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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概 况

学 校 简 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陕西杨凌，现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现任党委书记张光强、校长孙其信。

学校前身是创建于１９３４年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后来相继在杨陵建立的相关
科教单位。１９９９年９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
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

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７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建校７７年来，学校一代代师生秉承“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和“诚朴勇

毅”的校训，心怀社稷，情系苍生，承远古农神后稷之志，行当代“教民稼穑”之为，坚持走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道路，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一所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大学；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学校事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辉煌业绩。合并组建１０多年来，学校
不断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积极推进和深化科教体制改革，各项事业均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现设有２３个学院（系、所、部）和
研究生院，学科涵盖农、理、工、经、管、文、法、哲、史、医、教育等１１个学科门类。设有６５
个本科专业，有植物病理学、土壤学、农业水土工程、临床兽医学、果树学、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农业经济管理等７个国家重点学科和作物遗传育种、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等２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以及２５个部省级重点学科；有２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国家工程
实验室，１７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２５个国家和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个国家和
部省级野外台（站）；拥有１２个博士后流动站，１３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７１个博士
点，２４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０５个硕士点以及１０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学校现有教职工４５５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６２６人，专职科研人员２９６人；教授３２７
人，副教授４０９人；博士生导师３０８人，硕士生导师８２１人；有两院院士２人，双聘院士
９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７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１人、讲座教授
２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５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１１人，教育部跨世
纪优秀人才１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４３人，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３人，高
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１３人。

学校从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４１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现已发展形成了研究生教
育、本科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多层次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有国家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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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专业２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１２个，省级名牌专业１１个；有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３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７个；国家级教学
名师２人，省级教学名师１２人，全国模范教师２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国家
级精品课程１２门，省级精品课程４５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１门；建有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２６０多个。现有全日制本科生２０９３１人，各类研究生９０７７人，其中学历研究生７１６２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１９１５人。建校７０多年来，学校毕业生遍布海内外，为社会累计培养
输送本科以上专业人才１２万名，有１４位校友成为两院院士，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
建设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学校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

农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在动植物育种、植物保护、农业生物技术、旱

区农业与节水技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建校

以来，学校共累计获得各类科技成果５０００余项，获奖成果１８００余项。其中，国家级奖
励１０５项，培育出目前世界小麦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一号”、长期主导我国小麦品
种换代的远缘杂交小麦良种“小偃６号”、我国自育苹果优良品种“秦冠”等重要成果，科
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过２０００亿元。“十五”以来，学校累计取得各类
科研成果奖２６０余项，其中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１５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１８２项，获得国家
授权专利２２１件，审定品种２２０个，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３０００多篇，出版学术
著作８００多部。现有１６家农、林、水专业学会挂靠学校，编辑出版２０种学术期刊，建有大
学出版社。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工作。近年

来，在国内率先提出并积极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与全国５０多个地
方政府或企业建立了密切的科技合作关系，先后在西北地区主导产业中心地带建立农业

科技试验示范站１４个、示范基地５９个、专家大院２４个，开辟了大学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
户的快捷通道，在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日趋凸显，创造直接经济效益２００
多亿元。学校科技园暨留学人员创业园进入首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学校坚持开放式办学，积极拓展国际科技教育合作与交流，提高国际化水平。与美

国、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１２０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年有千余名国外专家来校讲学、开展学术交
流；成立有“中美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中加旱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中英

农业可持续发展协作网络”、“中奥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等国际学术交流平台；２００６年发
起创办的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现已在国际农业科技界产生重要影响。学校是外交部

和国务院港澳办授予一定外事审批权单位，也是国家留学基金委重要签约单位，每年选

派２００余名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学校设有国际学院，具有接收中国政府奖学
金来华留学生资格。

学校占地面积３０１８公顷，其中校园占地面积３９４公顷，校舍建筑面积９３万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值６．３亿元人民币，图书馆馆藏印刷本图书２０３万册，电子本图书１００万种，
国内外数据库５７类。学校校园布局和谐统一，绿化、美化、亮化成效显著，四季风景秀
美，自然与人文和谐相融，享有“生态园林式大学城”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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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备受党和国家的关怀和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乔石、朱基、李瑞环、曾庆红、黄菊、吴官正、罗

干、回良玉、刘延东等先后来校视察，李岚清曾７次来杨凌，对学校改革、建设与发展所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建校７７年来，学校始终紧扣“三农”发展主题，坚持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道路，
已从以农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发展为目前以农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当前，按照学校新的规划目标和战略思路，全校师生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正在为实现

“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这一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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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年度发展概述

２０１１年，学校以质量为主线，以育人为根本，以特色求发展，强化重点领域突破，各项
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实现了“十二五”工作的良好开局。

２０１１年，学校在深入调研基础上，认真剖析制约办学水平提升的关键问题，梳理加快
发展的思路举措，按照《学校总体发展战略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创建世界一流农业
大学阶段性部署，制定了“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战略定位、总体要求和主

要目标任务，进一步确立了夯实腾飞基础的行动路线图。学校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办学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教育教学方面 学校坚持以育人为根本，探索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以实施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项目为重点，逐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７个专业开展教改项目试
点，推进“千门课程上网工程”。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资助创新项目８１６项，获学科和
科创竞赛国家级奖励７４项。新增省级教学名师 ２人、教学团队 ２支、精品课程 ５门。
２０１１级本科生录取平均分数较上年提高了５分，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９３．５６％。加强科
学和人文精神教育，举办素质教育报告会１０９场。

以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为根本，不断推进以导师负责制为核心的培养机制改革。修

订推免办法，改革导师遴选和学位授予办法，完善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体系。狠抓教

育质量和创新能力培养，获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被提名１篇，获评省级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２篇；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单位发表 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论文３３８篇，较２０１０年
的２３８篇增加了４２％；获教育部“学术新人奖”１０项，博士点基金项目２０项。邀请吴常
信、武维华、谢华安、杨焕明等学术名家来校作报告３６场。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学校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全年投入６０００多万元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师资队伍水平明显提高。引进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２人，“千人计划”总数达
７人，居全国农科大学首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２５人；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９人、创新团队２个；获评陕西省“三
秦学者”特聘教授２人、“百人计划”专家２人。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９４人，较
２０１０年的５４人增加了７４％，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比例达４３．３％，较２０１０年提高了
６个百分点。４５名教师在职获得博士学位，选派６１名教师赴海外著名科教机构访问交
流，１３４名教师和１８名实验技术人员到国内一流科教机构进修学习。

学科建设与科技创新方面 学校以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突出

特色优势，大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抓好“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学校
投入６４９４万元实施１６个重大项目，建设一批学院公共平台；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获批建
设“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这

是我校学科平台建设上的标志性突破；获批１个农业部综合性和９个专业性（区域性）重
点实验室；启动科研温室群建设。强化学科内涵，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２项（主持１项，参与１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６项；选育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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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２个，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１３７项；发表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论文１０３９篇，其中ＳＣＩ
收录８３９篇（第一作者单位５８４篇），较２０１０年的６２０篇增加了３５％。获批国家自然和
社科基金项目１４２项，经费达６７００万元，分别较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５１％和１２０％。全年获批
科研项目合同经费４．８亿元，到位经费３．１亿元。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５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０个。完成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４个学科调整划转。成立人文社科
处，举办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在新的起点上研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社会服务方面 学校坚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年到位推广经费５７８２万元（不含财
政部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较２０１０年的４６１６万元增加了２３％。获陕西省科技推广成果奖
１２项，其中一等奖５项。投入９００多万元，完成白水苹果、眉县猕猴桃等试验站设施建
设、维修工程。白水苹果产值较去年增加了２５％，全县２０％以上果农户均收入过万元；猕
猴桃标准化生产技术覆盖率达８５％，带动猕猴桃向汉江支流、秦岭北麓东线纵深发展；商
洛山区核桃、板栗高接换优达５００万株以上；阎良甜瓜工厂化育苗和标准化栽培技术全
面普及，亩均收入超过５０００元，试验站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获批成立国家林业局干部培训学院西北分院等３个基地，举办各类培训班９３班次，培训
学员８４７０人，获得参训学员和陕西省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国际化办学方面 学校以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为重点，推进实质性国际合作与交

流。制定出台关于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纲领性文件，部署国际化“四大工程”。与日本北海

道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１９所大学签署或续签校际合作协议，与美国普渡大学成
立联合研究中心。全年接待来访境外专家２４３批次、１３２１人次，聘请３４名长期外国专家
来校工作。举办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５次，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３３８
场。派出２７１名科教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２４９名学生出国学习，其中国家公派研究生
项目１５３人，“瓦赫宁根大学优等生”、“２＋２”等合作办学项目９６人。承担国际科技合作
项目２５项，经费达１３７１万元。植物病理学创新引智基地顺利通过评估，获新一轮支持，
旱区现代节水农业技术基地通过评审，两个基地将获得 １８００万元支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全年招收留学生１６１人，毕业３７人，其中博士５人，硕士６人。

管理改革方面 学校不断深化各项改革，推进科学、民主、阳光管理。制定实施《重要

事项议事决策规则（暂行）》和《学院工作规则（试行）》，规范校院两级议事决策机制，深

入推进教授委员会试点。完成水保所体制理顺和实质性融合。扩大院系岗位聘用权限，

完成第二轮岗位设置与聘用；按照学术优先原则，修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政策，进一步下

放副高级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限。改革研究生日常管理和思政教育体制。根据不

同类型定位特点，重构院系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清理各类规章制度６２０项，制订出
台学校《规章制度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出台学校《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加强经费

管理和审计监督。完成公务车辆改革，继续深化公用房和科研用地有偿使用改革。制定

出台学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校长办公会议题全部在校园网公布，大力推进校务公开。

加强对基建工程、仪器设备、医药等大宗物资招标采购和认质认价过程监督，审结基建维

修项目２２０项，项目经费１．０７亿元，审减资金４８７万元。
支撑保障方面 学校综合财力稳步增长，全年实现办学收入１７．２亿元，较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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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５％。完成建设投资２．１７亿元，竣工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米，北校区绣山活动中心、
游泳池等项目交付使用。完成总面积近２０万平方米的农科楼、文科楼、食品楼等重点项
目选址、主体设计和资金筹措。完成维修改造项目２５１项，新增校园绿化面积３．６万平方
米。完成学生食堂供暖、北校区清真餐厅、浴室等一批改造工程。博览园获批国家４Ａ级
景区。学校新增资产２．０７亿元，固定资产总值达２６．４２亿元。数字校园２０个信息系统
全面投入使用，正式开通校园无线网。完成安防视频监控系统一、二期工程和图书馆电

子阅览室部分计算机更新，启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建设。全面落实“奖贷勤助补免”资助

体系，发放专业奖学金１０００万元，国家助学贷款８０９万元；发放奖助学金２８４７万元，贫
困补助４００万元，受助学生达１０１９９人，占在校学生的４６．３５％。增加教职工岗位津贴，
提高教职工降温费和取暖费标准，发放交通补助，设立离退休职工专项困难补助，增发年

终慰问金，教职工待遇显著提高。增开通勤班车，方便师生工作和学习。开展第三轮免

费体检，专家公寓一期工程进展顺利。高雅文化建设有声有色，师生文化品位和艺术修

养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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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在校学生人数 单位：人

总

计

普通教育学生

研究生 本科生

合

计

博
士
生

硕
士
生

合

计

普
通
本
科

师
资
班

在
职
攻
读
硕
士
学
位
研
究
生

成
人
教
育
学
生

外
国
留
学
生

４０５６３ ６９０４ １６９５ ５２０９ ２１９０４ ２０８６９ １０３５ １５７９ １００５１ １２５

全校教职员工人数 单位：人

总

计

校本部教职工数

合

计

专任教师

小
计

正
高
级

副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无
职
称

管
理
人
员

教
辅
人
员

工
勤
人
员

科
研
机
构
人
员

校
办
企
业
职
工

其
他
附
设
机
构
人
员

４５６８ ４３３０１６０９ ３４０ ４１８ ６８４ ５１ １１６ ７１１ ７３３ １０１１ ２６６ １６４ ７４

教学情况 单位：个

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点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点 本科专业

部省以上

重点学科

１２ １３ ７１ ２４ １０５ ６５ ２５

科研情况

国家、部省级科研

获奖项目（项）

国家级项目

验收（项）

鉴定成果

（项）

授权专利

（项）

审定品种

（个）

论文

（篇）

专著

（部）

１０ ０ １５ １７２ １９ ２５６７ ４５

资产情况

固定资产

（元）

校舍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

（亩）

学校藏书

（册）

教学科研设备

（万元）

２６４２４００５００．９０ ９３６２４９．８６ ４４２９９．３５ ４３１３２２８ ６２３５６

　　备注：以上部分数据摘自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初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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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介 绍

农　学　院

农学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１９６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农学系、植物科学系、种子科学系；有农学、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

程３个本科专业；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植物资源学、种子工程、农业推广
等７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植物资源学、种子工程４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作物学博士后流动站。作物遗传育种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

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是陕西省重点学科。

学院拥有国家杨凌生物技术育种中心、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小麦育种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北

地区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北旱区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

验室、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陕西科学观测实验站、农业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西部科学观测实验站、陕西省植物遗传育种工程重点实验室、陕西省作物杂种优

势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循环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小麦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陕西省小麦新品种培育工程研究中心、陕西省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干旱半干

旱农业研究中心、小宗粮豆研究中心、油菜研究中心１７个国家、省部及校级科技创新学
科建设研究平台，２个校级研究所（作物栽培与耕作研究所、小麦研究中心），１个校内实
践教学基地、１２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主办《西北农业学报》、《麦类作物学报》学术刊物，
是陕西省作物学会和陕西省遗传学会的挂靠单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２３１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４０人（外聘１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６４
人；博士生导师３０人（含外聘９人），硕士生导师８２人（含外聘１２人）。２０１１年引进三级
教授１人；选聘优秀博士生５人；遴选了３名博士生导师，７名学术型硕士生导师和１名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１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中国家及省部
级突出贡献专家１７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３人，获批“三秦学者”
１人，陕西省“三五人才”１０人，陕西省教学名师１人。王辉教授被陕西省委教育工委评
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学院现有学生１２８７人，其中本科生８８５人，硕士研究生２９３人，博士研究生１０９人。
７６年来，先后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１３７９６人。著名小麦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洪
璋教授，中国农业区划的开拓者沈煜清教授，原农业部副部长路明同志，现任陕西省副省

长朱静芝同志等是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研究生教育方面，仅２０１１年招收博士生１９名，硕士生１１６名，在职硕士７名；授予
８人博士学位、６６人硕士学位、７人专业硕士学位，共毕业８１人。获批２０１１年度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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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类项目一项。

本科生教育方面，仅２０１１年招收本科生２３５人，毕业２３２人，获批校级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计划重点资助项目６项，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一般资助项目１３项。选拔５名
本科生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深造。

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加强陕西省特色专业建设点（农学专业）、教育部“第二类特色专

业建设点”（农学专业）和教育部、陕西省“植物生产类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

建设力度。夯实农学省级教学团队，培育国家级教学团队。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

规划教材２部；出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１部。组建了６个课程群；建立了综合实
践教学团队和学生学业指导团队。

科研方面，学院积极围绕国家和地区战略需求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工作。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赵洪璋院士选育的“碧蚂１号”年推广最高面积达９０００万亩；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研究员选育的“小偃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４亿多亩，获国
家发明一等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宁琨研究员选育的小麦“陕７８５９”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学校的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持续保持该领域国际前沿水平。林季周研究员先后

育成武字号、Ｋ字号玉米自交系和“陕单”系列玉米品种２０多个，是我国较早提出和利用
玉米单交育种的农学家之一；俞启葆研究员创立了棉花病圃选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仅

２０１１年学院承担科研项目１６８项，全年到位科研经费２２１０万元；承担科技推广项目４１
项，全年到位推广经费１５２６万元；审定农作物新品种１１个；发表论文１６３篇。荣获２０１１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三等奖各１项。

学院主办了“作物学学科建设暨２０１１年农学院院长年会”等８个重大会议。有１６
名教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等国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承担国际合作项目３项。

学院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不断强化服务“三农”的能力。仅２０１１年获
转化科技成果７项，获转化科技成果资金２３０万元。正在努力加大国家及省级审定品种
的推广工作。以“秦研２１１”为代表的油菜新品种向长江中下游流域推广，以“西农９７９”
为代表的小麦优良品种正在陕西及黄淮麦区推广，目前在黄淮麦区建立示范园２０个，为
陕西乃至黄淮主产区粮油作物稳定持续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廖允成教授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称号。邢宏宜荣获２０１１年度陕西省农业技术
推广成果三等奖１项。

学院将坚持人才强院、学科主导、产学研紧密结合，强化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农

业工程技术与传统学科的渗透交叉，全面提升传统优势学科水平，为建设以我国旱区农

业为特色的世界一流农学学科而努力奋斗。

植物保护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可以追溯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１９３６年组建的植物
病虫害教学组。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６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植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农药学系３个教学系和植物病理学研究所，昆虫
学研究所、农药学研究所以及１个植保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２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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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博士点１个、植物保护博士后流动站１个；有植物病理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药学、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植保资源利用等５个二级学科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植物病理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是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农药学是陕西省重点学科。

学院有植保资源与害虫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农作物病虫害综合治理与系

统学重点开放实验室、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陕西省

植物源农药研究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农业有害生物无公害控制技术创新中心、陕

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太白小麦条锈病菌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

农业部杨凌作物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国家“９８５”工程“农业有害生物治理与生物源
农药创新”科技创新平台、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创新引智基地”、学校应用昆虫学重点实

