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编号： 

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 

教育成果奖成果报告 

□教育研究类

教育实践类

成果名称：“党建铸魂、知行合一”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农

林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王正加、陈健、杨正福、潘军可、郭恺、吴

初平、田海涛 

成果完成单位（盖章）：浙江农林大学 

成果起止时间：1999 年-2024 年 

申请时间：2024年 5 月 14 日 

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制 



一、成果简介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党中央指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

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强调，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

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浙江农林大学围绕

如何在转型发展中深入践行“强农兴农为己任”，为深化“千万工程”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输送“肯干、实干、能干”的“三农”人才，逐步探索建

立了“支部建在学科上”，从基层教学组织为切入点，加强党建引领，推

动了学校研究生知识教育与德育的双提升。 

1998 年，学校在林学专业试行“去教研室”，试点实施“学科制”。

1999年成立森林培育等学科，同步实施“支部建在学科上”，使基层教学

组织从教学为主型逐渐向教学科研型转变，形成“支部-学科-学位点”三

位一体的基层党建育人工作理念。 

 
图1  浙江农林大学基层教学党组织建设发展 

本成果实施过程中，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林学学科党支部被中共中

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等荣誉称号。“支部建在学科上”的做法得到原浙江省委

书记车俊的高度赞赏；浙江省教育厅将“学科专业支部一体化建设‘农林

经验’”作为优秀案例推广，林学专业先后获批教育部首批卓越农林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等。 

主要解决的教学实践问题： 

（1） 知农爱农情怀不够：重专业知识教育，轻思想政治教育，基层

党建与研究生育人工作相分离，对研究生“三农”情怀教育引导不

够，部分导师对研究生的“三农”价值塑造作用发挥有待加强，未

能充分调动研究生参与“三农”实践的积极性。 

（2） 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产教融合深度不足：教学和产业发展缺乏

有效沟通，“两张皮”现象严重，从发现产业发展实际问题、分析

提炼科学问题、经过系统科研训练、形成科学理论方法、反哺解决

实际问题的链路不畅，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产教融合模式不

成熟。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深入产业、基层进行科研实践不够，

接触不到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制约问题，发现基础科学问题、解决

“卡脖子”难题的能力有待提升。 

（3） 服务保障体系不够健全：重基础科学研究，对导师和研究生下

沉三农的政策激励和服务保障不够健全，未能有效激发导师和研

究生下沉三农的内生动力。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构建“支部-学科-学位点”党建育人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爱农情

怀 



以学校全面落实“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为契机，同步实施“支部建

在学科上”，从基层教学组织为切入点，加强党建引领，形成“支部-学科

-学位点”三位一体的基层党建育人工作理念。一是落实“双带头人”制度，

配强支部书记。由学科带头人任支部书记，学术和业务骨干任支部常务副

书记或副书记，明确学科带头人既要引领学科发展更要重视研究生人才培

养，形成了在学科重要会议后直接召开支部会议的惯例，明确学科专业中

的重点、难点工作由支部带头落实，党员带头完成。二是将党小组建在学

位点上，发挥团队合力。将党小组与学位点融合起来，党小组建在学位点

上，按学位点方向选优配强支部委员，按党小组组建课程团队、科研团队、

导学团队，加强党小组基层党建工作，推动学生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爱农

情怀。三是由党员教师领衔，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员教师牵头负责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理论教学、科研实验中融入“学农爱农”元素，要

求做到“门门有思政，课课有德育”；党员带头成立“本研互助小组”，

联合开展学习和实践，共同深入农村学习调研；成立“浙江农林大学研究

生导学思政工作室”，带领学生深入基层开展实践教育，增强“三农”情

怀，全面筑牢研究生党建育人组织之“魂”。 

    

图2 基层教学组织的管理架构 

 

 

 



（2）产教协同，创新“真场景浸润式”育才模式 

全方位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牵头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

等长三角地区 68所高校联合成立“天目山野外实践教育基地联盟”。依托

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45个国家

级、省部级创新平台，联合行业企业，建立了校企协同创新育人共同体。

与森宇实业、吴兴交旅投集团、惠嘉生物科技等共建 52 个产教融合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实现了教育链 - 人才链 - 产业链 - 创新链“四链”融

