植土壤。五要高品质回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需求，

对接新发展格局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来源：教育部（2022年 4月 14日）                          阅读原文： 

 

 

华中农业大学：“四新”建设论坛之新农科论坛举行 

4月 14日，“融合，创新，育人”为主题的“四新”建设论坛之新农科论

坛举行，教务处处长李大鹏对学校新农科建设作了阐述。朱龙付围绕“新农科

建设的思考与实践”做专题报告。黄见良教授聚焦“本科专业三级认证的理念

与实践”作专题报告。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青平指出，建设新农科是国家振兴

高等农林教育的重大战略。新农科教育应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

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4月 18日）                      阅读原文： 

 

 

 
 

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4/t20220414_617531.html
http://news.hzau.edu.cn/2022/0418/63008.shtml


 
 

江苏大学：新农科“牵手”新工科  

近年来江苏大学探索新型涉农人才培养路径，开设新农科“高良润”拔尖

人才实验班，推动多元化农工融合精英人才培养。快速孕育的未来农业对涉农

高校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农业工程学科见长的江苏大学主动识变、应变，“以工

强农、以融兴农”的工科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新范式应运而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4月 20日）                      阅读原文： 

 

南京农业大学：发起成立 

“亚洲农业科教创新联盟”倡议 

4月 18-20日，亚洲农业研究中心 2022年度会议在线举行。为了加强亚洲

农业高校、科研机构在农业教育、研究和推广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

亚洲及全球面临的农业挑战，推进亚洲及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南京农业大学

发出成立“亚洲农业科教创新联盟”的倡议。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20 日）                    阅读原文： 

 

山东农业大学：获首批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 

近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公布首批“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入选名

单。山东农业大学申报的“山东省乡村振兴研究基地”榜上有名。 

建设“山东省乡村振兴研究基地”是山东农业大学服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的重要举措。按照建设规划，基地下设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农业资

源与生态安全研究、产业组织与食品安全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等 4个研究

方向。 

来源：山东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19 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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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化新时代招生模式改革 

助力卓越农林人才标杆建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工作逐步建立有利于卓越农林人才选拔和培养

的特色鲜明的西农招生模式。 

探索多元人才选拔路径。目前学校已具有 15种类型的招生资格。 

深化招生培养模式创新。推进专业按类招生；推动新农科建设；科学调整

计划分配。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重构生源质量评价理念。一是改变招生考试评价。二

是改变新生生源质量评价。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2年 4 月 15日）                阅读原文： 

 

山东科技大学：致力产教研深度融合  

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学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平台优势，积极为提高人

才创新实践能力服务，年接受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8000人次。构建产教研融合

培养模式，拓展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构建产教研融合培养机制，打造一支创新

导师队伍；构建产教研融合培养生态，丰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来源：山东科技大学（2022年 4月 11 日）                    阅读原文： 

 

华中农业大学：专题研讨智慧农业专业建设 

4月 15日，华中农业大学召开教学指导委员会议，会议详细介绍了智慧农

业书院建设方案的起草背景、文件依据和起草过程，着重对智慧农业书院的建

设目标、培养方案、组织管理等进行了说明，介绍了智慧农业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方案。 

来源：华中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18 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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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保障“菜篮子”供应未来努力方向 

对我国蔬菜种业种质资源保护方面的建议：一是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组建专

门团队来收集整理蔬菜种质资源。二是在种质资源保护研究的资金投入方面，

国家科研资金应起主导作用。 

保障“菜篮子”供应的努力方向：一是要提高蔬菜品种的品质。二是开展

专项研究，特别是大众消费型的蔬菜品种培育研究。三是提高机械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蔬菜采收机器的适应性。四是加强蔬菜育种科研机构与合作社等蔬菜

种植主体、蔬菜加工企业等的合作。 

来源：红网（2022 年 4月 12日）                            阅读原文： 
 
 

 

中国农业大学：全方位全过程支持教师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不断完善符合师资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在评价指标的