验室等１２个省部以及学校科技创新科研平台；有一个中试基地及１１个校外教学实践基
地；目前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为我院创办，主办《昆虫分类学报》；收藏昆虫标本１２０多
万号，植物真菌病害标本５万多号；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植物抗病
育种专业委员会、陕西省昆虫学会、陕西省植物病理学会、陕西省植物保护学会均挂靠在

我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３９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３１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２９人；博士生导
师３４人，硕士生导师５５人；国家特聘专家２人，双聘院士２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客
座教授各１人，陕西省“三秦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３人，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７人，陕西省“三
五人才”４人；全国先进工作者１人，全国模范教师１人，全国优秀教师１人，陕西省教学
名师２人。

学院现有在校生１３００多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５３人，硕士研究生３５０人，本科生７９３
人，先后为社会培养人才５０００多人。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振岐教授，
著名地衣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魏江春研究员，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是师生中的

杰出代表。

学院在昆虫分类与标本馆建设、小麦条锈病、蚜虫传毒专化性和植物源农药研究与

开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居国内领先水平。学院始终坚持以农作物病虫害成灾机理与综

合治理为主攻方向，先后对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控

制技术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其中小麦吸浆虫的发生规律、小

麦条锈病大区流行规律、品种抗病性和病菌毒性变异、杀虫活性物质苦皮藤素的发现与

应用研究、小麦赤霉病致病机理与防控关键技术等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近年来学院共承担国家“９７３”、“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及省部
等各类科研项目５００多项，到位经费达１０７１２万元。在核心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１４６０篇，ＳＣＩ收录３１２篇。获省级科技成果奖２８项，授权发明专利５４项，出版专（编）
著５４部。

近５年来，学院与国内外４０多所科教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先后有国内外专家学者
２００余人次前来学院讲学或开展合作研究，派出专家教授１００余人次前往美、英、德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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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进行合作研究，并成功举办国内学术会议 １０余次，在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

在新的时期，植物保护学院将继续弘扬传统，深化改革。以国家“９８５”农业有害生物
治理与生物源农药创制科技创新平台为依托，全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教学、科研为中心，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团结一致、共同奋进，打造一流人才梯队，创

建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争创一流成果，为把学院建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学院

而努力奋斗。

园 艺 学 院

园艺学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３４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园艺组，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６１年开始招收
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９年，同处杨凌的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陕西省果树研究所、陕西省蔬菜
花卉研究所三个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学院设有果树、蔬菜、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３个教学系，１个实验室中心；１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２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５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学会），３个校级研究
中心（所）；拥有白水苹果、眉县猕猴桃、西乡茶叶、闫良甜瓜、闫良蔬菜、太白蔬菜、乐都设

施、学校樱桃、杨凌西瓜等９个科教试验示范基地。
学院拥有园艺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园艺学博士后流动站及果树学、蔬

菜学、茶学、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设施园艺工程５个二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果
树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有果树学、蔬菜学、茶学３个陕西省重点学科；有园艺、设施农业科
学与工程２个本科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５５人，其中正高职称３８人，副高职称４９人，中级职称３９人；博士
生导师１８人，硕士生导师４０人；双聘院士３人，外聘客座教授 ４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１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１人，省部
级各类人才１５人。

学院现有在校生１２２５人，其中博、硕士生４０４人，本科生８２１人。学院自组建以来，
共为社会培养博士生１１９人，硕士生９１５人，本科生３０００余人，培训管理技术干部３０００
余人。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学院还开设了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高起本、专升本、专

科等不同层次的函授教育专业。

合校以来，学院已取得教学成果奖１６项，其中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省级
教学成果一、二等奖５项；１个省级名牌专业，１门国家级精品课程，３门省级精品课程；主
编、副主编全国规划、统编教材１７部，其中主编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材２部，“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２部，部省级规划教材２部。

目前，学院共承担科研项目１９８项，年到位经费４０００多万元。自“六五”以来，已取
得省部以上级科研成果１２５项，其中，获得国家发明二、三等奖各１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三等奖４项，国家星火计划四等奖１项，育成新品种２００多个；先后被 ＳＣＩ、ＥＩ收录论文
９００余篇，申请发明专利９２项，授权发明专利１６项，出版专（编）著１４５余部。国内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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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２００余人次来学院讲学、开展合作研究，专家教授６０多人次去美、英、德、日本等
２０多个国家进行合作研究或学术交流。

自学院成立以来，一代代师生秉承“诚朴勇毅”的校训，继承和发扬“经国本，解民生，

尚科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办学特色，积极推进

科教兴院及人才强院战略，各项事业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为我国园艺科教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了实现建设国际一流园艺学院的目标，全院师生员工正在以

饱满的热情，开拓创新，锐意进去，为全面提升我院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而努力奋斗。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
本科生，１９６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动物科学系、草业科学系、水产科学系；有动物科学、草业科学、水产养殖学

３个本科专业；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草业科学、特种经济动物饲
养、动物学、遗传学、水生生物学、水产学８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新增渔业、草业、养殖３个
专业硕士授权点；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草业科学、特种经济动物

饲养、动物学、遗传学、水生生物学７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畜牧学博士后流动站。动
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

学院拥有国家肉牛改良中心、陕西省现代牛业工程研究中心、陕西省肉牛工程研究

中心、陕西省奶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饲料工程研究中心、蚕桑丝绸研究所、动物

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和肉牛研究中心９个国家、省级及校级科技创
新研究平台。安康水产试验示范站、石泉蚕桑试验基地、靖边绒山羊基地、畜牧教学试验

基地、牧草与草坪标本园５个校内外教学科研试验基地、３４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主办
《中国牛业科学》、《家畜生态学报》、《畜牧兽医杂志》、《北方蚕业》４种学术刊物。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６１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２８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５４人；博士生导
师２４人，硕士生导师２６人；教师中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１人，国家及省部级突出贡献
专家１人，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１个，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入选者４人，陕西省“百人计划”入选者１人，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１人，陕西省“三五人才”７人。

学院现有学生１６３０人，其中本科生１１５４人，硕士研究生３２０人，博士研究生１５６
人。７０多年来，先后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８０００余人。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９４％以上，
就业质量不断提升，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本科毕业生读研率均达到４５％，现有９名本科毕业
生公派出国留学。

学院积极围绕国家和地区战略需求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学院科研经费稳步提高，承担各类科研项目１００多项，到位经费在２００７年突破１０００万
元后，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达到２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再创新高突破４０００万元大关，为各类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７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０项，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８项。在著名养牛学专家邱怀教授、养羊学专家刘荫武教授、养猪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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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兴中教授等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先后育成了秦川牛、西农萨能奶山羊、关中黑猪、关

中驴、关中马等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对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农民的增收、地方经

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学院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通过加强院外所和基地建设，开展科技合作

与技术服务，不断强化服务“三农”的能力。充分发挥基地在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等方面

辐射带动作用，每年培训各类养殖技术人员近１００００人次，发放科技资料３００００余份，有
效地带动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学院将坚持教学立院、科研强院、学科主导、产学研紧密结合，强化现代生物技术与

畜牧学科的渗透交叉，全面提升传统优势学科水平，为建设以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

为特色的世界一流畜牧学学科而努力奋斗。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传统优势学院之一，其前身溯源于１９３６年的国立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始设的畜牧兽医组。１９５８年成立畜牧兽医系，１９８４年分设为畜牧系
和兽医系。１９９８年两系合并为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２００２年正式更名为动物科技
学院。２００７年９月动物科技学院分设为动物科技学院和动物医学院。

学院经过７０余年的发展和壮大，已基本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研究生教育为
发展方向的多层次办学体系。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６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临床兽医系、基础兽医系、预防兽医系、动物生物技术系；动物医学专业为

陕西省名牌专业。学院拥有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临床兽医学，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
点和兽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兽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

和动物生物技术４个二级学科博、硕士点，生物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
学和生理学３个二级学科博、硕士点。

学院现有农业部动物生殖生理与胚胎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国家干细胞研究中心陕

西分中心，陕西省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心，国家级动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陕

西省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和畜禽疫病防治与畜产品安全科研平台；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

物医院、西安宠物医院、实验动物中心、动物标本馆等校内教学（科研）试验基地４个，主
办《动物医学进展》学术刊物。该学院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毒物学分会挂靠单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２２人，其中正高级职称２６人，副高级职称２８人，博士生导师１６
人，硕士生导师２３人。其中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１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１人，后
稷学者特聘教授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陕西省“百人计
划”入选者２人，陕西省“三五人才”１人，校级教学名师４人。学院现有学生１３５１人，其
中本科生８５６人，硕士研究生３８２人，博士研究生１１３人。７０余年来，先后为社会培养各
类人才１２０００余人。

经过长期的科研积淀，学院在动物胚胎工程、动物克隆及干细胞工程、生物毒素与中

毒病、家畜生殖内分泌、神经生物学、畜禽重大疫病防控等研究领域形成了特色与优势，

有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著名专家张涌教授首次攻克山羊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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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技术难关，获得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和一批转人防御素基因克隆奶牛。著名专家窦

忠英教授在干细胞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成功从人胚胎干细胞分化诱导得到心脏跳动

样细胞团。

学院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

农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学院今年获批转基因专项（十二五）１项，“８６３”
课题（十二五）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项，博士点基金项目３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６项，
其他课题２４项；共发表科技论文２３０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８２篇，Ａ类文章４３篇，Ｂ类文章
８２篇，其他２３篇；公开出版著作、教材７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１１项。

近年来，学院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不断加大和鼓励青年科教人员及研究生、

本科生赴国外进修，攻读博、硕士学位，考察，进行合作研究。学院先后与美国、英国、德

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奥地利等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教师和

学生培养等方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提升了学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学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实施人才强院战略，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优势，形

成办学特色。为把兽医学一级学科建设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全面提升我院在国内外的

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而努力奋斗。

林　学　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林科院），是由原西北林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西北植

物研究所和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林学相关学科组建而成，是西北地区培养高层次林业

人才和林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历经７０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由单一林学专业发展
到涵盖农学、工学、文学、理学４个学科门类，以林学、园林、林产化工、艺术设计和森林资
源保护与游憩专业为主、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学院。

学院目前现有教职工２０１人，其中双聘院士１人，“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２人，二
级教授２人，三级教授８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３１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６６人，博士生导
师２１人，硕士生导师７３人；全国模范教师１人，陕西省优秀教师２人，陕西省教学名师２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２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１个，国家教育部创新团队
２个，国家精品课程１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１人，国家和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６人。
在校本科生１５０２人，博士、硕士研究生６７０人，专业学位研究生３２０人。

学院现设有林学、林产化工、园林、艺术设计、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等５个本科专业；
拥有林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生态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林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林业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林木遗

传育种、森林培育、森林保护学、森林经理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艺、生态学等７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林木遗传育种、森林培育、森林保护学、森林经
理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产化学加工工程、森林工程、生态

学等９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拥有１７个本科教学实验室和教育部西部环境与生态重点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黄土高原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陕西省野生植物资源加工利用实验室和陕西秦岭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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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５个科技创新研究平台。有６个固定的教学实习基
地，并形成了北京、上海、苏杭、广东、广西和山西等地的实践教学网络。

学院先后与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德国佛莱堡大学、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美国康

奈尔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筑波大学、芬兰约恩苏大学、瑞典农

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的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学院先后承担国家“８６３”、“９７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
项目和省部重点科研项目３００余项。发表的论文被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近百
篇，出版教材、专著１２０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１６０项。在林木良种选育、抗旱造林
技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森林生态、林木病虫害防治、林地鼠害防治、林木菌根及杜

仲、元宝枫、魔芋、薯蓣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居国内领先水平。在黄土高原造林

技术研究方面，成功引进了一批树种，提出了主要树种造林技术；在林木良种选育研究方

面，选育出杨树、泡桐、杜仲、红枣、仁用杏、核桃、板栗、樱桃、猕猴桃、枇杷等３０个优良品
种；在林区鼠害防治研究方面，研制出了两大系列１６个品种的无公害灭鼠剂和驱鼠剂。
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林业生产，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林业六大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

力的科技支撑。

在新的时期，学院将继续弘扬传统，深化改革。全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以学科建设

为龙头，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为我国生态环

境建设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资源环境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０年７月，由原西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
系、西北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系、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黄土高原

治理研究所４个单位合并组建而成，是一个集农学、理学、地学、环境科学为一体的新型
学院。学院历史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
校成立之初，土壤学和农业化学（即后来的植物营养学）早在１９３６年就开始招收本科生。
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得到稳步发展，目前已形成本科、硕士、博

士三级学位教育以及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学院目前承担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黄土高原侵蚀环境生态修复理论与模式”。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５３人，专职教学科研人员１０３人，其中３５岁以下青年教师３４人，
占学院专职科教人员的３３％，５５岁以上的教师６名，占学院专职科教人员的５．８％。在
教学科研人员中正高级职称人员占学院专职科教人员的２６．２％，副高级职称人员占学院
专职科教人员的２６．２％，其中国家级人才１人，省部级专家和人才７人。经过近几年的
发展，学院已形成了一支学术造诣深、治学严谨、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

学院拥有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１个省部级重点学科以及１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
站。设有资源科学、水土保持、环境科学与工程、地理信息与遥感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５个系，以及土壤肥料研究所、实验中心和党政综合办公室。现有５个本科专
业、９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７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此外，还拥有农业推广、工程硕士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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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硕士授权点。

学院有杨凌国家黄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农业部杨凌黄土生态环境重点野外

科学观测试验站）、合阳旱地农业试验站、淳化综合试验基地、榆林治沙教研基地等实验

场站，可满足教学科研需要。拥有先进仪器设备１０００余件，承担着全校９个学院２０多
个专业的教学实验实习及本学院学生的课程实习和实验工作。

学院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项目 ２００余项，“十一五”期间年均到位经费
１３００多万元。取得１００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５０余项，出版教材、专
著５０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３００余篇。

学院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积极改造传统优势学科，同时大力扶持新兴

学科发展；近年来努力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选派公派出国留学生达４５人，自费及对方
奖学金资助等出国深造１０人，接收外国留学生１０余名。学院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进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工作，力争在今后十年内使我院成为

旱区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水土保持、环境修复等学科领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独特优势

的国内一流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１９３３年春
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４１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农业水利工程系、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动

力与电气工程系、材料与结构工程系；有农业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土木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及其自动化、城市规划、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等８个
本科专业；农业水土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水工结构

工程、结构工程、岩土工程、土木工程８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农业水土工程、水文与水资
源、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水利工程５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农业
工程、水利工程２个博士后流动站。农业水利工程是国家和陕西省重点学科，水利水电
工程是陕西省重点学科。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点、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和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是省级特色建设专业点，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和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是

陕西省名牌专业。

学院拥有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旱区农业节水工程重点开放

实验室、水工程安全与病害防治研究中心、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实验中心、陕西省水利工

程质量检测中心站、西北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中心、西北水利水电建筑勘察设计院、咸

阳西北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陕西省节水灌溉试验中心、测量测绘实验教学中心、电工

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等１１个校级科技创新研究及社会服务平台，４个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１９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农业水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００９年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主办《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学术刊物，是陕西省水利

学会、水力发电学会的理事单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２１７人，其中教授及研究员２５人，副教授及副研究员８５人；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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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２４人，硕士生导师５５人。其中双聘院士１人，“后稷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１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
师奖”获得者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１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
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２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３人。农田水
利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学院现有学生２５３９人，其中本科生２１５２人，硕士研究生３００人，博士研究生８７人。
７９年来，先后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１０２００余名。著名水资源专家李佩成院士，力学家王
光远院士，农业水土专家熊运章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农业水土专家康绍忠教授，现

任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生朝，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宜新

等是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学院在农业水土、泥沙、旱区水资源、防渗抗冻胀、水工钢闸门、灌溉水力学、高速水

流等学科领域，结合黄土高原环境改善及西北旱寒灌区建设的重大需求，研究成果显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熊运章教授等一大批农业水土专家创立的国家重点学科———农业
水土工程学科面向旱区灌溉农业的需求，以学科交叉、渗透融合为突破口，强调水———

土———作物的有机结合，工程措施和农业生物措施相统一，围绕我国西北及干旱半干旱

地区的农业节水与水资源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ＳＰＡＣ水分传输动力学及
其节水机制、作物需水量计算与非充分灌溉理论、作物控制性分根交替灌溉、大田作物调

亏灌溉、多泥沙渠道量水配水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

黄土旱塬因水土流失导致泥沙问题普遍严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沙玉清等一大批
泥沙专家，完成了三门峡水库泥沙治理、黄河及渭河流域产沙、河流泥沙、渠库泥沙等方

面１３０余项科研任务，出版了《泥沙运动学引论》、《水库泥沙》、《引洪淤灌》等泥沙方面
我国最早的经典著作。

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水土环境恶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李佩成院士的带领下，积极
开展人类活动下旱区水文规律、水土环境演变机理、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研究，

已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优势。

结合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校水利学科创始人近代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兴建的关中八惠
运行７０年后老化冻害普遍，在旱寒区渠库及灌区建筑物老化防渗抗冻胀和水工闸门结
构理论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编著《渠道防渗抗冻胀规范》等国家标准及专著多

部，创办了《渠道防渗》杂志，举办十多期全国性渠库防渗抗冻胀研讨学习班，在全国形成

了较大影响。

针对西部高水头水电工程消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韩瀛观、李崇智、夏迈定、张志恒等
教授带领下研究高速水流空蚀破坏机理及泄水建筑物体型，编写国家标准２部，研究成
果被工程教材、专著及工程广为采用。

