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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调研、任务及完成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现代农业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的必然选择。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核心是现代科学技

术，支撑是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应用型农科人才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学校农科专业改革的方向所在。

新世纪以来，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我国广大农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

力发展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高效农业。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新型农科人才缺乏正在影响并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作为小岗毗邻农

科专业优势明显的安徽科技学院，既为小岗人改革精神所折服，也有责任

走出校门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这也是学校新型农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的

原生动力。

二、项目立项情况

2013，学校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分析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

深入剖析传统农科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依托国家级“复合应用型卓越农

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启动农科

人才培养改革。

三、项目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规格与“三农”转型发展契合度不高。人才培养方案滞

后，培养规格不适应“三农”转型升级发展需要。二是人才培养路径对“三

农”人才培养支撑度不高。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实践体系不完

善，学生知识转化能力差。三是人才责任担当与“三农”情怀培育融合度

不高。人才培养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足；“三农”情怀教育载体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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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情况

（一）以生为本，改革培养方案，培养“四能”应用型人才

1.修订以应用型为核心的培养方案。修订培养方案，确立以“系统知

识结构、全场景应用技能、岗位适应特色班”三位一体“四能”应用型人

才培养为目标，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农业发展

所需的新型农科人才。

2.重构以专业为圆心的课程群体系。对标现代农业产业链知识关联性

和耦合性，以农科专业为圆心，辐射农业产业链条，打造集经营类、科技

类等多元课程融合的 7个课程群，形成集知识、实践、创新“一心多元”

模块化课程群平台，“多元”类课程占总学分 20%，构建农科人才系统的

知识结构。

3.重塑以场景应用为中点的实践教学体系。对应人才培养目标，针对

现代农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发展、新需求，打造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与校

外实习基地联动的专业实践平台，构建“三实践三训练”（认知、耕读、

劳动；实验、技能、科研）六位一体、四年不断线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

知农爱农素养和专业实践能力。

（二）强化应用，创新培养路径，提升农科人才专业能力

1.校地联动。推进产业链、人才链、教学链共享共建。每年选派 30-45

人（师生）“三区人才”及科技特派员对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经营主体，提供咨询和服务，破解实践难题。

2.校企联动。率先创办“大北农班”等 13 个冠名班，实施共定培养方

案、共建课程、共编教材，企业高管进课堂、教师进企业、学生进岗位的

“三共三进”工程，后被许多双一流高校借鉴。

3.校所联动。与小岗村共建现代生态研究所，与 5个农业主体、高校

创建国家级、省级“农业科技小院”，与 10个地方农科院合作，提升学生

科研能力和教师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4.专创联动。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融入专业教育，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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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每年开展 50-60 场学科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竞赛

和实践。

（三）价值引领，培育“三农”情怀，厚植农科人才社会责任

依托校本资源，深化培育内涵。近年来，学校深化“扎根凤阳，艰苦

奋斗；扎根基层，艰苦创业”的“安科精神”，使学生深受精神感染，自

觉增强服务“三农”自豪感。

依托校地资源，拓展培育载体。弘扬小岗精神，打造嵌入式思政课“移

动课堂”教学法；新增 5 个“三农”实景体验场所，构建思政教育与“三

农”教育联动机制，使此同向同行。

依托耕读资源，拓宽培育途径。将《农耕文化概论》作为必修课，提

炼耕读元素，打造农耕文化墙；与企业共建省级耕读教育基地，每学期 1400

多学生到基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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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创新点、实践情况及推广价值说明

