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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田” 到“大田耕作”

深入贯彻总书记回信 全面展开新农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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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层层递进：唱响新农科建设“三部曲”

三 环环相扣：从“试验田”到“大田耕作”

提 纲

一 学深悟透：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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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深悟透：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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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性文献 政治宣言书

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体会：把“重大使命”变成“强大动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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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性文献：

纲领性：战略、方针、路线

文 献：重要性、长期性、经得起检验

政治宣言书：

政 治：党和国家头等大事

宣言书：郑重昭告天下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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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优势：十三个方面

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3.坚持全面依法治国；4.

坚持全国一盘棋；5.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6.坚持公有制为主体；7.坚持共

同的理想信念；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9.坚持改革创新；10.坚持

德才兼备；11.坚持党指挥枪；12.坚持“一国两制”；13.坚持独立自主和对

外开放相统一

二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

一大飞跃：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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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

十三大优势

创造了

二大奇迹和一大飞跃

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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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务：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目 的：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怎么干：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向前看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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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改革”成为高频热词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必须进行一次重大变革

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

……

创新：31次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

改革：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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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三部曲

2021
抓学生、促学

2020抓教师、促教

2019
抓领导、促管

制度保障 教学质量 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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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新建设 促四极增长

新农科 新工科

新医科 新文科

总书记重要回信

新农科建设三部曲

国家生态成长力的增长极

打造医学综合改革示范区

国家全民健康力的增长极

新工科建设三部曲

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国家硬实力的增长极

启动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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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任务：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四高的教育：

建立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的高级阶段教育

建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基础上的高水平教育

实现时时处处人人、随时随地随心的高质量教育

建立在互联网+、智能+新技术新方法基础上的高阶性教育

向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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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大使命”转化为“强大动力”

“重大使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大动力”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方法

实践：环环相扣

目标：一以贯之

举措：接续递进

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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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

的重要标志（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

讲话）

•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强烈（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

的讲话）

•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2018

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大学是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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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美国处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且长盛不衰，其奥秘

就是美国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强大的

美国大学就是强大美国本身！

大学是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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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的国之重器 兴国的国之重器

强国的国之重器 复兴的国之重器

培养和输送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

没有哪一个国之重器可以与大学的战略分量相提并论！

大学是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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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高校是强农兴农的国之重器

建设新农科是振兴高等农林教育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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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层层递进：唱响新农科建设“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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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三部曲：层层递进

中观宏观

北京指南：
实施“百校千项”新项目

北大仓行动：
推出“八大行动”新举措

安吉共识：提出“四个面向”新理念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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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共识：让新农科有了热度

四大使命、四个面向、三条路径、二大贡献（4432）

四大使命回答了新农科建设的时代担当

四个面向提出了新农科建设的核心任务

三条路径明确了新农科建设的改革目标

二个贡献彰显了新农科建设的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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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共识：4432

4

3

4

2

四大使命

打赢脱贫攻坚战，责无旁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任在肩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义不容辞
打造美丽幸福中国，大有所为

三条路径

开新路：融合、多元、协同发展
育新才：创新、复合、应用型人才
树新标：金专、金课、高地

四个面向

面向新农业：粮食安全、三产融合、绿色发展
面向新乡村：农业生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面向新农民：生产者、经营者、守护者
面向新生态：人与自然共同体、新的生产力

二个贡献

中国心：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复兴
世界情：人类命运共同体、美丽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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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回信：让新农科有了高度

总书记回信啦！

学深学透总书记回信精神

全面推动中国新农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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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仓行动：让新农科有了力度

八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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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指南：让新农科有效度

顶到天
“一贯彻三对接”

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 对接高等教育改革主旋律
对接卓越农林计划2.0，对接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

项目内容 宽到边

立到地

思想理念

“1+4”结构设计，5个领域 29个方向

教育质量 突出创新导向 突出特色导向 突出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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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建设预期成效

 将改变农林高校教与学的行为

 将改变农林高校人才培养范式

 将改变农林高校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

 将改变农林学生的人生命运

 将改变农林产业发展格局

 将重塑国家农业全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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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环相扣：从“试验田”到“大田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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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

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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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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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理念
怎么新

瞄准

发展趋势 人才需求 政策体系 组织体系 绩效评价

选题

6个选题方向

目标

新农科理论创新

 为新农科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为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为教育教学教材改革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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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2新农科建设改革与发展研究

【要点】互动规律：研究高等农林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产业变革的互动规律；

发展趋势：研究高等农林教育发展趋势。

1

新农科建设政策与支撑体系研究

【要点】机制政策：研究推动新农科建设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

可行方案：提出解决制约新农科建设发展瓶颈的可行性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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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2基于四个面向的知农爱农为农新型人才需求研究

【要点】需求研判：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分析新型农林人才需求。

3

新型农林人才核心能力体系研究

【要点】核心结构：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和农业发展趋势，以岗位胜任力

为导向，探讨新农科人才核心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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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2基于四个面向的教学组织体系重构研究与实践

【要点】组织建设：创新校院两级教学组织管理机制，完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组织架构：建立跨学院、跨学科人才培养组织架构；

产业学院：创建面向新农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学院。

5

新农科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要点】绩效评价：建立新农科建设绩效评价体系；

跟踪机制：跟踪新农科建设实施情况，形成新农科建设评价分析报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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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专业
怎么优