近年来学院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国家节水农业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农业高效用水重大产业化工程项目等国家、国际合

作、省部级司局等课题１３０余项，各类工程科研项目４００余项。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２０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６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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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８项。在美国ＡＳＣＥ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国《水利学报》、《泥沙研究》、《岩土工程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４２０余篇，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２１０余篇。

学院将坚持人才强院、学科主导，强化与旱区节水农业、水利土木工程重大建设项目

的紧密结合，努力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工作环境，全面提升学科水平，为建设以节

水农业与水工程为特色的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学院而努力奋斗。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是学校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的学院之一，１９４６年创办农业机械化
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５６年独立建系，１９７８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学院现设有农业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和木材工业系４个系；有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木材科学与工

程等７个本科专业；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农业生物
环境与能源工程、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等６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农业
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设有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

化、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等４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为陕西省重
点学科，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陕西省特色专业。

学院拥有陕西省农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北方农业装备科学观测实验

站、农业部西北农村能源技术培训中心、农业部西北农村能源职业技能鉴定站、杨凌现代

国际研究院等研究推广平台。由农业工程、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和木材工程４个实验室
组成的中心实验室，有专业基础及专业实验室 ６８个，实验室面积 ８３９０平方米，设备
２８６０台（件），仪器设备总值３０００余万元，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优越
条件。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５２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１３人，副教授２８人，博士生导师１７人，硕
士生导师２２人，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１人，部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教育部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１人，陕西省“百人计划”１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４人，

学院现有学生２３７４人，其中本科生２１２０人，硕士研究生１８８名，博士研究生６６人，
６５年来先后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１００００余名。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大学
生“挑战杯”科技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在“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大学生先进制图

技术大赛”等竞赛中获奖４０项。学院先后与三十几家大型企业建立了产、学、研联合体，
毕业生深受社会好评，就业率稳定在９６％以上，连续１０年获学校大学生就业先进集体。

近年来，学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６３”计划项目、“９４８”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产
业工程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８０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２２项，国家专利７０余项，其
中发明专利３０项；出版著作、教材等４６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５００余篇，被三大文献检索机
构收录论文１５０余篇。在旱作农业装备的研发、农业装备的智能控制、数字农业与农业
信息技术、生物能源生物材料转化和利用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开发的５个系列、３０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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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装备在西部省区乃至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陕西省现代农业的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学院积极发展国内外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先后承办国际国内各种重要学术会议２０
余次，邀请国外教授、专家来院讲学、学术交流１００余人次，接受培养国外留学生７名，派
往国外攻读学位、进修和访问人数逐年增加。

信息工程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８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６５人，其中教授７人，副教授１７人，讲师４１
人，博硕士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的７０％以上，为国家培养ＩＴ专业技术人才２０００余名。

学院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准确把握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沿，拥有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２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在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招
收智能化检测与监控方向博士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

设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３个二级学科；软件工程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在软件智能化技术与方法、面向领域软件开发技术、数字媒体软件技

术、嵌入式系统与软件开发４个方向招收研究生。学院还在农业信息化、职教师资领域
招收在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院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

工程、电子商务４个本科专业，目前在校本科生１２２４人，硕士研究生８５人。
学院下设５系１部，即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控制系、软件工程系、信息系统系、电子

商务系和计算机基础教学部。教学条件优越，拥有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信息工程实验

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由１２台 ＩＢＭ高性能服
务器、５０台思科交换机和１１００余台品牌计算机组成的宽带、高速教学实习系统，２０１１年
获省级教学示范中心；信息工程实验室有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接口、计算机网络与通

讯、图形图像、计算机控制、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与Ｊ２ＥＥ等７个专业实验室。
学院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立院之基，积极进行教育改革。近年来，主持各类

教改项目３０余项，获优秀教学成果奖８项，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门，省级精品课程
２门，校级精品课程７门；主编、副主编教材２０余部，获奖教材８部。其中《数字图像处
理》和《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程序设计基础》等３部教材分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和农业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学院管理规范，治学严谨，学风优良，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团队精神和综合

素质的培养，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近三年来，荣获国家级奖励４项，省部级奖
项８项，校级奖项４２项；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获国际二等奖２项，省级奖励
８项，校级奖励２０项。本科生发表论文１９篇，其中８篇被ＥＩ检索，核心期刊５篇，获得１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５年稳定在９０％以上，广泛就职于国内一线
城市的ＩＴ企业，在新浪、雅虎、网易、华为等知名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占到毕业生总数的
３０％以上，受到广大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学院将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农业、生物技术紧密结合，在生物图像处理与识别、智能信

息系统、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软件工程与理论、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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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科学研究。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基金５项，国家“８６３”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５０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４００余篇，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１００余篇，获得国家著作权登记软件１０余
项。学院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与日本岩手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昆士

兰科技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建立了良好的院际合作关系，为师生合作研究交流、出国

攻读学位提供了良好条件。近几年，选派１０余名骨干教师、２０余名硕士毕业生赴美国、
日本、荷兰等国进修或攻读学位。

在新的时期，学院将以“９８５”工程建设和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为契机，坚持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教学、科研为中心，紧密

团结全院师生员工，齐心协力共同奋进，为把我院建设成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学院而

努力奋斗。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开始招收本科生，１９８９年开始招收硕
士研究生，２０００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学院拥有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杨凌）、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

（杨凌）分中心、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品质鉴定机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农

业部无公害农产品定点检测机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证中心、陕西省农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站等认证检测中心；拥有国家杨凌农业综合实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农产品

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拥有省级农产

品加工与食品安全教学示范中心、陕西省食品工程技术人才创新教育实验区。有食品化

学、食品生物工程、食品工艺、食品工程、食品安全五个教研室。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１２人，其中专任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８４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１５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２８人，博士生导师１１人，硕士生导师３４人。

学院现有学生１４１３人，其中博士生６１人，硕士生２１４人，本科生１１３８人。自学院
成立以来，先后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３１８４人。本科生近３年外语四级通过率居全校前
三名，考研率位于全校前列，本科生出国率居全校第一，毕业生初始就业率达９５％以上。

学院近５年来共承担课题１６０项，总经费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８６３”计划、西部专项、农业部跨越计划项目
等３５项；省攻关及基金项目等１５项；地方委托及横向合作课题１１０项。先后获得省部级
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各级科技进步奖１２项；获发明专利１５余项；技术转让
４０多项。出版专著４５本，其中主编１６本，参编３２本；公开出版教材２１本，其中主编１４
本，副主编７本；发表论文４００多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收录２００余篇。

学院将以“９８５”工程建设和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为契机，强化教学科研队伍建
设，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构建开放性、国际化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科

学研究链和立体型教育教学链，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和办学水平，努力把我院办成国际知

名的研究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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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成立，其前身是１９８５年创办的
“葡萄栽培与酿酒”专科。葡萄酒学院是由中国首位留法葡萄与葡萄酒博士李华教授倡

导并创办，是亚洲第一所专门从事葡萄与葡萄酒教学，科研及技术服务，培养葡萄与葡萄

酒生产、营销、管理及科研推广高级专业人才，服务于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行业性

学院。

学院创始人李华博士率领葡萄酒学院，构建了以葡萄学为基础、葡萄酒学为核心、葡

萄酒工程学为手段、葡萄酒市场学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特色，涵盖了由土地到餐桌

完整产业链需求的葡萄与葡萄酒学科理论与实践体系。

葡萄酒学院具备学士、硕士、博士等学历教育和博士后研究条件，并设立有１＋２三
年留学法国侍酒师、２年脱产培训及短期进修等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项目。学院拥有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国家级“葡萄酒学”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学院先后两次荣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涌现出全国先进班集体和国家级“三好”学生。

学院现有教职工３８人，其中专职教师２０人。专职教师中教授５人，副教授６人，高
级职称人员占专职教师人数的５５％；专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１３人，硕士学位５人，硕、
博士学位人数占专职教师人数的９０％；专职教师中１３人曾经出国留学或考察，占专职教
师人数的６５％。教师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１人，国家教学名师１人，国家葡
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２人，国家级“葡萄酒学”教学团队１个。

学院现有学生６５８名，其中本科生４５０名，硕士研究生９０名，博士研究生３５名，２年
制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技能培训班学员６４人，ＣＡＦＡ１＋２留法侍酒师培训班学员１６人，短
期就修生３人。１７年来，先后为社会和葡萄与葡萄酒行业输送本专科生１８００余名，博、
硕士毕业生１８０余名。李记明、司合芸、杨雪峰、任玉华、陈青昌、张军翔、罗耀文、杨少
海、董新义、郭明浩、胡则桂、张浩、刘拉玉、黄建清、王焕香、王正亮、李建兵、阮仕成、于江

深、黄宏慧、徐义、曹建宏、王渊等是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学院具有雄厚的技术和科研开发实力。多项科学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二等奖。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学院与国内外著名的葡萄与葡萄酒教育、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友好紧密的

合作关系。ＯＩＶ亚洲葡萄与葡萄酒科技发展中心、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组委会、国际葡
萄酒大学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国家级评酒员培训基地、陕西省葡萄与葡萄酒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果业协会葡萄分会办公室均设在葡萄酒学院。合作培养的博士

研究生遍及西班牙、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丹麦、比利时、德国、加拿大等国家。

学院与ＯＩＶ联合于每年４月举办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术会议在国内外有着深远
的影响，会议论文集被ＩＳＴＰ全刊收录。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成功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术
研讨会７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高级研讨班６期，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４届。丰硕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成果奠定了培养葡萄与葡萄酒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的基础。

学院被誉为“人才的摇篮、技术的源泉、产业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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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起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石声汉、闻洪汉、荆家海、王韶唐、汪佩洪、冀
鹤鸣等老一辈学者悉心打造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重视实践和能力培养的传统，

秉承“厚德、励志、笃学、创新”的院训不断发展。

生命科学学院现有教职工２０４名，其中教授３０名，副教授４４名；博士生导师２２名，
硕士生导师４７名；实验研究员１人，高级实验师９人；专任教师博士学位比例达５８％。

学院设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生物科学系、微生物与生物工程系和生物工程

实验实训中心、生物实验中心等５个教学系（中心），涵盖１０个教学研究室、５个教学实验
室和植物分类研究室。

学院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植物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药用植物学、生物信息学７个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

传学、药用植物学、生物信息学７个二级学科和中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植
物学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为陕西省重点学科；设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３
个本科专业，其中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专业为陕西省名牌专业；目前在校博士、硕士研究

生５４２名，本科生１４１５名。
学院承担全校生物类基础课及本院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年均教学工作量达５万学

时。近五年来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１００余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５０余项；获省部级科
技成果奖１０项；国家发明专利１０项；主编、副主编教材３９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６００余篇，被ＳＣＩ等收录１５０余篇。

理　学　院

理学院前身是１９３４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时的数学、化学、物理教学组。历
经７０多年的教学改革和发展，先后组建成立了基础课部、基础科学系和生命科学学院。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２００６年６月成立了理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８９人，其中专职教师１５３人，教授２８人，副教授３５人；博士生导师
１７人，硕士生导师３４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４人，“高等学校优
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 １人，陕西省教学名师２人 ，后稷学者特聘教授１人，陕西
省“百人计划”入选者１人，校拔尖人才 ２人，校青年学术骨干４人。

学院现有应用数学、应用化学和应用物理３个系，生物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２个博
士学位授权点，生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应用化学和应用数学４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应
用化学和信息与计算科学２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８１７名，其中博士研究生３１名，硕士
研究生２０６人，本科生５８０人。

学院拥有陕西省高等学校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校级教学实验中心２个，５２
个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总资产１６１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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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有陕西省资源化学与可持续利用工程研究中心、天然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生

物数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学院既承担本院各专业课程的教学，还承

担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学、化学、物理和气象等４０余门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
教学任务，是学校重点建设的学院之一。

经济管理学院

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１９３６年组建的农业经济组，经过几
代人的艰苦创业，学院已拥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完善的组织结构，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一支

结构合理、素质高的教学科研队伍，并呈现勃勃生机。

学院设有经济学系、农经系和管理学系等３个教学管理单元，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农村金融研究所、应用经济研究所和资源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等４个校级研究机构，
以及信息资料中心、经济管理综合实验室和《陕西农业科学》编辑部。拥有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后流动站和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农村金融、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政策等６个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农业经济管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林业经济管理为省级

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金融学、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农村金融、

土地资源管理、区域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会计学、企业管理、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农

产品国际贸易与政策等１２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农林经济管理、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
土地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和保险学等１０个本科专
业，其中农林经济管理为省级名牌专业，是国家级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及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金融学为陕西省特色专业，经济学为校级名牌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３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９９人，正高职称２５人，副高职称３１人（其中
副教授２６人）；博士生导师１８人，硕士生导师３４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１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４人，陕西省“三五人才”２人，学校“后稷学者”讲座教授
１人。教职工中已获博士学位５６人，硕士学位３１人。

学院现有学生２９９５人，其中本科生２３６５人，博士生１９５人，硕士生４１３人，留学
生２２人。

近３年来，学院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１１０余项，国际合作课题５项，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和社会科学成果奖８项，出版专著、教材、译著２０部，发表学术论文６００余
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收录论文和其他权威期刊转载论文３８０篇。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荷
兰、新西兰等１０个国家的２０所著名大学建立了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人 文 学 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是２０００年７月由原西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与西北林学
院社会科学系合并组建而成，其前身可追溯至１９５２年辛树帜先生倡议创立的西北农学
院古农学研究小组，１９８４年获批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７年法学和社会学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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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开始招生。

学院现设有法学系、社会学系、公共事业管理系、文学艺术系和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有法学、社会学、公共事业管理和政治学与行政学４个本科专业，科学技术哲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社会学、专门史、科学技术史、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学等７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为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农业推广、
ＭＰＡ、社会工作及中职教师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涵盖了法学、理学、哲学、教育
学、历史学、管理学等６大学科门类。

学院现拥有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内一流的中国农业历史博

物馆，设有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ＭＰＡ教育中心，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建有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下设模拟法庭、文献检索

室、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实验室、多媒体制作室等分实验室。同时在校外设立农村社会

调查、社会工作、司法、公共管理等１３个实习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工７１人，其中教授１０人、副教授１２人；博士生导师３人，硕士生导师

２０人；国家社科评审组专家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１人，教育部优秀青
年资助计划１人，青年学术骨干４人，１３名教师担任省部级以上学会的副会长、理事等。

学院目前在读博士生４８人，硕士生４２１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１４３人），本
科生７８７人。为满足社会需要，学院还开设了法学、社会学、传播学、法律事务等９个不同
层次的函授教育专业以及文秘、法学２个辅修专业。

近年来，学院积极围绕国家和地区战略需求，科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先后发表论文

２８９篇，其中ＣＳＳＣＩ４５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２项、国家自然基金１项，省部级项目３２项，
学校及其他项目３１项。出版学术专著１４部，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３人次。学院积极
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先后邀请加拿大、以色列、日本等国外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学术交流，

承办了第七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全国灾害史学会、陕西省社会学年会

等重要会议，举办学术报告会１００余场。
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学院将秉承“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的院训，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和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发展目标，紧紧围

绕着服务“三农”的实际问题和西部开发的区域性发展目标，大力推进以农业历史、农业

文化及农村社会等涉农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形成特色学科群。力争通过１０～２０年建设，
使学院成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农林特色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重

要基地。

思　政　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以下简称“思政部”）是直属学校党委领导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和管理机构，又是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依托单位。

思政部前身可追溯到１９５３年成立的原西北农学院政治理论教研组，后发展为西北
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１９９９年９月与西北林学院社科系合并组建人文学院，２００９年９月
独立设置。设有行政办公室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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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４个教研室。主要承担《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等本科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承

担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公共课和１８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课的教
学任务。

思政部现有专职教师３１人，其中教授２人，副教授８人，讲师２０人。博士、硕士以上
学历人数占专职教师总数的８６．７％。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４０余人，共同构成了一支开
拓进取的教学、科研和学习团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冯有权、张守宪、邹德秀等一批著名学者曾在此执教。经数代学人

的辛勤耕耘，思政部在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陕西省优秀教师、陕西省师德标兵及校

级教学名师１人，校级优秀教师４人。有校级精品课程４门，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１项、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６项。出版专著教材２０余部，发表教学科研
论文１３０余篇，承担国家、省部级以上及校级教学科研课题７０余项。拥有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３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教学科研
基地。

外　语　系

外语系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３个院（系、部、所）之一。２０００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
科生，２００６年开始与经管学院“２＋２”模式联办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２００６年获批外
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２００７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全系现有教
职工１３５人，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共６００余人。

外语系承担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外语教学任务，并长期承担着为我校及杨

凌示范区各类外事活动、国际合作交流等提供外语翻译和培训服务任务，涉及英、日、俄、

法、德、西班牙语等６个语种。
外语系已初步形成一支治学严谨、学有所长、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全系现有

专任教师１１７人，另聘任外籍教师８人。其中，教授、副教授１２人，硕士生导师１０人，具
有博士、硕士学位６０余人，６５％的教师具有一年及以上出国（境）学习经历。

系内设有英语专业教研室、研究生外语教研室、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大学英语第二

教研室、语言教学实验中心、农业科技文献翻译研究所和外文图书资料室。其中，语言教

学实验中心是校级重点实验室，实验设施先进、功能完备，包括６个语音实验室、１５个网
络教室８８４个点位、１个高级视听说教室、２个外语调频广播电台等。该中心担负着全校
近万人的大学英语网络教学任务和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及学校四、六级考

试听力播放等大型任务。外语调频台集节目录制、编辑制作、程控播放、现场直播及转播

等功能为一体，为全校师生播出外语听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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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学院