一、成果创新点

（一）育人理念创新

坚守“四能”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新理念。

坚守“能用上、能下去、能留住、能干好”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内

涵。“能用上，要懂农”，解决学农不懂农的问题，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

行业素养。“能下去，要爱农”，解决学农不爱农的问题，引导学生投身

乡村建设。“能留住，要兴农”，解决学农不为农的问题，培养学生服务

“三农”的责任担当意识。“能干好，要富农”，解决为农不强农的问题，

引导实现学生终极价值，积极投身现代农业农村发展。

（二）育人模式创新

创建“一核二翼三平台四联动”的“四能”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新模

式。

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以“三农”情怀培育为“核心”，打造一

流特色专业和高水平双能师资为“二翼”，建设农科专业课程群、专业实

践、岗位应用的“三平台”，实施校地、校企、校所、专创“四联动”，

着力培养“系统知识结构、全场景应用技能、岗位胜任力”的三位一体“四

能”应用型农科人才。

（三）育人机制创新

创立“培智、共享、引领”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合作育人新机制。

依托“安徽省玉米育种工程技术研究院、牛羊产业技术体系、秸秆和

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体系”三个平台，立足皖北，辐射全省。

“培智”。通过培养新型农科人才和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提供人力支持；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为解决产业发展技术、

运营难题提供智力支撑，促进了企业参与办学。

“共享”。通过校地、校企、校所联手，协同共育农科人才、共同研

发新技术、新品种，产学研政用深度融合，平台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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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达到了多方共赢。

“引领”。通过学校技术成果转化领跑地方农业产业，依托“三个平

台”形成的“育种、生产、肥料”产业链，覆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推动地方产业兴旺，形成了科研反哺教学局面。

二、成果实践情况及推广价值

该成果被写入资政报告《加快我省高校农科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获

得副省长批示。光明日报（“把课堂搬到田野里”）、安徽卫视（“耕读教育

特色做法”）、中国青年报（小众的种子专业为何热起来了）等媒体报道了

农科育人特色做法。

（一）有效促进了学生成长成才

基层就业多。到基层就业、留下工作毕业生增多，基层就业率平均达

92.8%。农科毕业生吃苦耐劳、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96.15%。

基层创业多。每年近 20%涉农毕业生立足基层创业，涌现一批创业典

型，如，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的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杨俊森、

受到原总书记胡锦涛接见的全国大学生自主创业典型苗娟等。因“‘三个

面向’打开学生去往基层创新创业的通路”特色做法，获批“2018 年全国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同时，涌现一大批“鸡管”、“菜管”和“村

官”助推乡村建设。

（二）有序推动了农科教育教学改革

推动农科教学改革。牵头研制安徽省应用型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获

批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省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高校；着力实施一流专

业、一流教学团队、共享协同育人、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培养一流农科人才教学改革。

研究成果丰硕：获省级特等奖 2项、一等奖 3项、3部省级规划教材，

主编《服务三农系列丛书》25 本教材成为安徽省农技人员培训指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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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科专业建设。对接未来智能农业发展新需求，利用现代工程技

术改造传统农科专业，2020 年，获批教育部目录外专业“农业智能装备工

程”。推进专业集群建设，培育 3个国家级复合应用型卓越农林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建设获批国家级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省级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5项。

（三）更好支撑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培养了 7000 多名农科毕业生，培训了村党支部

书记、青年农场主等 3万余人。

服务地方农业产业现代化。通过专业集群建设，推动产学政研用，打

造 3 个现代农业产业平台，与小岗村等共建 8个现代生态农业所，与安徽

盛农集团等农业主体共建国家级“农业科技小院”5 个，对接解决地方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问题。

（四）有力带动了同类高校转型发展

2013 年作为全国首批审核评估试点学校，我校“四能”应用型农科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受到了评估专家一致好评。以蔡敬民教授为组长的审

核评估专家组在反馈会上高度评价了正在实施的“改革方案”。学校在农

科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实践基础上，获批全国应用科技大学改革战略研究试

点单位，并多次在全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座谈会、全国应用技术大学

联盟年会上作典型经验交流。先后有 27所同类院校来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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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鉴定职务 签名

1 陈发棣 校长 /教授 作物遗传育种 南京农业大学 组长

2 李志义
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

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高等教育管理

与评估
大连理工大学 专家

3 李志宏
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

心原副主任 /研究员

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与评估

教育部高等教

育评估中心
专家

4 沈月琴 副校长 /教授 农林经济管理 浙江农林大学 专家

5 蒋爱民
中国畜产品加工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 / 教授

食品科学与工

程
华南农业大学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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