设置上兼顾在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阶段教师的发展需求；结合农科特色，

引领教师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人才培育发展支持计划，推进创新

团队建设，团队内部更加注重人才梯队培养。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12 日）                    阅读原文： 

 

湖南农业大学：“双导向、双驱动、六工程”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湖南农业大学自 2012年起搭建新的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着手教学环境建设

与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实施“双导向、双驱动、六工程”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双导向”引领，助力教师达成育人育己双向目标。 

“双驱动”引擎，激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内生力。 

“六工程”推进，赋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作落实到位 。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4月 13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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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多措并举完善机制 

着力打造人才队伍新高地 

山东科技大学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着力打造人才队伍新高地。主要体

现为四方面：坚持“谋定而动”，着力构建人才工作“大格局”；坚持“筑巢引

凤”，着力打造人才聚集“强磁场”；坚持“精准培育”，着力壮大人才成长“蓄

水池”；坚持“服务至上”，着力做优人才发展“大生态”。 

来源：山东省教育厅（2022年 4月 15日）                   阅读原文： 

 

江西农业大学：“农民导师”上讲台 

江西农业大学选聘 18名农民担任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导师们享受副教

授级课酬待遇，对接受继续教育的农民和涉农专业学院的学子开展辅导教学。 

这 18名农民教师分别是江西省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或农业企业

负责人，涵盖农林牧副渔领域。他们或站在课堂上分享创业经验心得，或蹲在

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养殖等实践知识。 

来源：江西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20 日）                    阅读原文： 

 

 

四川农业大学：“加减乘法”转作风提质效 

在民生事项上做“加法”。深入推进“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

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重点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在基层负担上做“减法”。坚持问题导向，改进工作作风，24个管理服务

部门明确 26项“减负”措施，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工作效率上做“乘法”。 突出强网络提效率，推进基于“1+N”数据超市

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突出抓落实促效果，30个管理服务部门确定年度 53项

重点事项和 2项专项任务。 

来源：四川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11 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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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出台 6 条举措  

加强校长信箱来信办理落实 

中国农业大学印发了《中国农业大学进一步加强校长信箱来信办理落实的

六条举措》。一是规范来信受理与审查；二是压实首办责任制；三是实行限时办

结制；四是完善来信办理机制；五是建立满意度评价制度；六是强化工作督办

与考核。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2020年 4月 20 日）                   阅读原文： 

 

 

中国农业大学：发挥农业大学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着力推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乡村建设实践以

及咨政议政等系列改革和具体行动，制定学校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实际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一是以知农爱农人才培养为核心要务，构建特色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新农

科，构建学科体系；建设新课程，构建教学体系；设立新专项，构建人才培养

品牌。 

二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关键使命，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制定八大科

技创新行动，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三是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构建立体化社会服务体系。制定了

《中国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9—2022）》，开展乡村振兴示

范区建设，构建多元立体化社会服务体系。 

四是以促进“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标，构建专业化的咨政建言

体系。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 4月 13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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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首个“乡振小院”落成 

聚焦智慧农业 

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首个“乡振小院”——智慧小院暨农业农村

部华南热带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示范园落成仪式在启林北实验基地举行。

智慧小院一期建成了智能植物工厂和智能家禽工厂示范园，汇聚了智慧农业感

知技术、算法模型、装备及农机与农艺高度融合的精准管控平台，打造华农先

进智慧农业重点成果展示、试验及应用推广平台，为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科技与服务支撑。 

来源：华南农业大学（2022年 4月 20日）            阅读原文： 

 

青岛大学：全力推进驻青高校的校地融合发展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

内容，结合起来可以总结为四句话：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高等教育校地融合发

展、支持在青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上合组织经贸学院发展。 

胡金焱作为青岛市人大代表参会提出的两个建议，一个是关于推进校地融

合发展，希望青岛市能够重视高等教育，打造高等教育高地；第二个建议是如

何把上合经贸学院建设好。 

来源：青岛大学（2022年 4月 18日）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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