创新实验学院是学校立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和学校的目标定位，着

眼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持久竞争力的提升而创建的一所新型学院。学院成立

于２００８年７月，设有“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培养基地班”和“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现有
在校学生８００余名。

学院旨在培养知识基础宽厚、素质能力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和科研能力的本

科生，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能够胜任交叉学科研究的优质生源，为培养造

就具有国际视野和持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奠定基础。

学校设立创新实验学院管理委员会。学院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按照“汇

集优秀生源、整合优质资源、着力模式创新”的办学思路，依托学校的优势学科和教学科

研实践平台，集合高水平师资，采取多样化培养模式和个性化培养方案，实施本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

国 际 学 院

国际学院成立于２０１０年５月，是负责全校外国留学生招生和培养工作的综合管理部
门，同时承担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任务。主要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生、出入境、日常管理

与后勤保障等工作，同时协调学历留学生教务工作，负责各类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课程教

学和培训工作。学院下设综合办公室、招生培养秘书。编制工作人员共１０人，其中行政
人员７人、汉语教师３人。

体　育　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部是全校大学生及部分研究生体育课教学及全校师生群体

活动组织单位。现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单位、中国高等农业院校体育理事会单位和

西北区理事长单位、陕西省健美操艺术体操协会副主席单位、陕西省桥牌培训基地、陕西

省游泳教员培训基地、陕西省游泳救生员培训基地等。

体育部现设有综合办公室、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第三教研室、第四教研室、桥牌

教研室、群体竞赛室、场馆管理中心、体质测试中心等机构。拥有的体育教学场馆设施包

括４００米标准塑胶田径场２个，体育馆１个，风雨操场１个，游泳池２个，篮球场４８个，排
球场２８个，足球场２个，乒乓球台１４３个，网球场１２个。

体育部现有教职工５８人，其中教师４７人（女教师１７人），管理干部６人，教学辅助
人员５人。４７位教师中有教授６人，副教授１１人，讲师２２人，助教７人，见习１人。中级
职称以上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８３．３％，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占教师总数的３６．９％。１６名
教师具有硕士学位，获国家级裁判员资格５人项，国家一级裁判员资格７２人项。

体育部多年来致力于提高我校体育课教学质量和促进全校群体活动的开展，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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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成绩。我校１９９２年被评为“全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评估优秀学校”，２００１年被
评为“陕西省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２００４年承办了陕西省大学生健美操
比赛，２００９年承办了陕西省大学生网球比赛暨“校长杯”网球赛，２０１０年承办了全国大学
生桥牌比赛。我校大学生代表队近年来在省内外各种比赛中共获金牌４４枚，银牌５３枚，
铜牌４７枚。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我校女子篮球队在陕西省高校“ＣＵＢＡ”大学生篮球比
赛中，取得了三连冠；２００３年男女篮球队在陕西省“三人制”篮球比赛中，分别取得第一
名，并代表陕西省高校参加了在福建举行的全国总决赛；在田径项目的比赛中，打破一项

省记录、６项省高校记录和３３项校记录；我校女子排球队先后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次
在陕西省大学生排球联赛中获得第一名；２００４年我校健美操队取得陕西省大学生健美操
比赛第一名；赛艇队在全国及亚洲青年锦标赛中，多次取得不同项目的第一名；校桥牌队

三次取得陕西省大学生桥牌比赛第一名，而且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取得优异成绩。这些成

绩的取得对提升我校知名度，宣传我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体育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关于开展大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的指示精神，

以狠抓体育课教学质量和全力推动全校群体活动为中心，使我校体育工作再上新的

台阶。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授权管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部门和教学单

位。承担着学校三类办学任务：一是职教师资培养（我校是国家首批职教师资培养重点

建设基地）；二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三是农业农村干部教育培训（我校是中央农业干部

教育培训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院、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分院、农业部现代

农业技术培训基地、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学院充分发掘学校的办学资源，依托

和利用学校优越的教学实验条件和雄厚的师资力量，面向社会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继续教育）。同时还是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十三个试点之

一，是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点之一。

在多年发展中，学院以服务学习型社会、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及办学效益为目标，

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将学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学科教育优势和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的区位资源优势转化为学院办学强势的路子，逐渐形成了“产学研合作教育为途

径，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求支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思路，深化质量

立院、人才强院、改革兴院的办院办学理念。建立了多类型（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非学历

教育培训）、多层次（专科、本科、研究生）、多学科（农、理、工、经、管、文、法）、多形式（全

日制、函授、短期培训）的办学体系。确立了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以“服务学

校和社会为宗旨”，“积极发展、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提高办学效益”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是发挥国家职教师资培养重点建设基地的功能，采用“订单招生、定向培养”的方式，为

地方（宁夏、青海、甘肃、广西、内蒙、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区）职业教育培养“双师

型”专业课教师。二是立足西部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农业农村干部、有志献身三农事

业的未就业青年开展成人函授高等学历教育，目前覆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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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内蒙古、广西、云南、河南、河北、广东等１２省（区），年在籍学生１．３万人，为社会培养
了大批实用人才亦增强了学校办学活力。三是充分利用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分院、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分院、农业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

地、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平台，围绕城乡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

业等三农发展主题，大力开展各级各类农业农村干部和中职骨干教师教育培训工作。年

培训量已达８０００人次以上，有效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发展，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引起社会关注、受到了中组部、教育部、陕西省委省政府等各方领导的肯

定和表扬。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在陕西省干部教育工作会和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

年会上进行了多次交流。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先后两次介绍我校基础农业干部培训

情况。同时学院建立了一支学习型管理队伍和一支学历层次高、教学实践经验丰富、产

学研结合的成人教育教学师资队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

育体系。

在学校创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下，学院进一步转变

教育观念，积极探索教育新模式，将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院发展的生命线，压缩职教师资

本科教育规模，发展职教师资研究生教育，打造职教师资培养品牌；稳步发展成人学历教

育，全面启动网络技术武装成人函授的网络教育试运行工作，不断提升成人学历教育质

量与水平；大力发展农业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开展国际合作，提升高端引领水平，争创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国家级农业农村干部教育培训中心。

水土保持研究所

水土保持研究所是国家根据治理黄河需要于１９５６年在西北地区成立的国家级研究
所。研究所近期规划定位是面向全国，以黄土高原为重点，以国家水土保持与生态安全

为核心，重点致力于土壤侵蚀过程与模拟、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旱地农业与水土资源高

效利用的研究，解决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探索我国科教体制改

革新型研究所发展的模式与机制，建成“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国际知名研究机构。

水土保持研究所现有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节水灌溉

（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流域生态与管理研

究室、区域水土保持与环境研究室、林草生态研究室、信息技术部等７个研究和技术支撑
单元。在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建有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长武黄土高原农业生态

试验站、固原生态试验站、神木侵蚀与环境试验站等野外站。建有人工模拟降雨大厅和

人工干旱环境气候室等重要科研实验设施，形成了集应用基础研究、试验与示范、决策服

务于一体的水土保持科研体系。同时设有党政办公室、科技办公室、人事办公室和研究

生部等管理服务单元。

全所现有在职职工１７８人及客座研究员１４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各１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１人；研究员３８人，副研究员２６人；博士生导师３８人，硕士
生导师４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２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４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６人，陕西省“三五人才”８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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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选者５人和“王宽诚人才奖”５人。拥有土壤学、生态学和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等３个博士及硕士学位授权点，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农业资源利用３个专业硕士学位授
权点，设有农业资源利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在学研究生１５０余人。

近五年来所里承担课题４２０余项，总经费２８４９１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１项、国家“９７３”项目１项及课题１１项、国家“８６３”子课题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２１项、国家部委９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４项、地方委托及横向课题１６０余项、国际合
作项目１０项等。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３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６项、二
等奖４项、三等奖１项以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２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５０余项。出版
专著２１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４００余篇，ＳＣＩ收录论文３００余篇和ＥＩ收录论文 ６０篇。

水土保持研究所以“团结、敬业、求实、创新”为所风，凝练出以“朴实厚重，无私奉

献”为内涵的“黄土精神”，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为协同创新、跨越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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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校领导

姓名 职务 分管工作、部门 联系学院

张光强 党委书记 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 机电学院

孙其信 校长
主持学校行政全面工作。负责学科规划、建设和“９８５
工程”、“２１１工程”建设，分管学科建设办公室。

经管学院

王万忠 常务副书记

协助张光强同志主持学校党委日常工作。负责党的组

织、作风、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工作及政策研究工作。

分管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

植保学院

动科学院

梁　桂 党委副书记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兼（２０１１年７月兼任）。

赵　忠 常务副校长

协助孙其信同志主持学校行政日常工作。负责教学、

财务、发展规划和信息网络建设工作。分管教务处、计

划财务处、网教中心、北京办事处、高等教育研究所、教

育发展基金会。

创新学院

成教学院

杨景昆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安全保卫、工会工作。分

管纪检委、保卫部（人民武装部、保卫处）、监察处、审计

处、工会。

动医学院

食品学院

侯　曦 副校长
负责国资、国际合作交流和留学生工作。分管国有资

产管理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

信息学院

人文学院

外语系

李　华 副校长

负责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协调、校办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推广和对外科技示范工作。分管科技推广处、资产经

营公司、西安办事处、校友会、出版社。

园艺学院

王跃进 副校长
负责学位与研究生培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分

管研究生院、实验室管理处。
林学院

张雅林 副校长
负责基建、图书情报工作。分管基建处、图书馆、高新

中学、博览园。
生命学院

吴普特 副校长
负责科研工作。分管科研处、场站管理中心、测试

中心。
资环学院

徐养福 党委副书记
负责思想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统战、后勤工作。分管

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

葡萄酒学院

水保所

马建华 党委副书记
负责学生党建、思想教育、管理、招生和就业指导工作。

分管学工部（学生处、研工部）、就业指导中心、团委。

农学院

思政部

体育部

钱永华 副校长
负责人才、人事，离退休工作。分管人事处、离退休处、

校医院。

水建学院

理学院

·１３·



处级干部任职情况一览表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一、机关职能处室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党委校长办公室

主任

副主任

校长秘书

赵　曼 正处级

赵武军 副处级

王勇胜 副处级

曹军会 副处级

李万强 副处级

２ 党委组织部

部长

副部长

郑英宁 正处级

黄明学 副处级

高增刚 副处级

３ 党委宣传部

部长

副部长

吕卫东 正处级

杨耀荣 副处级

闫德忠 副处级

４ 党委统战部
部长

副部长

陈晓萍 正处级

史明霞 副处级

５ 纪检委 副书记
孙升辉 正处级、兼纪监审联合办公室主任

谭拴良 正处级

６ 机关党委

书记

副书记

刘新胜 正处级

张会玲 副处级

赵阿兰 副处级

７ 教务处

处长

副处长

陈玉林 正处级

李海华 副处级

黄德宝 副处级

李菊兰 副处级

８ 科研处

处长

副处长

冷畅俭 正处级

张俊杰 副处级

胡俊鹏 副处级

孙　楠 副处级

９ 科技推广处

处长

副处长

韩明玉 正处级

吴万兴 副处级

吴　锋 副处级

韩虎群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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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０

人事处

高层次人才
工作办公室

处长

副处长

主任

副主任

刘卫军 正处级

齐　涛 副处级

刘　怀 副处级

任武刚 副处级

刘卫军 正处级、兼任

孙　马 副处级

１１ 研究生院

院长

常务副院长

副院长

招生处处长

学位管理处处长

研究生管理处处长

研究生培养处处长

办公室主任

孙武学 校长兼任（—２０１１．０２．２１）

孙其信 校长兼任（２０１１．０２．２１—）

王跃进 副校长兼任

杨家荣 正处级

唐　明 正处级

赵延安
正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张　静 副处级

李谱华 副处级

王生毅
副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王玉环 副处级

程捍卫 副处级

１２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港、澳、台办）

处长（主任）

副处长（副主任）

罗　军 正处级

李筱英 副处级、兼任

乔文军 副处级

于　瑛 副处级

１３
学生工作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处长（部长）

副部长

副处长（副部长）

马博虎
正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刘瑞明
正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王德连
副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王生毅
副处级、任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任
党委学 生 工 作 部 副 部 长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９—）

化小锋
副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张海成
副处级、兼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１４ 计划财务处

处长

副处长

刘增潮 正处级

胡信生 正处级，兼任（２０１１．０１．０６—）
李侃社 副处级

王希文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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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５ 实验室管理处

处长

副处长

牛立新 正处级

屈锋敏 副处级

胡宝仓 副处级

１６ 学科建设办公室
主任

副主任

冷畅俭 正处级、兼任

宋广林 副处级

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处

处长

副处长

张岁平 正处级

刘晓正 副处级

黄英峰 副处级

１８ 监察处
处长

副处长

孙升辉 正处级、兼任

李小梅 副处级

１９ 审计处
处长

副处长

杨玉科 正处级

纪淑鸳 副处级

２０ 后勤管理处
处长

副处长

戴　军 正处级

胡新峰 副处级

２１ 基建处

处长

副处长

韩苏建 正处级

陈友富 副处级

史慧珍 副处级

崔鹏飞 副处级（２０１１．０１．１９—）

２２ 保卫处
（党委保卫部／人武部）

处长（部长）

副处长（副部长）

窦彬生 正处级

刘西平 副处级

李玉刚 副处级

刘庚军 副处级

２３

离退休职工党委

离退休工作处

书记

副书记

处长

副处长

赵斌亮 正处级

高保山 正处级、兼任

张长宪 正处级

高保山 正处级

赵斌亮 正处级、兼任

陈雁玲 副处级

刘志龙 副处级

赵复元 副处级

二、群众组织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工会

主席

常务副主席

副主席

杨景昆 校党委副书记兼任

刘有全 正处级

詹晓航 副处级

张小绒 副处级

马军涛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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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２ 团委

书记

副书记

刘瑞明 正处级

郭建东 副处级

石颖贤 副处级

３ 校友会
常务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胡安劳 正处级

张红亮 副处级

三、事业单位

（一）直属单位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政策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主任（所长）

副主任（副所长）

穆养民 正处级

牛宏泰 正处级

贾俊刚 副处级

２ 党校

校长 张光强 校党委书记兼任

常务副校长 李芳林 正处级

副校长 王德连 副处级、兼任（—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３ 图书馆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馆长

副馆长

颜玉怀 正处级

赵运良 副处级

杨改河 正处级

颜玉怀 正处级、兼任

张　波 副处级

王云峰 副处级

周东晓 副处级

４ 就业指导
中心

主任

副主任

胥耀平 正处级

孙玉瑷 副处级

常振山 副处级

５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主任

副主任

李　力 正处级

张晓丽 副处级

郭向平 副处级

王西军 副处级

６ 场站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主任

副主任

孙安礼 正处级

赵锁劳 正处级

黄东亮 正处级

孙安礼 正处级、兼任

王恒让 正处级

叶宏谋 副处级

尚扶岗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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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７ 后勤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主任

副主任

李金劳 正处级

刘钦锋 副处级

戴　军 正处级、兼任

李金劳 正处级、兼任

李红星 副处级

葛　超 副处级

闫建兴 副处级

８ 出版社
社长 傅朝荣 正处级、兼总编辑

副社长 刘卫科 副处级、兼副总编辑

９ 北京办事处
主任

副主任

杜永峰 正处级

党　青 副处级

１０ 西安办事处 副主任 刘长富 副处级

１１ 教育发展基金会 负责人 刘亦仓 正处级

（二）挂靠单位（副处级建制）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档案馆（挂靠党委校长办公室） 馆长 王文慧 副处级

２ 新闻中心（挂靠党委宣传部） 主任 杨耀荣 副处级、兼任

３ 留学服务中心（挂靠国际交流处） 主任 乔文军 副处级、兼任

４ 会计核算中心（挂靠计划财务处） 主任 胡信生 正处级（２０１１．０１．０６—）

５ 技术转移中心（挂靠科研处） 主任 张俊杰 副处级、兼任

６ 杂志社（挂靠科研处） 主任 胡俊鹏 副处级、兼任

７ 资产调配中心（挂靠国资处） 主任 刘晓正 副处级、兼任

８ 物资供应与维修中心（挂靠实验室
管理处）

主任 胡宝仓 副处级、兼任

９ 离退休职工服务中心（挂靠离退休
工作处）

主任 陈雁玲 副处级、兼任

１０ 校卫总队（挂靠保卫处） 队长 李玉刚 副处级、兼任

１１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挂靠学生处） 主任 王德连 副处级、兼任

１２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中心 主任 党银侠 副处级（２０１１．０１．０６—）

四、附属单位

序号 单位
处级岗位任职情况

岗位 姓名 备注

１ 医院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赵军虎 正处级

穆沛红 副处级、兼任

赵爱群 正处级

赵军虎 正处级、兼任

穆沛红 副处级

屈宁宁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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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２ 博览园

主任

副主任

朱荣科 正处级

魏永平 副处级

陈群辉 副处级

五、直属企业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资产经营公司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杨留印 正处级

景军胜 副处级

张建平 正处级

杨留印 正处级、兼任

薛三勋 副处级

王　晓 副处级

薛小荣 副处级

帅润生 副处级

六、学院（系、部、所）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 农学院
（农业科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惠安堂 正处级

马志宏 副处级

廖允成 正处级

奚亚军 副处级

海江波 副处级

杜世平 副处级

２ 植物保护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常务副院长

副院长

吕振武 正处级

韩春霞 副处级

刘同先 正处级

冯纪年 正处级

吴云峰 副处级

黄丽丽 副处级

相建业 正处级

３ 园艺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肖　斌 正处级

李京春 副处级

邹志荣 正处级

马锋旺 副处级

王乔春 副处级

王西平 副处级

王增信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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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４ 动物科技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闫祖书 正处级

王晓娟 副处级

张智英 正处级

昝林森 副处级

呼天明 副处级

姚军虎 副处级

王晓娟 副处级、兼任

５ 动物医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常务副院长

副院长

赵献军 正处级

申让平 副处级

周恩民 正处级

张彦明 正处级

靳亚平 副处级

童德文 副处级

唐万寿 副处级

６ 林学院
（林业科学研究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魏安智 正处级

何明骏 副处级

陈　辉 正处级

李周岐 副处级

罗志斌 副处级

陈志敏 副处级

７ 资源环境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王宏武 正处级

薛建鹏 副处级

吕家珑 正处级

田霄鸿 副处级

高亚军 副处级

王云峰 副处级

８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吴继东 正处级

王吉成 副处级

马孝义 正处级

王正中 副处级

骆亚生 副处级

李宗利 副处级

李　鹏 副处级

９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张军厂 正处级

崔永健 副处级

何东健 正处级

杨有刚 副处级

杨福增 副处级

陈　军 副处级

张朝红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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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０ 信息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樊世明 正处级

何卫军 副处级

李书琴 正处级

张　阳 副处级

来智勇 副处级

王木昌 副处级

１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试中心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主任

副主任

龙清林 正处级

张振华 副处级

岳田利 正处级

刘学波 副处级

张国权 副处级

刘敏芳 副处级

岳田利 正处级、兼任

杨吉安 副处级

１２ 葡萄酒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宋西德 正处级

刘育生 副处级

王　华 正处级

刘树文 副处级

房玉林 副处级

１３ 生命科学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

庄世宏 正处级

王　
!