合，打造了区域共建共享、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新高地。 

立足农林业“强实践”特点，构建以案例课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坚

持“三农出题、政企助题、师生解题、基地验题”，专项征集问题导向的

实际案例 138个，实现学位课、主干课、选修课三大类 21门课全覆盖。要

求研究生“做中学、做中悟、做中评”，突出学生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切

实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知识与解决问题动手能力。 

 
图3真场景浸润式育才模式 

（3）形成“三联动”“三保障”服务体系  



学校出台宏观政策，修订完善研究生实践环节管理、创新实践成果学

分认定办法，将发明专利、竞赛获奖、咨询报告等纳入申请学位成果范围；

制定实践导师资格认定标准，出台针对实践导师的年度考核、岗聘评聘以

及绩效奖励、职称评聘等评价政策，激发实践导师的内生动力。学科负责

培养选拔实践导师，落实研究生育人的主体职责；实践基地通过需求牵引，

项目引导和经费保障，提供“实战型”育人场景。 通过“学校-学科-基地”

三级联动，制定政策、师资、场景“三保障”，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

评，通过真实践，培养真本领，解决真问题。 

 
图4 “三联动”“三保障”服务体系 

3． 创新点 

（1） 构建了“党建铸魂”育人组织新形态，推进党建与教育融合发

展 

通过构建“支部—学科—学位点”党建育人体系，强化“支部建在学

科上”，支部书记—学科负责人—学位点负责人“一体化配强”，从办学

定位、发展方向、人才培养上强化党的领导 ，从组织构架上推进组织工作



与研究生培养工作融合，从组织管理上实现政治引领与教育培养紧密融通，

呈现“支部领办、党员带头，学科支撑、全面共建，学位点实施、具体推

进”的育人格局，彰显“一流支部引领一流人才培养，一流学科支撑一流

建设”的一体化育人工作机制。 

（2） 创设了区域共建共享实践高地育人新机制，深化产教深度融合 

以解决三农实际问题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为逻辑起点，重构人才培养

“认题模块—解题模块—证题模块”的实践教学内容和进程。以天目山国

家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牵头成立“天目山野外实践教育基地联盟”， 充分

发挥团队成员知识背景多元、学科结构丰富的优势，不断提升研究生团队

协作创新能力； 联合行业企业，建立校企协同创新育人共同体，提升研究

生用科学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和系统解决实践中复杂问题的能力；以产业

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构建以实践案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在“产业问题

诊断-关键技术突破-综合方案设计-组织协调落地-推动产业发展”的实战

场景中，全面学生培养研究生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现社会价值。 

（3）建立了“三联动、三保障”的服务保障体系，促进实践育人长效

运行 

通过“学校-学科-基地”三级联动，制定政策、师资、场景“三保障”

举措，完善研究生实践环节管理、创新实践成果学分认定办法，明确实践

导师资格认定标准、出台实践导师的年度考核绩效奖励、职称评聘等评价

政策，落实研究生育人的职责主体和“实战型”育人场景，解决了谁来育

人，如何育人的问题，通过实践导师做中教、研究生做中学、基地做中评，



的真实践，培养研究生的真本领，解决三农中的真问题。 

4．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1）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取得双提升 

通过项目实施，林学专业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拔尖创新型农林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等项目称号，林学学科由全国学科排名 12 位上升到

并列第 4位，先后获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点，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2项，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形成了重大影响；研究生获中国“互

联网+”金奖等国家级奖项 24 项，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作品大赛获奖数全

国第一；毕业生服务三农由 61%增至 82%，被录取选调生人数全省第一。

涌现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史小娟、“全国巾帼新农人”姚春梅，以及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就业创业先进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等一大批“新农人”先进典型。学校入选全国首批“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

部”、全国“三下乡”优秀单位、全国“挑战杯”优秀高校集体。 

 
图5 部分党建荣誉 



（2）实践教学资源量质齐升 

建成包括全国专业硕士示范实践基地在内的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研

究生教育基地 52个，与校内 4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省部级创新平台双向互动，形成了林学类

实践教学类型全覆盖的基地网络。 

 
图6实践基地成立（部分） 

（3）品牌效应日渐凸显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福亮称赞本成果培养模式“开辟了新林科人才培养

的先河”；原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校调研时指出：“支部建在学科上”的

做法是我省高等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要好好推广！”。浙江省教育厅在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省重点高校建设的通知》中指出：要“总结推广学

科、专业、支部一体化建设和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一体

化配强的‘农林经验’”。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林研究生人才培养的

浙农林模式。 



 
图7 研究生培养助力乡村振兴“浙农林模式”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