瞄准

新兴专业 传统专业 三级认证 专业标准

选题

5个选题方向

目标

优化升级提高

 优化专业结构，服务国家战略

 升级传统专业，适应产业发展

 完善三级认证，研制一流标准，建设一流专业，提高专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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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2
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目录研制

【要点】引导目录：研制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引导性专业目录。

7

新兴涉农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要点】新兴专业：布局新建农林产业发展前沿的新兴涉农专业。

8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要点】改造提升：瞄准产业发展方向、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改造提升传统涉农专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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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2面向新农科的农林类专业三级认证体系构建

【要点】三级认证：基于专业基本状态监测的第一级认证，基于专业教学质量合格的

第二级认证，基于专业教学质量卓越的第三级认证。

10

农林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要点】一流标准：研究各专业类培养目标、核心课程、实践环节、毕业生知识能

力素质要求，制定一流专业建设标准，探索一流专业建设评价、验收机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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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人才
怎么强

瞄准

思政教育 分类培养 课程教材 实践教育 创新创业

选题

9个选题方向

目标

培养新型农林人才
 推动农林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农林实践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

 研制一流课程标准，打造五类金课

 全面推动农林“教与学”范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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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2农林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

【要点】三全育人：探索农林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形成三全育人格局；

大国三农：开发建设“大国三农”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思政：形成可推广可示范的农林类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12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要点】模式创新：对接现代农业创新新要求，对接一二三产业融合新要求，对接现

代职业农民新要求，探索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农林人才培养新模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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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2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要点】机制创新：打破学科边界，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院系组织模式、教学团队

和实践平台，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农林人才培养新模式、新方案。

14

新农科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要点】体系创新：整体设计优化新农科课程教材体系，完善农林特色通识课程体系，

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专业课程体系，提升课程“两性一度”;建设开发新形态教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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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2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践

【要点】技术创新：从“教与学”入手，探索智慧环境下教学组织模式改革，创新课

内外师生互动机制，推进虚拟仿真等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

16

面向基层的新型农林人才培养实践

【要点】服务基层实践创新：完善基层就业机制政策，试点订单定向培养；鼓励建

设村官学院、农民发展学院等，健全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体系；为基层培养

输送“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农林人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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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2
面向新农科的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要点】实践教学创新：强化实习实践管理、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研制农林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标准，建设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18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

【要点】创新创业教育：开发农林特色创新创业课程，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深度融合；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19

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要点】一流课程建设：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研究一流课程

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团队、教学内容等核心要素，形成一流课程建设标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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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协同
怎么联

瞄准

校企合作 校所协同 校际联合 校地协同 国际合作

选题

5个选题方向

目标
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创建产教融合、科教协同育人新机制

 探索校地协同、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

 构建校校协同、资源共建共享新模式

 推动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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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2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

【要点】产教融合基地：创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人才培养链对接产业链，建立

教师与企业人员双向挂职办法，建设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

21

一省一校一所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要点】农科教合作基地：与农（林）科院合作，建设一省一校一所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合作育人基地；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合作，建设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22

校校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要点】共建共享基地：创建校际学分互换互认机制，实现优质课程、实践平台、教

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区域性共建共享实践教学基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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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2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要点】机构创新：加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建设，建设面向新乡村的乡村振兴研

究院、面向新生态的生态文明建设学院；

校地协同：创新校地协同育人、科技成果协同推广、服务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24

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要点】国际人才培养：拓展人才国际化培养新途径，培养认同中国文化的留学生；

国家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建设国际农林教

育研究中心，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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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

质量
怎么提

瞄准

管理体制 质量保障 教师评价 教师发展

选题

4个选题方向

目标

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适应新农科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

 健全引领新农科发展的质量保障体系

 完善促进教师发展的评价与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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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

2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要点】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富有农林特色、体现“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管理体

制机制，建立提升教育质量、激励教师投入教学的管理制度，推进学分制、弹性学制、

书院制等改革。

26

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要点】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校院两级质量保障机制，健全内部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

价体系，构建教师教学、学生学业、质量监测“三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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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

2教师评价激励机制改革

【要点】评价激励机制：研究制定强化师德师风、育人能力和教学业绩的考核办法，

完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健全教师教学荣誉体系和教学激励制度。

28

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设

【要点】教学发展保障：研制农林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规范与评价机制，建设示

范中心，促进教师教学与职业的协同发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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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指南：新突破、新范式、新经验

更新育人理念 改革体制机制 制定质量标准
创新技术方法 改变教与学范式 建设质量文化

形成高等农林教育的新突破

形成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范式

形成服务国家世界的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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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促建设、以建设增投入、以投入提质量

部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第8、9、21、22选题，涉农高校
可各申报1项，不受以上名额限制 鼓励使用教改专项

鼓励教育行政部门支持

鼓励争取社会支持

项目支持

≤3项

≤10项

1项

8. 新兴涉农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9.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21.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
22. 一省一校一所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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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动

1

2

3

4

全战线动起来

校院齐动 师生互动

校企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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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2 2030

农林高校
基本面有变化

农林教育
基本格局改变

中国方案、中国理论
中国范式、中国自信

一年成型
三年成势

十年结硕果

安吉共识

北大仓行动

北京指南

2020

让高等农林教育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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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科 赢得新时代

让农林教育热起来 让农林高校强起来

造就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的青春力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