副处级

韦革宏 副处级、主持工作

郁　飞 副处级

胡景江 副处级

张　帆 副处级

１４ 理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欧文军 正处级

程晓盈 副处级

高锦明 正处级

欧文军 正处级、兼任

张社奇 副处级

王俊儒 副处级

郭满才 副处级

１５ 经济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姚晓霞 正处级

聂　海 副处级

霍学喜 正处级

李录堂 副处级

姚顺波 副处级

赵敏娟 副处级

温晓林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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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备注

１６ 人文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院长

王亚平 正处级

罗建峰 副处级

付少平 正处级

王亚平 正处级、兼任

朱宏斌 副处级

王有强 副处级

１７ 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研究部

副主任
方建斌 副处级、主持工作

李晓娥 副处级

１８ 外语系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主任

副主任

李安民 正处级

王小平 副处级

窦　琴 正处级

李安民 正处级、兼任

田志强 副处级

１９ 创新实验学院

党总支书记 陈遇春 正处级

党总支副书记 曲云峰 副处级

院长 王国栋 正处级

常务副院长 陈遇春 正处级、兼任

副院长 王　军 副处级

２０ 国际学院

院长 郑粉莉 正处级

副院长
李筱英 副处级

祁选轩 副处级

２１ 体育部

党支部书记

主任

副主任

魏景刚 正处级

王文博 正处级

魏景刚 正处级、兼任

傅　强 副处级

马文军 副处级

２２ 成人教育
（继续教育）学院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常务副院长

副院长

付增光 正处级

谢恩魁 副处级

石民友 正处级

王　雄 正处级（２０１１．０１．０６—）
付增光 正处级、兼任

黄济康 副处级

李大寨 副处级

王立刚 副处级

２３ 水保所

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所长

副所长

徐养福 校党委副书记兼任

穆兴民 兼任

刘国彬

陈改学

张兴昌

穆兴民

２４ 中国旱区节水农业
研究院

副院长 戚　鹏 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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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领导小组）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１

维护稳定工作

领导小组

（国家安全领

导小组）

（校园综合治

理委员会）

（消防与安全

生产委员会）

张光强

孙其信

王万忠

赵　忠
杨景昆（常务）

徐养福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保

卫部、宣传部、统战

部、研工部、学工部、

监察处、教务处、人

事处、实验室管理

处、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后勤服务中心党

委、离退休职工党

委、工会、团委、网教

中心、图书馆、资产

公司党委

保卫部 窦彬生

２
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

张光强

孙其信

王万忠

钱永华（常务）

党委校长办公室、人

事处、组织部、教务

处、科研处、学科办、

研究生院、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计财处、

实验室管理处、国资

处、后勤处

人事处 刘卫军

３
毕业生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

张光强

孙其信

赵　忠
王跃进

马建华（常务）

党委校长办公室、就

业指导中心、组织

部、宣传部、教务处、

人事处、研究生院、

学生处、计财处、国

资处、后勤处、保卫

处、团委、校友会

就业中心 胥耀平

４
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
张光强

赵　忠
王跃进

徐养福（常务）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宣

传部、组织部、人事

处、研工部、学工部、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保卫部、工会、团委、

政研室、思政部

宣传部 吕卫东

５
精神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
张光强

王万忠

徐养福（常务）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宣

传部、组织部、统战

部、人事处、研工部、

学工部、计财处、保

卫部、离退休职工党

委、工会、团委、后勤

服务中心党委、资产

公司党委

宣传部 吕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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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６

体 育 运 动 委

员会

（阳光体育运

动委员会）

张光强

赵　忠（常务）
杨景昆

徐养福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体

育部、宣传部、教务

处、人事处、研究生

院、学生处、计财处、

后勤处、保卫处、工

会、团委、校医院

体育部 王文博

７
学 位 评 定 委

员会
孙其信

王跃进（常务）

山　仑

山　仑　马孝义
王　华　王进义
王跃进　韦革宏
孙其信　卢新生
刘同先　吕家珑
何东健　邹志荣
陈玉林　陈　辉
张　磊　张智英
岳田利　周恩民
骆亚生　唐　明
高锦明　康振生
靳亚平　廖允成
霍学喜　　　　

研究生院 唐　明

８ 学术委员会 孙其信

山　仑
刘同先

吴普特（常务）

山　仑　马孝义
王万忠　王乔春
王进义　韦革宏
刘同先　刘国彬
刘学波　吉万全
吕家珑　孙其信
许金荣　何东健
冷畅俭　吴普特
张　阳　张改生
张　涌　张硕新
张雅林　李　华
杨改河　邵明安
邹志荣　陈　宏
陈　辉　周恩民
岳田利　罗志斌
罗剑朝　郁　飞
姚顺波　昝林森
赵政阳　赵　辛
高锦明　常庆瑞
康振生　曾文先
蔡焕杰　樊志民
霍学喜　　　　

科研处 冷畅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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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９
研究生招生领

导小组
孙其信

王万忠

杨景昆

王跃进（常务）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研

究生院、教务处、科

研处、人事处、学生

处、计财处、监察处、

后勤处

研究生院 杨家荣

１０
普通本科招生

领导小组
孙其信

赵　忠
杨景昆

马建华（常务）

党委校长办公室、学

生处、宣传部、教务

处、人事处、研究生

院、计财处、监察处、

后勤处、保卫处、就

业中心、团委、网教

中心

学生处 马博虎

１１
经营性资产管

理委员会
孙其信

王万忠

赵　忠
杨景昆

侯　曦（常务）
李　华
吴普特

党委校长办公室、国

资处、纪委、计财处、

人事处、教务处、科

研处、后勤处、监察

处、审计处

国资处 张岁平（兼）

１２
专业技术职务

改革领导小组
孙其信

赵　忠
钱永华（常务）

全体校领导 人事处 刘卫军

１３ 保密委员会 王万忠
赵　忠
杨景昆

党委校长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教务处、科研处、

计财处、研究生院、

学生处、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保卫处、网

教中心

党政办 赵　曼

１４
财经工作领导

小组
王万忠

赵　忠
杨景昆

党委校长办公室、计

财处、人事处、国资

处、监察处、审计处、

政研室

计财处 刘增潮

１５
校园规划建设

委员会
王万忠

张雅林

徐养福

党委校长办公室、基

建处、教务处、科研

处、学科办、人事处、

研究生院、学生处、

计财处、国资处、实

验室管理处、审计

处、后勤处、保卫处、

离退休处、工会

基建处 韩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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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１６
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王万忠

马建华

钱永华

李　靖

党委校长办公室、离

退休处、宣传部、人

事处、计财处、后勤

处、工会、团委、高新

中学及离退休职工

代表

离退休处 赵斌亮

１７ 教学委员会 赵　忠
王跃进

马建华

赵　忠　王跃进
马建华　陈玉林
廖允成　刘同先
邹志荣　张智英
周恩民　陈　辉
吕家珑　马孝义
何东健　李书琴
岳田利　王　华
韦革宏　霍学喜
付少平　窦　琴
高锦明　方建斌
王国栋　王文博
杨家荣　刘卫军
马博虎　刘增潮
牛立新　胥耀平
冷畅俭　李　力
钱允祺　罗　军
杨改河

教务处 陈玉林

１８
信息化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
赵　忠

侯　曦
徐养福

党委校长办公室、网

教中心、宣传部、教

务处、科研处、推广

处、人事处、研究生

院、学生处、计财处、

国资处、后勤处、实

验室管理处、基建

处、图书馆、保卫处

网教中心
赵　曼
李　力

１９
贵重仪器设备

评议工作组
赵　忠

侯　曦
王跃进

实验室管理处、教务

处、科研处、国资处、

计财处及专家

实验室

管理处
牛立新

２０
老 龄 工 作 委

员会
赵　忠

徐养福

钱永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离

退休处、组织部、宣

传部、统战部、人事

处、计财处、工会、团

委、校医院及离退休

职工代表

离退休处 赵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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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２１
军训工作领导

小组
赵　忠

杨景昆

徐养福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保

卫处、宣传部、教务

处、学生处、计财处、

后勤处、国资处、团

委、校医院

保卫处 窦彬生

２２
物资采购领导

小组
侯　曦

杨景昆

王跃进

党委校长办公室、国

资处、纪委、教务处、

科研处、计财处、实

验室管理处、监察

处、审计处、后勤处、

基 建 处、工 会、图

书馆

国资处 张岁平

２３
基建、修缮项

目领导小组
张雅林

杨景昆

侯　曦
徐养福

党委校长办公室、基

建处、后勤处、纪委、

计财处、实验室管理

处、国资处、监察处、

审计处、离退休处、

工会

基建处 韩苏建

２４
计 划 生 育 委

员会
徐养福

后勤处、工会、人事

处、纪委、研究生院、

学生处、组织部、校

医院

后勤处 戴　军

２５
学 生 申 诉 委

员会
马建华

团委、纪委、学生处、

研究生院、教务处、

后勤处、保卫处、学

生会、研究生会及法

律顾问

团委 刘瑞明

２６
重大突发事件

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

张光强

孙其信

赵　忠（常务）
杨景昆

徐养福

马建华

党委校长办公室、保

卫处、宣传部、纪委、

教务处、研究生院、

人事处、学生处、计

财处、国资处、后勤

处、基建处、工会

党政办 赵　曼

２７
信息公开领导

小组
孙其信

王万忠（常务）

赵　忠
杨景昆

党委校长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监察

处、教务处、人事处、

研究生院、学生处、

计 财 处、国 资 处、

工会

党政办 赵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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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组长

（主任）

副组长

（副主任）
成员单位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秘书长）

２８
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

２９
节能减排领导

小组

工作由后勤处承担

３０
学生心理危机

应急处理领导

小组

工作由学生处承担

３１
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委员会
工作由工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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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殾

殾殾

殾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按照校党委统一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一致，开拓创新，积极推进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理论武装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切实做好舆论引

导和氛围营造工作，努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思想保证。

一、党的建设

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　根据校党委统一部署，组织部把搞好基层党委（总支）换届选
举作为２０１１年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谋划，提前思考，周密安排，细致工作，全力做
好全校２８个党委（党总支）集中换届选举工作。各党委、党总支从３月份开始按照“两上
两下”的原则，提出了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校党委４月１９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对候
选人进行了研究批复。４月下旬至５月中旬，各党委、党总支先后召开了党员大会（或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基层党的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党委还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纪委。校党委５月２６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对选举结果进行了研究批复，全校２８个基
层党组织换届工作圆满完成。从选举结果看，各基层党组织班子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初步实现了配强调优的目标，为学校更好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障。

修订《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根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陕西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精神，组织部对２００１年的《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征求意见稿。１１月份，在广泛征求校“两委会”委员
（不含校领导）、党委各部室负责人、各党委（党总支）书记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

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学习辅导读本，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大幅修改，形成

了《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修订稿。拟于年底提交校党委常

委会审议后印发实施。

党员发展和党组织建设工作　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慎重发展、改善结构的原
则，积极指导基层党委（党总支）在中青年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全年共审批

发展新党员３９０７名。截止１２月３１日，全校共有党员１４３３３名，其中在岗教职工党员
２１２６名，占在岗教职工总人数的４７．８６％；学生党员１０９４０名，占学生总人数的３８．３７％。
根据工作需要，对创新实验学院党总支和图书馆党总支的下辖支部进行了调整设置。截

至１２月３１日，全校共有二级基层党组织２８个，其中党委２４个、党总支４个；下设党支部
５００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１５６个，离退休党支部３０个，学生党支部３１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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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教育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对全校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９０周年庆祝大会、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重要讲话精
神，贺国强同志在部分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等作出安排部署。持续推

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推动理论学习制度化和规范化，切实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坚持不断完善校院两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汇编两级党委中心组专题参考资

料３期，全年校党委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７次，学校主要领导先后撰写理论文章、学习体
会１０多篇，公开发表５篇。坚持抓好师生面上学习与督促，全年共编印教职员工政治理
论学习材料２期１２０００多册；为全校各基层党委组织分发理论参考书籍３套２００多册。

举办专题辅导报告会，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坚持统筹做好全校形势政策教育工作，
严格履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与讲座的审核把关职责，密切联系２０１１年国内外主要形
势和理论热点问题，邀请余华青、杨玉玲、雷涛等人作主题报告５场。坚持做好对大学生
形势政策教育的指导，为所有本科学生班级订阅了由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出版的《时事报

告·大学生版》杂志。坚持做好网上形势教育和思想引导，承担负责省委宣传部设在我

校的大学生网络评论员队伍管理培训任务，我校网评员成绩位居全省各高校前列。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制定学校普法规划　承担并完成了２０１１年我校教师思想
政治状况滚动调查和省委宣传部调研协作网调研任务。积极承担面向省委宣传部的舆

情信息报送工作，全年向舆情中心收集上报信息３５０条，采用８５条。按照教育部、教育厅
要求，重新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研究制定了我校六五普法规划，组织开展了１２．４法制
宣传教育、法庭审判进校园、校园广播普法访谈等专题活动。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积极推动研究会建设　坚持与上级思政研究会联络沟通，
积极组织申报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１项，推荐１人担任全国林业系统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会理事，推荐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参评全省高校优秀基层研究会，推荐

２人参选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理事，推荐２人参评全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先
进个人。

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按照上级要求和校党委总体部署，指导推动全校精神文明
建设和“创佳评差”活动深入开展，认真完成２０１１年精神文明建设暨宣传思想工作总结
并按时上报省教工委，推荐经管学院参评全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最佳单位，推荐１
人参评全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推进大学文化品牌建设　在全面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总结大学文
化建设成果中的突出亮点和实践经验，提炼形成了《集成科技和人文　博览绿色文化　
传播生态文明———依托大学博览园彰显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探索与实践》调研报

告，荣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

等奖。

加强校史校情主题教育　坚持做好校史馆日常管理和内容更新，全年共接待各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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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活动２００余次，累计参观人数１５０００余人。与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学校博览园
密切合作，策划开展了“陕西著名作家走进杨凌”采风笔会活动。在新生入学期间，策划

举办了校史校情教育系列图片展，受到新生及家长的广泛关注。

强化师生德育建设　配合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文联主办，省曲艺家协会，
在我校举办“尚德重礼陕西人———全省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活动，使在场师生走进道德

模范闪光的心灵，深刻感受了他们崇高善良的人性光辉和宽广仁厚的道德力量。组织

２００名师生参观了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使大家接受
了一场生动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办好“校园银幕周周亮”活动，组织师

生观看《建国大业》、《南京南京》等爱国主义影片，全年放映电影９０多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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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基本情况统计表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序号 基层党组织
党支部

总数

学生党支部数 教职工党支部数

学生

党支部

总数

研究生

党支部

本科生

党支部

在岗职工

党支部数

离退休

党支

部数

１ 机关党委 ２３ ２３

２ 农学院党委 ２２ １７ ６ １１ ５

３ 植保学院党委 １９ １５ ９ ６ ４

４ 园艺学院党委 １９ １４ ７ ７ ５

５ 动科学院党委 ４３ ３５ １２ ２３ ８

６ 动医学院党委 ３９ ３２ １９ １３ ７

７ 林学院党委 ３３ ２５ １３ １２ ８

８ 资环学院党委 ２６ ２１ ９ １２ ５

９ 经管学院党委 ２６ ２２ １３ ９ ４

１０ 水建学院党委 ３２ ２５ ３ ２２ ７

１１ 生命学院党委 ２１ １５ ３ １２ ６

１２ 理学院党委 １４ ８ ３ ５ ６

１３ 机电学院党委 １８ １３ ３ １０ ５

１４ 信息学院党委 １９ １２ ３ ９ ７

１５ 食品学院党委 ２１ １８ ６ １２ ３

１６ 人文学院党委 １８ １５ ３ １２ ３

１７ 成教学院党委 ８ ６ ６ ２

１８ 葡萄酒学院党委 ５ ４ １ ３ １

１９ 外语系党委 １７ １３ ３ １０ ４

２０ 创新学院党总支 ５ ４ ４ １

２１ 离退休职工党委 ２７ １ ２６

２２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１１ １１

２３ 水保所党委 ６ ６

２４ 资产经营公司党委 ７ ７

２５ 场站管理中心党委 １１ ７ ４

２６ 图书馆党总支 ５ ５

２７ 体育部党总支 ２ ２

２８ 校医院党总支 ３ ３

合　计 ５００ ３１４ １１６ １９８ １５６ ３０

　　注：以上数据均来自２０１１年党内统计年报。

·２５·



基层党组织年度发展党员情况统计表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序号 基层党组织 总计
其中：

