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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 

【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

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

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

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11月29日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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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来源：人民网） 

【部委动态】

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强调 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 

11月25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主持召开部

党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全

面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解决

好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要深入

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农业科技创新摆上突出位

置，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培育壮大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企业，统筹好创新资源和力

量，提升农业科技系统化组织水平和体系化攻关能力，构建

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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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要着力建强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加强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把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等组织起来，推动各

类创新主体同向发力、协同创新。要优化农业科研项目组织

管理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产业急需为导向，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克瓶颈制约。要提升农业

科技条件支撑能力，聚焦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耕地质

量等领域，加强重点实验室、农业科技平台建设。要加快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以用促研发，以用促转化，创新成果集成

转移转化机制，建设一批农业科技孵化器和技术市场，依托

农业科技试验基地，推进现有生产技术的集成创新和熟化验

证。要建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推动农业科研院所放活科技

人才管理激励机制，完善创新评价办法，引导科技人员聚焦

产业需求研发集成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 

【院校动态】

西南大学发挥特色优势 深度服务农业强国建设 

西南大学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聚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重庆、面向西南、

服务全国，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农业强国贡献力量。 

加强人才培养，培育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新农人” 

一是厚植学生“三农”情怀。实施思政课创优行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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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

群建设，开设“大国三农”“中华农耕文明”等课程思政示

范课，融入晏阳初、陶行知等乡村教育故事，纳入隆平学长、

甜瓜女王、蚕桑院士等事迹，培育学生知农爱农为农情怀。

落实新时代耕读教育要求，强化实践育人，推动学生在乡村

振兴一线受锻炼、长才干。 

二是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坚持通识为基、专业为本、实

践为要的新农科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大农科专业“1+3”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一年级大类培养，二、三、四年级专业分流

培养）。实施“神农班”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提质计划，全面

落实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要求。推行硕士研究

生“乡村振兴专项”计划，在农科优势专业通过本硕博贯通

方式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三是推动专业优化升级。聚焦农业强国对专业化、创新

型人才的需要，推进农理、农工、农文、农经交叉融合，布

局建设生物育种科学、生物质科学与工程、智慧农业等新兴

专业，开办智慧园艺、水资源与生态文明等跨专业课程模块，

现有涉农专业23个，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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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科技创新，点燃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新引擎” 

一是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平台。面向农业科技前沿，强化

有组织科研，完成资源昆虫高效养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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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和柑橘种质资源库、家蚕种质资源库等科技平台建设。

创建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开展规模化、工程化、智能化种

质创制，成为全国育种创新五大专业化平台之一。成立前沿

技术交叉研究院，加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基因编辑、未

来食品等领域攻关。 

二是加快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十四五”期间承担农业

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重点项目10项，在基因组学、生物育种、农业绿色发展、农

产品加工、重大病虫害灾变机制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三是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需求，

示范推广动植物新品种（系）30余个，转化应用新技术、新

工艺60余项，有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深化校地合作，激发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新动能” 

一是合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团队+平台+基地+项

目”四维联动机制，与地方政府、兄弟高校共建宜宾研究院、

涪陵研究院等，推动建强特色优势产业。与西部地区50余个

市县区和100余家企业共建科技小院、专家大院、专家工作站、

创新实践基地等90余个。 

二是大力培训兴农富农专业人才。高质量实施重庆市乡

村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创新“线下集中+网络研修

+实践教学+导师指导”模式，构建“基层党建、农业科技、

乡村治理、三产融合、实践创新”五位一体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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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施定点帮扶提升行动。完善“干部驻村+产业帮扶

+教育帮扶+消费帮扶”立体化帮扶体系，突出产业振兴和教

育提升两大帮扶重点，倾力推进定点帮扶工作，2个项目入选

教育部直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创新试验培育项目，2个案例入

选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  

推进国际交流，开辟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新局面” 

一是加大农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力度。与美国、澳大利亚2

所大学合作举办植物科学与技术、动物科学2个农科专业，目

前在校生人数约700人。建成国（境）外交流学习、实习基地

90余个，打造包括学生国（境）外交流学习项目、暑期国际

课程周、国际课程云课堂的“学行天下 国际学分”体系，丰

富学习资源供给，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二是提升涉农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水平。在重点国别和涉

农领域打造标志性国际合作平台，现有1个科技部国际合作示

范基地、8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6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来源：教育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