女 少数民族

在岗

职工

学生

合计 研究生 本科生
其他

１ 机关党委 ５ ３ ５

２ 农学院党委 １４７ ８３ ９ １ １４６ ３８ １０８

３ 植保学院党委 １６７ ８５ １１ ２ １６５ ３６ １２９

４ 园艺学院党委 １３０ ７２ ５ １ １２９ ２５ １０４

５ 动科学院党委 ２２９ ８２ １０ ２ ２２７ ２７ ２００

６ 动医学院党委 １５４ ８７ ８ １５４ ４２ １１２

７ 林学院党委 ３３９ １９７ １９ １ ３３８ ７０ ２６８

８ 资环学院党委 ２９１ １４０ １７ ２９１ ４４ ２４７

９ 经管学院党委 ３４３ ２４２ ２９ ３４３ ３０ ３１３

１０ 水建学院党委 ４４０ １２５ ２６ １ ４３９ ２２ ４１７

１１ 生命学院党委 １６９ １００ １２ １ １６８ ２４ １４４

１２ 理学院党委 １４３ ６０ ４ １ １４２ ３０ １１２

１３ 机电学院党委 ３１８ １０１ １２ ３１８ １０ ３０８

１４ 信息学院党委 ２０８ ８１ １０ ２０８ ４ ２０４

１５ 食品学院党委 １８８ １３７ ８ １８８ ２５ １６３

１６ 人文学院党委 １４１ ７８ １２ １４１ ２１ １２０

１８ 葡萄酒学院党委 ６２ ４５ ４ １ ６１ １１ ５０

１９ 外语系党委 ８８ ７３ ６ ８８ ４ ８４

１７ 成教学院党委 ２３８ １７５ １１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０ 创新学院党总支 ８４ ３８ ３ ８４ ８４

２１ 离退休职工党委

２２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８ ２ ８

２３ 水保所党委 ９ ４ １ ８ ８

２４ 资产经营公司党委

２５ 场站管理中心党委 ２ ２

２６ 图书馆党总支 １ １ １

２７ 体育部党总支 １ １

２８ 校医院党总支 ２ ２

合计 ３９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１６ ３１ ３８７６ ４７１ ３４０５

注：１．以上各项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１１年党内统计年报。
２．其他系指家属；离退休人员；毕业未就业学生中发展党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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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殾

殾殾

殾

学科建设与“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建设

学科建设与“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建设工作概述

学科建设与“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建设工作，以抓好“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实施、做好
“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自查与总结工作和组织开展重点学科预评估为工作重点，进一
步调整学科布局，优化学科结构，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

一、认真抓好“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实施

２０１１年是学校“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的关键年，是启动项目最多，投入建设资金最多
的一年。本年度累计安排学科建设项目１６项，下达建设资金６４９４万元，其中学院公共
平台建设３８０２万元，１１１引智基地项目建设１３５万元，千人计划平台建设１９０７万元，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１５０万元，智能温室建设５００万元，及时启动了学校确定的重点建设项
目。全年累计处理项目报支１８８笔，完成项目支出５３６８万元，各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为保证学科建设项目的执行取得实效，学校按照国家经费使用原则和具体要求，制

订了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明确项目建设任务和责任人，严格规范经费使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二、加强项目管理，做好“２１１工程”三期项目检查与总结工作

为做好“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检查与总结工作，学校组织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单
位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整理项目实施资料，撰写项目总

结报告，为明年的“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国家验收做好准备工作。
５月，学校对２０１１年以前安排的所有建设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认真梳理了各

建设项目设备购置、国资登记、经费报支等情况。对已完成的建设项目及时整理相关资

料，做好财务信息核对和登记记录工作；对执行进度慢的项目，及时查找原因，协助相关

单位加快执行进度。

９月下旬，学校对全校所有学科建设项目实施进度、设备使用及管理情况、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项目建设成效以及学院公共平台建设情况、千人研究平台及团队建设情况进

行了实地检查。经检查，２０１１年前累计安排建设项目６２个，安排建设资金９６６８．３１万
元，共实现支出９３１６．３９万元，完成率达到９６．３６％。“２１１工程”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已
基本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三、完善制度建设，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随着建设资金的增加，学校平台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大型设备的购置不断增

加，为了规范和加强“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解决仪器设备购置过程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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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制度性问题，学校在相关部门充分交流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９８５工程”建设项目仪器设备购置与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并起草出台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１１工程”建设项目仪器设备购置与管理实施细则》，为学科建设项
目的顺利实施做好了制度保障。

四、积极开展学科预评估，为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做准备

为了深入总结我校“十一五”以来的学科建设成效，为明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工作

做好准备，同时也为学校实现学科分类管理与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学校制定了学科评估

工作方案，重点组织对学校７个一级学科和２５个二级学科进行预评估。各相关学院按照
方案要求完成了自查、自评工作，并按时上报了学科评估材料。学校多次组织专家对评

估材料进行审议，并召开讨论会，及时掌握评估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配

合工作。

五、进一步调整学科布局，优化学科结构

优化学科布局，理顺学科关系，突出学科特色，是学校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根据学

校学科建设规划，为了加强生物学、食品学科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科的建

设，学校将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学科分别由动医学院、动科学院划转到生命学院，将农产

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科由机电学院划转食品学院，将理学院环境工程相关科教人员划转

资环学院，理顺了学科点与主要科教人员长期分离的问题。为加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学科建设，并理顺水保所关系，学校就该学科建设进行多次调研和讨论，组建了学科建

设小组，有效促进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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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

类别 学科名称 学科代码

国家重点学科

（７个）

１．植物病理学 ０９０４０１

２．土壤学 ０９０３０１

３．临床兽医学 ０９０６０３

４．农业水土工程 ０８２８０２

５．果树学 ０９０２０１

６．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０９０５０１

７．农业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０１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２个）
１．作物遗传育种 ０９０１０２

２．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０９０４０２

省部级重点学科（２５个）

１．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０９０１０１

２．作物遗传育种 ０９０１０２

３．果树学 ０９０２０１

４．蔬菜学 ０９０２０２

５．茶学 ０９０２０３

６．土壤学 ０９０３０１

７．植物营养学 ０９０３０２

８．植物病理学 ０９０４０１

９．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０９０４０２

１０．农药学 ０９０４０３

１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０９０５０１

１２．临床兽医学 ０９０６０３

１３．森林培育 ０９０７０２

１４．森林保护学 ０９０７０３

１５．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０９０７０７

１６．农业机械化工程 ０８２８０１

１７．农业水土工程 ０８２８０２

１８．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０８２８０３

１９．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２８０４

２０．食品科学 ０８３２０１

２１．植物学 ０７１００１

２２．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０

２３．生态学 ０７１０１２

２４．农业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０１

２５．林业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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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介绍

植物病理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学学科是西北地区唯一的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１９３８年由涂治和王云章先生组建，先后在孙万祥教授、李振岐院士等老一辈工作者的不
懈努力下，目前已发展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学科方向相对稳定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培养

和科技创新基地。

植物病理学学科于１９６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分别被国家批准为硕
士、博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９年被农业部批准为部级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
级重点建设学科；学科点拥有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农业部太白小麦条

锈病重点科学野外监测试验站，２００４年建设了“９８５工程”科技创新平台，获批“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岗位和教育部创新团队。

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３６人（博士学位获得者２２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１２人、副教
授（副研究员）９人，博士生导师１１人。拥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１人，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 １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１人，全国模范教师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获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１次。

目前，该学科在“千人计划”入选者许金荣教授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康振生教授

的带领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学科水平日益提升，形成了研究领域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植

物免疫学、真菌系统学、植物病毒学和植物生态病理学４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致病机理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近年来，本学科以西北地区重要农作物病害为主攻对象，将传统的植物病理学研究

手段与组织学、细胞学、细胞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起来，就寄主植物的抗病机制、

病菌的致病机理与毒性变异、蚜虫传毒机制与植物病毒化学防治、真菌系统分类、病菌的

群体分子遗传结构及病害的综合防治等方面，从群体、个体、组织、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开

展了综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明显地提高了本学科整体研究水

平。一些研究成果已在陕、甘、宁、川、豫、鲁等省区大面积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为促进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土　壤　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土壤学学科历史悠久，早在１９３４年学校成立之初就开始招收本
科生，１９５９年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６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所在一级学科“农业
资源利用”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９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西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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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技大学组建之后，由原西北农业大学土壤学学科点和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土壤学学科点合二为一，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力量，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和知名度，２００２
年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

本学科现有科教人员４８人（博士学位获得者３１人），其中教授１６人，博士生导师１１
人。拥有中科院院士１名，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１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者１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
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１个。拥有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国
家级野外生态站２个，农业部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２个，野外试验基地４个。在对外交流
合作方面，与美、英、俄、日、德、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的教学科研机构具有广泛合作

关系。

我校土壤学学科立足西北地区，以生态环境修复和粮食安全为切入点，以水土资源

高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在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以及土壤地理与资

源方向，逐步形成和凝炼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研究内容，并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目

前主要从事盐碱土改良和矿区土壤复垦、不同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循环、干旱半干旱地

区土壤水分养分高效利用及调控、土壤质量提升、温室气体排放、土壤污染防治等领域的

科研及技术推广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善系

统的培养模式。学科点人才辈出，既培养了老一辈国际知名的土壤化学家于天仁院士，

又有新一辈的中青年科学家如张福锁教授等。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赞誉，借

助国家的“９８５工程”和重点学科建设等项目，土壤学国家重点学科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势头蓬勃发展，该学科点自１９９６年以来承担国家攀登计划、“８６３”计划、重点攻关项目、
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等２００余项。

学科点依据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这个战略性目标，力争在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演变及动态监测与管理，提高旱地土壤生产力等相关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进一

步完善学科领域、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依据社会发展不断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与其他学

科结合，扩大土壤学在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内的基础性研究，促进学科交叉与发展，争取使

该学科发展成为既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流水平学科，又能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临床兽医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临床兽医学学科于１９３６年成立，经过盛彤笙、王建辰、钱菊汾、段
得贤等教授和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梯队合理、师资力量雄厚的教学科研群体，建成以胚

胎工程、动物中毒性与营养代谢性疾病及动物生殖内分泌与繁殖障碍为特色的优势学

科。该学科于１９７８年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２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６年获博士学位授
予权，１９９９年被评为陕西省和农业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１年被评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学科
点现有科教人员４０名，其中教授１２名，副教授１４名，拥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者１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１人，承担“８６３”、“９７３”、国家攻关、国家重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等研究课题４０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科学大会奖近２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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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先后研发出牛羊胚胎体内规模化生产和移植技术、牛胚胎体外生产技术和良

种奶牛性控胚胎生产技术，在全国１５个省、市、自治区推广１２万多枚胚胎，取得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研制出人类胰腺干细胞系、牛羊皮肤干细胞系、角膜缘干细胞系，构建成

功人工角膜上皮，经致盲实验兔移植，复明效果显著。研制出一批良种牛羊的永生化体

细胞系，优化了核供体细胞研制技术、卵母细胞质量控制技术、细胞和胚胎高效体外培养

技术和胚胎表观遗传修饰技术，建立了体细胞高效克隆技术体系，获得一批体细胞克隆

良种牛羊。围绕牛的乳腺炎、口蹄疫、结核病、布鲁菌病等重大疾病，克隆了一批抗病基

因及其调控元件，构建了系列抗病载体，研制出一批抗病转基因细胞系，形成了生产抗病

转基因克隆牛羊的高效技术体系。

该学科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部批“家畜生殖内分泌研究室”。率先将 ＲＩＡ技术应用于
家畜生殖激素测定，阐明牛、羊生殖生理和某些生殖疾病的生殖激素变化规律及其机理，

将成果应用于兽医临床病学，推动了兽医产科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揭示了小鼠和山羊

早期胚胎基因表达、山羊胚胎细胞致密化和极化规律及囊胚形成的分子调控机理，开展

了山羊妊娠期子宫局部细胞因子网络的调节等生殖免疫学研究，为完善家畜胚胎工程技

术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健康的保障、公共安全和高层

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作出了重大的社会贡献。

农业水土工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历史悠久，是在近代著名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

１９３４年创办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和１９４１年著名水利专家沙玉清教授创立的西北
农学院农田水利研究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先后获批硕士和博士学
位授予权，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获批农业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获批国家重点建设学
科。目前设有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旱区作物高效用

水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旱区农业水土工程重

点实验室及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综合性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学校对学科优势资源进行了整合，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农业水

土工程学科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的重点建设领域，学科的平
台和基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学校批准成立了独立建制的“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

院”，划拨２００多亩土地，并投入３０００万元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作物高效用水模
拟试验区、灌溉水力学试验大厅等，为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科点现有固定研究人员５１名（博士学位获得者２８人），其中教授（研究员）２６人，
博士生导师１８人。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１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
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２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１人，教育部高校青年
教师奖获者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
资助计划”入选者２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

该学科针对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土环境恶化，而农业用水效率又相当低的

现状，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土环境问题的解决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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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立足西北，面向整个干旱半干旱地区，以水—土—植物有机结合，工程措施和农业生

物措施相统一为特色，长期以来形成了旱区灌溉农业节水的应用基础、节水灌溉新技术

及其设备研制与开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土环境、农业水土工程建设理论与技术等 ４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在ＳＰＡＣ水分动力学及节水调控机制、非充分灌溉理论、渠道量水、
防渗技术、高含沙水利用、辐射井和轻型井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许

多成果已在西北和其他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解决我

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土环境恶化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果　树　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学学科始于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６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经过孙华、原
芜洲、贺普超、李嘉瑞等几代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学科优势不断增强，在国内享有盛名，

逐步形成了葡萄野生种质资源与抗逆基因的利用、西北主要果树种质资源与创新、黄土

高原优质苹果关键技术研究、西北果树逆境生物学、西北果品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等５个
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研究方向。

该学科１９６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１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６年获博士学位授予
权，１９９９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０年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７年被评为
国家重点学科。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５３人（博士学位获得者２８人），其中教授（研究员）
１９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２２人，有博士生导师 １０人、硕士生导师３１人。拥有教育部跨
世纪人才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２人。

该学科拥有“农业部西北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苹

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科研基地。近年来，先后培育和推广苹果、梨、桃、猕猴

桃、樱桃等二十多个优良新品种，获得２０余项科技成果和国家发明专利；在葡萄方面，系
统研究了芪合成酶、抗病相关转录因子、病程相关蛋白等基因功能和中国野生葡萄抗逆

性及育种利用；在苹果栽培方面，提出了以大改形、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四项关键技术

为重点的优果工程，有力地促进了陕西苹果产业的发展；建立了果品采后处理和苹果浓

缩汁加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使果品和果汁出口大幅度增加。目前，在科学研究、队

伍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和服务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等方面

均取得了喜人成绩，已成为我国西部果树植物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创建于１９３６年，在邱怀、刘荫武、路兴
中、董光明、张岳等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凝练，形成了生物技术

与动物育种、动物遗传资源研究、动物生殖生理调控等３个稳定且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
的研究方向。１９６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４年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权，１９９９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设立畜牧学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５年获得畜牧
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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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４２人（博士学位获得者３３人），其中教授１５名、副教授２０名，
博士生导师１４名。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生命科学部委员１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专业组成员４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３人，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者 ４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１个。目前承担国家“９７３”项目（子课题）、“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和省部级行业专项及攻关计划等各类研究课题５０余项。

该学科立足西北地区固有畜禽品种资源，利用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细胞生物

学、基因组学和转基因动物等现代生物学原理与方法，以培育和改良适合西北地区的具

有优质、高产、抗逆等特性的畜禽品种为目标，系统地开展了动物遗传育种理论、方法与

技术、动物资源评价、保护与利用和动物生殖生理与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通过“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等项目的持续建设，该学科瞄准世界该学科的科学技
术发展前沿，根据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科技需求，按照“突出特色、发挥优

势、重点突破”的原则，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聚集人才队伍、构筑研究平台、提升学科水

平。力争在动物遗传资源的评价保护和利用、肉用动物肉脂产品形成的分子机理、肉牛

和肉羊、奶牛与奶山羊主要经济性状分子基础及育种应用方面有明显突破，形成本学科

在全国的优势和特色。

农业经济管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创建于１９３６年，１９６０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１９８１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４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９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
科，１９９８年获批设置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０年获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７年获批国家重点学科。经过张德粹、刘潇然、熊伯蘅、万建中、
王广森等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现已形成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营与管理、农村

金融、农业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４个特色研究方向。拥有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应用经济研究中心、资源经济环境管理、农村金融研究

所等研究机构。

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４１人（博士学位获得者２３人），其中教授１７名、副教授１９名，
博士生导师１２名，硕士生导师１９名。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教育
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２人，教育部“高
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１人，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者３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１个。

经过７０余年的发展积淀，该学科围绕西部地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现代
农业成长的环境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模式、西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支撑政

策、农产品运销及贸易政策、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组织绩效评价、农业投资制度改革与

投资模式、农户经济演变规律及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西

部农业资源承载量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地、森林等生物资产价值评估与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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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经济效益评估与补偿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该学科围绕西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实际经济问题，遵循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相

结合的思路，通过不断凝炼与反复提升式发展，力争在研究方向凝炼、方法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完善方面取得突破，尤其在农村金融、产业经济、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等方面突出

特色，为解决西部地区农村经济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培养适应区域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

大力提升本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作物遗传育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发端于１９３２年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
北农业大学的前身）筹建时期。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开始作物育种试验，１９３６年招收本科生，
１９６０年开始培养研究生，１９８２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５年设立作物学博士后流动站，
１９９６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９年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农业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被评为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２００９年被陕西省设为首批“三秦学者”岗位。在几代专家学者辛
勤耕耘下，凝炼出了作物遗传育种理论与方法、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利用、作物远缘杂交

与染色体工程、作物生物技术与育种等４个主要研究方向。
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９３人，其中教授２８人，副教授４０人，博士生导师４３人。拥有国

家、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６人，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１人，省级教学名师１人，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３人，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者８人。

该学科现有国家杨凌农业生物技术育种中心、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等国家

级研究中心２个；农业部西北地区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北旱区
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小麦育种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作物杂

种优势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陕西省植物遗传工程育种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小麦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玉米工程研究中心、陕西省小麦新品种培养工程研究中心等省部

级科研基地８个；农作物遗传改良与种子工程、旱作农业技术工程等科研创新平台２个，
校外科研教学推广基地９个，这些均为学科内教学、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条件。

在７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学科先后涌现出以赵洪璋、李振声院士、宁锟研究员等
为代表的杰出专家，先后选育了“碧蚂 ｌ号”、“丰产３号”、“小偃６号”、“陕农７８５９”、
“陕２２９”和“小偃２２”等８０多个小麦优良品种，引导陕西及我国黄淮主产麦区６次小麦
品种更新换代；育成了“武单”和“陕单”系列等一批玉米杂交种，“陕油”系列等一批油菜

杂交种，“陕棉”系列等一批棉花优良品种。此外，还在甘薯、大豆、谷子、荞麦等作物选育

方面亦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以及省部数

十项科技奖励。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成果辈出，有力地推动了黄河中下游及西北地区

农业生产和学科的发展，为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和粮棉油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

经济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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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创建于１９３６年，经过著名昆虫学家周
尧、路进生、袁锋等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优势领域不断扩大，是我国首批硕士、博士

学位授权点，西北地区唯一的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我国昆虫学高

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１９８２和１９８４年分别获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获批植物
保护一级学科博士点，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９年被评为农业部和陕西省重点学科，
２００７年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学科点现有科教人员４３人，其中教授１５人、副教授１４人。拥有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１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１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和“三八红旗手”
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４人。

该学科现有植保资源与病虫害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

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农业有害生物无公害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等省部级科研基

地。目前已形成昆虫系统学与生物多样性、昆虫生态学与害虫综合治理、昆虫生理生化

与毒理、资源昆虫利用与保护生物学４个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昆虫系统学与生物多样
性方向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昆虫生态学与害虫综合治理

方向以小麦吸浆虫、蚜虫、果树害虫为特色，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昆虫生理生化与毒理

研究方向出版国内第一本《昆虫生物化学》，在天然产物农药毒理学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发展势头良好；资源昆虫利用与保护生物学方向在传粉昆虫利

用、斑蝥素农药研发和珍惜濒危昆虫保护利用方面有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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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９８５工程”科技创新平台简介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９８５工程”办公室批复，我校正式获批建设３个科技创新平台，
其中Ⅰ类平台１个，为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科技创新平台；Ⅱ类平台２个，分别为畜禽养
殖与重大疫病防治科技创新平台、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与生物源农药创制科技创新平台。

一、“９８５工程”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科技创新平台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水安全与生态安全战略目标，以解决制约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

可持续发展中所面临的干旱缺水与水土流失两大关键问题为重点，以提高水土资源利用

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科技目标。通过融合我校现有的土壤学和农业水土工程国家重

点学科，把土壤学、生态学、农业水土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作物遗传育种、植物

学以及林学等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改革现有学科的组织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通过

“９８５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的实施，为将土壤学、农业水土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林学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以及将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为国家

实验室奠定基础。在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的基础理论、旱区植物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

旱区农业节水技术与装备、生态修复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

平台将建设一流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实验分析、野外监测、试验示范科研平台，建成

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过程模拟与分析测试系统，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野外试验示范与定

位监测网络和旱区植物种质资源研繁基地和作物新品种展示园区。同时在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上创新，促进出人才、出成果，力争造就２～３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形成
一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创新团队。

通过“９８５工程”二期，在承担的国家重大项目任务的带动和支撑下，预计通过３年左
右的建设，确保我校国家级重点学科———农业水土工程和土壤学不但在国内继续保持领

先水平，而且为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础，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作物遗传

育种学科建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力争组建一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团

队，取得２～４项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将平台建设成为国际一流
水平的旱区农业与生态修复国家实验室。

平台规划建设总经费１．５６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０．９０亿元，陕西省财政配套
０．３６亿元，学校自筹０．３０亿元。

二、“９８５工程”畜禽养殖与重大疫病防治科技创新平台

结合国家农业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和西部大开发的现实需要，围绕西部畜牧业快

速、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与技术需求，立足西部重要畜禽遗传资源，依托我校畜

牧学、兽医学和生物学３个一级学科现有的二级学科的研究基础和特色，强化学术队伍
建设，管理和运行机制创新，把现有的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开放实验室和校级

科研实验室、科研基地等３０余个科研设施整合为畜禽养殖与重大疾病防治科技创新平
·４６·



台。具体包括西部畜禽遗传资源与改良、家畜胚胎工程与繁殖、畜禽营养与饲料资源利

用、畜禽重大疾病防治４大研究方向。目标是通过该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凝练学
科方向，整合学科队伍，管理机制创新，创建具有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畜牧和兽医学科，

力争使其成为畜禽养殖与重大疾病防治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１．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按照西部畜禽遗传资源与改良、家畜胚胎工程与繁殖、畜禽营养与饲料资源利用、畜

禽重大疾病防治４大研究方向，购置相关大型仪器设备，配套研究设施，整合和改造现有
科研设施。

２．人才队伍建设
按照上述４大研究方向，采用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创建一支高水平的科技创

新学术团队。

３．创新机制建设
探索建立一种灵活、开放、跨学科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推进畜禽养殖与重大疾病防

治科技创新平台运行机制创新，形成“开放、共享、竞争、流动、高效”的运行机制。

平台建设总经费为３７００万元，其中中央财政２５００万元，陕西省政府配套７００万元，
学校自筹５００万元。

三、“９８５工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与生物源农药创制科技创新平台

本项目依托我校植物保护学、生物学、林学３个一级学科和植物病理学等９个二级
学科与现有科研基地优势，针对制约我国农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重大有害生物开展成灾机理、植保资源生物多样性与利用、生物源农药创制和防治关键

技术研究，为有效控制其大区流行与危害、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和全面

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植物保护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和技术支撑，对已有实验

室进行整合与提升，组建农业有害生物治理与生物源农药创制科技创新平台，招聘“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１～２人、学术带头人８人，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２５人，建立公平公正、开
放流动的竞争、激励机制和资源共享、提高效益的运行机制。力争在５年内建成农业有
害生物治理与生物源农药创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０年内使本学科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

平台建设经费为３７００万元，其中国家“９８５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央财政专项２５００
万元，陕西省财政配套７００万元，学校自筹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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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目标及内容

学校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以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为重点，推动了相关学科

快速发展。学校秉承“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以推进旱区农业发展为己

任，坚持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道路，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后十年，是学校实现“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奋

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

设的意见》，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

的批复》，制定了我校“９８５工程”三期建设规划。

一、总体建设思路与目标

１．总体建设思路
瞄准国家旱区农业发展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以建设国际先进水平学科、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以学术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建设为核心，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为动力，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与成果转化平台，推进

国际化办学进程，全面提升学校的人才培养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力争２０２０年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奠定坚
实的基础。

２．总体目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旱区农业发展，着力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实现学

科发展与队伍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人才培养的有机统一，核心办学指标基本达到

国内一流大学水平。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汇聚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建成一批国际知名的特色学科和创新平台，
取得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力争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整体达到国内一流，

主要评价指标基本达到国际公认的研究型大学标准。

二、主要建设内容

１．学科建设
（１）建设思路及目标
瞄准国家旱区农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凝炼学科方向，建设若

干一级学科及跨学科研究平台，力争在旱区农业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进一步加强已有传统优势学科建设，提升学科群整体水平，建设若干国家级重点学科；优

化学科结构，大力加强生物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发展，提高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在提升和改造传统农科中的作用；构建若干跨学科研究平台，鼓励多学科交叉，尤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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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科与大农学科的交叉，力争在更高层次上培育新兴特色学科，提升学科水平；创新学

科发展机制体制，促使学科平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在学科发展上

的有机统一，大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快建成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

（２）建设内容
１）旱区农业生物资源与逆境生物学研究；
２）旱区植物遗传改良与种子工程研究；
３）农业高效用水与旱区水工程研究；
４）农林有害生物治理与生物源农药创制研究；
５）畜禽高效养殖与重大疾病防控技术研究；
６）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研究；
７）旱区农田土壤质量提升和养分资源高效利用；
８）西北森林生态系统保育与经营关键技术研究；
９）农产品精深加工与食品安全研究；
１０）现代农业信息与技术装备研究；
１１）天然产物资源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研究；
１２）西部农林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创新基地；
１３）学科建设组织管理模式改革。
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１）建设目标
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２＋Ｘ＋Ｙ”多元化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机制，即按“２年学科通识教育＋１年学科专业教育 ＋５年硕博连读”，培养农林
学科学术精英；按“２年学科通识教育 ＋２年学科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 ＋２年学术型硕
士”，培养创新创业技术的领军人才；按“２年学科通识教育＋２年学科专业教育与创新实
践＋１年专业学位硕士”，培养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高级管理者。

（２）建设内容
１）通识教育与创新课程体系建设；
２）实训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３）国际合作教学资源建设；
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３．学术领军人物与创新团队建设
（１）建设思路及目标
按照学校人才强校战略实施意见，坚持培养、引进、使用并重的方针，采取超常规举

措，以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中心，以加快造就学术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

团队为重点，以提升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和青年后备人才为基础，面向重点学科和新兴

交叉学科，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加快引进“千人计划”、“长江学者”、“三秦学

者”、“后稷学者”等高层次人才；面向校内优秀人才，实施“杰出人才培养工程”，选拔支

持４０岁左右的中青年骨干人才，使其引领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实施“创新团队建设
工程”，以高层次领军人物为核心，以创新平台为依托，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按任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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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从机制、体制、政策和条件等方面进行扶持，使其尽快脱颖而出，成为我校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任务和国际合作交流的中坚力量。

（２）建设内容
１）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
２）杰出人才培养工程；
３）创新团队建设工程；
４）创新型师资队伍建设工程。
４．自主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１）建设思路及目标
围绕不同学科群对基础支撑条件的需求，整合大型装备和科研基础设施资源，创新

开放共享机制，建设２～３个装备先进、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大型设备公共平台和数据
中心；以服务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完善“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构建以区域试验站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通过公共平台和推广体系建设，改善基

本科技创新条件，提升科技创新手段和技术支撑能力，促进学科发展，服务区域经济，从

根本上提升学校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围绕生命科学类学科群需要，分别在南北校区建设生命科学类大型通用设备公共平

台，在南校区建设温室群；依托图书馆和网络中心建设资源数据中心，为大农学科发展提

供先进技术手段支撑和信息服务。

（２）主要建设内容
１）公共大型设备共享中心建设；
２）科研基础支撑条件建设；
３）资源数据中心建设；
４）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体系建设。
５．国际交流与合作
（１）建设思路及目标
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学术竞争力和国际化办学水平为

目标，大力开展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及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交流。以扩大学校的国际影

响力为总揽，进一步提升校际合作层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

议；以提高学校的国际竞争力为突破口，加强国际合作科研机构建设，主动参与国际重大

科技项目，大力引进外国智力；以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为核心，引进国际优质教育

资源，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

以实施国际化战略为动力，构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行政管

理的主动型国际合作交流新格局，国际合作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态势。学

校的学术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增强。

（２）建设内容
１）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２）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３）留学生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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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９８５工程”科技创新平台主任、秘书及方向专家

平台名称 平台主任 平台秘书 平台方向专家

旱区农业与环境修复科技创新

平台
吴普特 张富仓

雷廷武　吴普特　张改生
刘国彬

畜禽养殖与重大疾病防治科技创

新平台
罗　军 林　青

陈　宏　陈玉林　张　涌
张彦明

农业有害生物治理与生物源农药

创制科技创新平台
康振生 王保通 康振生　吴文君　张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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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一、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１．西北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政策
西北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政策项目依托主干学科农业经济管理，瞄准可持续

发展国际研究前沿，围绕西北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生态安全领域的重大需求，凝练

“农林经济持续发展理论与模式”、“农林产业经济管理”、“农林资源开发与环境管理”研

究方向，以西北农林经济持续发展系统预测和演化路径、基于生态成本内生化的农林产

业发展战略与模式、边际分析为基础的农林资源与环境核算体系及方法研究为突破点，

在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农林资源环境核算理论与方法、农林产业政策评价方面形

成特色。

通过“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力争在农林经济可持续模式、农林产业发展战略及产业
组织创新、农林资源环境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使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达到

国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林业经济管理进入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序列，并促进农林经济管

理一级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２．西部地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灾变机理与综合治理
西部地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灾变机理与综合治理项目依托“植物病理学”国家重点

学科和“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是“十五”建设项目的延续。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加强农业病虫害重点学科建设，对于巩固国

家粮食安全生产以及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害生物系统分类、ＤＮＡ条码鉴定
和生物源农药研究，将本学科建成我国农业有害生物分类鉴定中心和生物源农药创制

中心。

预期在农作物重要病原菌功能基因组、抗病虫基因的克隆、寄主与病原菌、寄主与害

虫的互作关系、病虫害成灾机理、重大病虫害防控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小

麦条锈菌基因组研究、蚜虫传毒专化性分子机理、小麦吸浆虫成灾机理等研究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源农药。

本项目拟重点在小麦抗条锈菌功能基因组及分子标记与克隆，疫霉菌无毒基因克隆

及功能、小麦吸浆虫成灾机理、生物源农药创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西部地区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治理提供支撑，实现防治有害生物的最佳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３．西北旱区农业水工程建设理论、技术与装备
西北旱区严重缺水，水土环境问题突出，直接影响着该区域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和社

会和谐发展。“西北旱区农业水工程建设理论、技术与装备”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针对强

化旱区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建设高水平研发队伍、培

养高水平创新人才，提升我国农业水土工程等学科水平，维护国家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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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缓解西北旱区缺水、水土环境恶化问题和创建国际有影响的学科为目标，依

托我校农业水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瞄准我国在非充分灌溉理论、节水工程装备、农业水

工程建设技术等方面与国际先进学科的差距和旱区农业水工程建设需求，凝练出农业高

效用水与水资源持续利用理论、西北旱区农业水工程建设技术、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与装

备等３个方向进行学科建设。
通过“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推动学校农业水工程学科群发展，使学科研究条件接近

同期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支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创新团队。

４．黄土高原侵蚀环境生态修复理论与模式
黄土高原侵蚀环境生态修复理论与模式项目，基于对生态修复基础理论的研究，建

立黄土高原不同侵蚀环境生态修复模式，科学评价生态修复区域环境影响的方式和程

度，解决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中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本项目建设，以创建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土壤学科为目标，瞄准土壤学国际前沿，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

学科队伍和构筑学科平台，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使以土壤学重点学科为核心

的学科群得到快速发展，科学研究得到重点突破，学科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通过

急需仪器设备的购置和野外研究基地设施的完善，着力加强学科研究平台建设，建立开

放、共享、高效的运行机制，不断改善科研和人才培养条件。

通过“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成果、研究条件等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和黄河健康生命维持提供理论、技术和人才

支撑。

５．西北优势果树种质资源优异基因挖掘应用与抗逆调控栽培
西北优势果树种质资源优异基因挖掘应用与抗逆调控栽培项目依托主干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果树学，瞄准果树学科功能基因组学、抗逆机理和逆境调节技术等国际研究前

沿，围绕满足我国果树产业发展对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需求，以凝练形成“西北优势果

树种质资源抗逆基因挖掘应用”和“西北果树抗逆基因应用及调控栽培技术研究”两个学

科项目方向为突破点，在苹果、葡萄、猕猴桃、桃、柿种质基因资源研究及育种应用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在果树抗逆生理、分子生物学机理和逆境调控方面形成特色，育成优质果树

品种２～３个。
经过“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提高现有农业部西北园艺植物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重点

开放实验室的研究条件和水平，构建果树种质资源评价、优异基因研究利用和逆境生理

生态公共研究平台，提升果树学科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和逆境生理生态研究方面创新研

究能力；力争在中国野生葡萄抗病基因和苹果抗旱基因研究上有新的突破；使果树学学

科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园艺植物种植资源学达到国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带动

园艺学科整体建设水平的提升。

６．动物医学生物技术与临床重要疾病防控
动物医学生物技术与临床重要疾病防控项目依托临床兽医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围绕

国家对家畜良种和临床重要疾病防控的重大需求，以动物胚胎工程与转基因技术、动物

中毒性疾病、动物生殖障碍性疾病防控为主要研究方向，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

队伍和科研创新平台，大幅度提升学科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和整体研发水平，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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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动物胚胎工程、动物中毒性疾病和繁殖障碍性疾病防控的关键基础理论和技术瓶

颈，使学科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重点突破胚胎工程、转基因抗病育种、动物中毒性疾病、动物生殖障碍性疾病防控的

核心技术。建成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构筑起动物生殖生理和胚胎工程、动物中毒性

疾病防控、繁殖障碍性疾病控制３个国际一流研究平台，学科的原始创新、技术集成创新
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形成完整、稳定的转基因乳腺生物反应器和转基因克

隆动物生产技术体系，获得一批牛羊乳腺生物反应器和一批抗病性转基因家畜；在动物

中毒病和繁殖障碍性疾病方面取得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７．西北地区畜禽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
西北地区畜禽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项目根据西北地区固有畜禽品种资源的种质特

性、生态环境和畜牧业发展对优质抗逆畜禽品种的需要，经过“２１１工程”三期项目的实
施，通过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学科平台，使主干学科整体水平达到

国内同类学科一流水平。其中，在动物抗逆和肉用动物肌肉发育与脂肪沉积的遗传基础

和基因表达调控、肉牛和奶山羊的遗传改良等方面有重要突破，形成并发展该学科的优

势和特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经过“２１１工程”三期项目的实施，探明西北地区固有畜禽品
种在优质、抗病、抗高寒和抗缺氧等方面种质特性的遗传基础及其基因表达调控，通过基

因网络解析、品种分子设计及育种材料创制等现代遗传育种手段，建立起动物分子与细

胞工程育种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体系，培育３～５个具有明显特点和优势的畜
禽新品种（系），为西北地区优质高效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品种资源保障。

同时，通过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学科平台，使研究条件明显改善：

具有从事功能基因组、功能蛋白组、表观遗传、ＳＮＰ分析、突变检测、细胞分离、报告基因
的原位时空表达和转基因等方面研究工作的条件，争取进入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序

列；学科水平明显提升：整体水平达到国内同类学科一流水平，其中，在动物抗逆和肉用

动物肌肉发育与脂肪沉积的遗传基础和基因表达调控、肉牛和奶山羊的遗传改良等方面

有重要突破，形成并发展该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成为我国，尤其是西

北地区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领域高水平成果研发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８．旱区小麦育种理论与技术创新
旱区小麦育种理论与技术创新项目面向小麦重要农艺性状分子遗传改良和种质创

新与利用、小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及对应代谢组学、小麦杂种优势利用、小麦常

规育种与分子育种紧密结合等学科前沿，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为目标，围绕小麦育

种中的重大科技难关，在旱区优异小麦种质的发掘与创制、小麦遗传改良与育种创新理

论及技术的建立，以及小麦超级新品种的培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攻关，并带动油菜、玉米、

特色小杂粮等作物提高研究水平。

经过本项目建设，使作物遗传育种学科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旱区小麦育种

理论与技术创新以独有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占有一定学术声誉和地位。

９．西北重大森林病虫鼠害成灾机理及控制技术
西北重大森林病虫鼠害成灾机理及控制技术项目围绕国家及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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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理论与先进技术的需求，紧密结合西北脆弱森林生态系统重大

森林病虫鼠害及外来有害生物持续发生的实际和理论前沿，力争在杨树抗病性和微生物

提高树木抗逆性分子机制、松小蠹和杨树天牛生态调控机理与生物防治技术、抗逆性微

生物应用技术、植物源杀鼠剂利用与林地鼠害控制等研究领域取得重点突破。

在研究条件建设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国家林业局森林保护重点学科的优势，补充完

善森林保护学重点学科仪器设备，重点建设林木抗性与分子生物学共享研究平台，保障

森林保护学科在森林微生物抗逆性分子机制、森林锈病分子遗传学、小蠹虫和天牛等森

林害虫成灾机理及生态控制、植物源杀鼠剂研制与应用技术等研究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使森林保护学科主要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

进水平，构建起与西北重大森林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相适应的师资队伍、学科研究平台

和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使本学科达到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准，在国内相同研究领域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的学术地位。

二、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项目

１．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１）国际学术报告；
（２）国内学术报告；
（３）研究生公共课教学实验平台；
（４）研究生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
２．队伍建设项目
（１）高层次人才建设计划；
（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３）高层次优秀人才引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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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教学

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概述

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按照学校２０１１年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建设
国际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目标，从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出发，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促进

了研究生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优化配置招生指标，提高生源质量，促进研究生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

１．实施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暂行）》，将招生指
标配置到学院，再由学院根据各学科的特点配置到导师，由导师全年统筹使用。

２．修订出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管
理办法》，进一步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力度，提高了研究生生源质量。２０１１年共接收推
荐免试生７００名，其中学术型推荐免试生４７１名，全日制专业学位推荐免试生２２９名。此
外，我校有１５９名学生分别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
所免试录取，有效地促进了推荐免试生的校际交流。

３．加强研究生招生宣传，合理配置招生指标，吸引优秀生源。２０１１年我校共录取各
类研究生２７６１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３５３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１５１３人，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５００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３９５人，其中来自研究生院高校和
“２１１工程”建设高校的博士生源比例达到９０．４％，来自省属以上高校的学术型硕士生源
比例达到９４．０５％，较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４％。

二、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构建以适应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培养体系

１．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深化研究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和选课机制，重点开展了博士

生英语课程和研究生政治课程的教学改革。

继续开展以提高博士研究生科技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的博士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改

革从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入手，将公共英语调整为以培养应用能力为核心的博士科

技英语。

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

的意见》文件精神，积极做好我校研究生政治课程改革，修订培养方案２４３个，其中硕士
生培养方案１０３个，博士生培养方案７１个，硕博连读生培养方案６９个，并依据有关课程
改革文件精神下发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政治课教学任务。
２．实施研究生优质课程中期检查及共享平台建设
完成了２０１０年遴选的２６门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组织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
·４７·



年遴选的５０门优质课程项目负责人在“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中录入课程建设材料等内
容，开展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网上互动式教学。和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合作，将“教学资

源网”开放课程平台面向研究生群体使用，向研究生提供国内外３７６２门开放课程的教学
材料。

３．加强研究生学术交流
２０１１年共邀请吴常信院士、杨焕明院士等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生举办学术报告３６

次。共有１２８名研究生被“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其中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７２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５６人。选派６名研究生参加台湾知名大学的访学
交流项目。

４．提高研究生的论文质量
２０１１年我校授予学位的研究生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公开发表

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论文共３３８篇，比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４２．０２％。博士生人均发表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论
文０．９８篇，较２０１０年增长０．１１篇。硕士生人均发表 ＳＣＩ、ＥＩ论文０．０７４篇，较２０１０年
增长了０．０２７篇。博士生连续两年发表 ＳＣＩ论文单篇影响因子和累计影响因子都达到
１０以上。博士生发表ＳＳＣＩ论文实现了零的突破。

５．检查、落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研究环节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

［２００９］１号文件要求，对４４名２００９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进行了
考核，对１９１名２０１０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６．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
实施以大学农业推广体系为依托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遴

选。修订完善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管理办法》。

７．强化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实施意见》。

８．制定研究生教育工作规划
在充分调研和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十二五”规划》初稿。

三、做好学科点申报和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学位授予质量

１．组织申报并获批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５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１０个。
目前，我校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１６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２８个。
２．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补充办法（试行）》，

做好导师遴选和培训工作。２０１１年遴选研究生指导教师１０４人，其中博士生指导教师３０
人，学术型硕士生指导教师７０人，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４人。组织开展了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聘任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工作。

３．获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提名论文１篇，获评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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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评选办法》，苏建民等１０名博士
研究生荣获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
５．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及奖励办法》，开展了首届校级

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共评选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７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８篇。

６．２０１１年共召开四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共１８７７人，
其中授予博士学位２３１人，硕士学位１６４６人。由于学位授予信息上报准确、及时，我校
被评为首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７．组织申报教育部博士点基金７５项，获批２０项，其中优先发展领域２项，博士生导
师类８项，新教师类１０项。

四、加强教育与管理，建立长效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生日常管理机制

１．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博士生学术论坛，共有１７０名研究生在论坛上做了学术交流，９
名研究生获优秀论文一等奖，１８名研究生获二等奖，２８名研究生获三等奖。
２．制定并完善了《硕士研究生基本奖学金动态考核细则》，组织开展了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

级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奖学金动态考评工作。完成了２９０名研究生助教和３００名研究生助
管的聘任、考核和津贴发放等工作。

３．完成了研究生毕业离校和新生入学接待、教育工作。组织开展了研究生困难补
助、助学贷款、先进集体及个人和宝钢教育奖学金、先正达、石声汉、大北农励志助学金等

社会奖学金的评选奖励工作。

４．组织研究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第八届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演讲赛、
“我心中的好导师”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研究生书画摄影展、各种球类比赛
等，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生的校园业余文化生活。研究生自主创办的《研究生通讯》荣获

“全国优秀研究生校园媒体”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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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表

一级学科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设站

时间（年）
涵盖的二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学科门类

作物学 ０９０１ １９９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遗传育种 ０９０１０２

植物资源学 ０９０１２０

种子工程 ０９０１２１

农学

园艺学 ０９０２ １９９１

果树学 ０９０２０１

蔬菜学 ０９０２０２

茶学 ０９０２０３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 ０９０２２０

葡萄与葡萄酒学 ０９０２２１

设施园艺工程 ０９０２２２

农学

农业资源利用 ０９０３ １９９１

土壤学 ０９０３０１

植物营养学 ０９０３０２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 ０９０３２０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０９０３２１

肥料学 ０９０３２２

资源环境生物学 ０９０３２３

农学

植物保护 ０９０４ １９９１

植物病理学 ０９０４０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０９０４０２

农药学 ０９０４０３

植保资源利用 ０９０４２０

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 ０９０４２１

农学

农林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 １９９１

农业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０１
林业经济管理 １２０３０２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１２０３２０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１２０３２１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１２０３２２
农村金融 １２０３２３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政策 １２０３２４

管理学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 １９９９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水土工程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０８２８０３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２８０４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２８２０
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０８２８２１

工学

·７７·



　　续表

一级学科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设站

时间（年）
涵盖的二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学科门类

生物学 ０７１０ ２００１

植物学 ０７１００１

动物学 ０７１００２

生理学 ０７１００３

水生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４

微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５

神经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６

遗传学 ０７１００７

发育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８

细胞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９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物理学 ０７１０１１

生态学 ０７１０１２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２０

药用植物学 ０７１０２１

化学生物学 ０７１０２２

理学

畜牧学 ０９０５ ２００３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０９０５０２

草业科学 ０９０５０３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０９０５０４

农学

兽医学 ０９０６ ２００７

基础兽医学 ０９０６０１
预防兽医学 ０９０６０２
临床兽医学 ０９０６０３
动物生物技术 ０９０６２０

农学

林学 ０９０７ ２００７

林木遗传育种 ０９０７０１
森林培育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保护学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经理学 ０９０７０４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０９０７０５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０９０７０６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０９０７０７

农学

食品科学与

工程
０８３２ ２００７

食品科学 ０８３２０１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０８３２０２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０８３２０３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０８３２０４

工学

水利工程 ０８１５ ２００９
水文学与水资源 ０８１５０１

水利水电工程 ０８１５０４
工学

·８７·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序号 一级学科 授权类别 获批时间

１ 生物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３．０９

２ 生态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８

３ 水利工程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４ 农业工程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０．１２

５ 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６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７ 风景园林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８

８ 作物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１９９８．０６

９ 园艺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０．１２

１０ 农业资源与环境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１９９８．０６

１１ 植物保护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１９９８．０６

１２ 畜牧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１３ 兽医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３．０９

１４ 林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１５ 草学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６ 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０．１２

１７ 社会学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１８ 科学技术史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９ 机械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２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２１ 土木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２２ 化学工程与技术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２３ 轻工技术与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２４ 林业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２５ 软件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６ 水产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２７ 中药学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２８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 ２００６．０２

注：国家正在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修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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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目录

序号 类别 代码 领域名称 代码 获批时间（年）

１ 金融 ０２５１ ２０１０

２ 社会工作 ０３５２ ２０１０

３ 工程 ０８５２

建筑与土木工程 ０８５２１３ ２０１０

水利工程 ０８５２１４ ２００２

农业工程 ０８５２２７ ２００２

环境工程 ０８５２２９ ２００２

食品工程 ０８５２３１ ２００２

生物工程 ０８５２３８ ２００２

４ 农业推广 ０９５１

作物 ０９５１０１ １９９９

园艺 ０９５１０２ １９９９

农业资源利用 ０９５１０３ １９９９

植物保护 ０９５１０４ １９９９

养殖 ０９５１０５ １９９９

草业 ０９５１０６ ２００５

林业 ０９５１０７ １９９９

渔业 ０９５１０８ ２０１０

农业机械化 ０９５１０９ １９９９

农村与区域发展 ０９５１１０ １９９９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０９５１１１ ２００７

农业信息化 ０９５１１２ ２００７

食品加工与安全 ０９５１１３ ２００７

５ 兽医 ０９５２ １９９９

６ 风景园林 ０９５３ ２００５

７ 林业 ０９５４ ２０１０

８ 中药学 １０５６ ２０１０

９ 工商管理 １２５１ ２００９

１０ 公共管理 １２５２ ２０１０

·０８·



校级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２０１１届博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序号 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
一级学科

名称

二级学科

名称
学位论文题目

１ 王学春 李　军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

与耕作学

黄土高原气候变化与作物生产系统

响应模拟研究

２ 耿会玲 吴文君 植物保护 农药学
新型双膦配体的合成与β－羰基烯胺
的不对称催化氢化

３ 徐伟荣 王跃进 园艺学 果树学
中国华东葡萄抗白粉病芪合成酶基

因及启动子克隆与功能分析

４ 陈　豫 杨改河 生物学 生态学
中国农村户用沼气区域适宜性与可

持续性研究

５ 王幼奇 邵明安
农业资源

利用
环境科学

陕北小流域植被耗水过程及环境因

素影响研究

６ 王玉宝 吴普特 农业工程
农业水

土工程

节水型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研究———

以黑河流域为例

７ 麻妙锋 王俊儒 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
β－乙酰氨基丙烯腈类化合物的不对
称催化氢化

·１８·



２０１１届硕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序号 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
一级学科

名称

二级学科

名称
学位论文题目

１ 魏　遥 花保祯 植物保护
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
长翅目昆虫视觉器官超微结构研究

２ 焦　阳 昝林森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

牛ＭＹＰＮ与 ＡＣＯＸ１基因分子特征、
ＳＮＰｓ检测及其与肉质形状的关联
分析

３ 文甲龙 孙润仓 林业工程
林产化学

加工工程

竹材硬头簧细胞壁主要成分的分离、

结构表征及全组分化学改性研究

４ 陈家欢 王华岩 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猪羊水干细胞特异向心肌细胞分化

及其中 Ｗｎｔ通路相关因子的表达
变化

５ 曹　晖 华进联 兽医学
动物生物

技术

永生化胎猪胰腺源间充质干细胞株

的建立及向胰岛素分泌细胞分化

６ 姚慰炜 马孝义 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

工程

环状管网布置与管径优化模型和算

法研究

７ 黄晓文 王进义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酒精对人乳腺癌

细胞ＭＣＦ－７迁移影响的研究

８ 袁亚林 孔　荣 工商管理 会计学
天气风险对西部农户正规融资的影

响及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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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获奖人员

序号 姓 名 学 号 所在学院 专 业 指导教师

１ 冯　浩 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４８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康振生

２ 李正男 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０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吴云锋

３ 贾小旭 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７４ 资环学院 环境科学 邵明安

４ 安小鹏 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６１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曹斌云

５ 黄永震 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５５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陈　宏

６ 苏建民 ２００９０６０３２４ 动医学院 发育生物学 张　涌

７ 刘计良 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４０ 水建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王正中

８ 王　霞 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７８ 理学院 生物信息学 王永华

９ 涂　琴 ２０１００６０３２３ 植保学院 化学生物学 王进义

１０ 李圣坤 ２０１００６０３２０ 植保学院 化学生物学 吴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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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 号 学科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门类

１ 吴　? 女 Ｂ０７００５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２ 肖永贵 男 Ｂ０８１３３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３ 张洪映 女 Ｂ０８００４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４ ＡＬＹ 男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８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５ 周琳瞞 女 Ｂ０８００７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６ 李　玮 男 Ｂ０７００６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７ 蔡太义 男 Ｂ０８１２５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８ 路海东 男 Ｂ０６１１９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９ 王学春 男 Ｂ０８１２７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１０ 龙明秀 女 Ｂ０２０４３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１１ 张仁和 男 Ｂ０５０１４ 植物资源学 农学博士

１２ 杨习文 男 Ｂ０７０５２ 植物营养学 农学博士

１３ 叶协锋 男 Ｂ０７０５０ 植物营养学 农学博士

１４
ＳｈａｕｋａｔＡｌｉ
Ａｂｒｏ

男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２５ 植物营养学 农学博士

１５ 付　洁 女 Ｂ０６２３４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１６ 董艳玲 女 Ｂ０５０１５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１７ 龙书生 男 Ｂ０３２０８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１８ 王晓敏 女 Ｂ０６２２９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１９ 郝兴安 男 Ｂ０５０２３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２０ 周新力 男 Ｂ０７０１７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２１ 高立强 男 Ｂ０４２５８ 植物病理学 农学博士

２２ 惠麦侠 女 Ｂ０４２３９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 农学博士

２３ 张宗勤 男 Ｂ０５０９４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 农学博士

２４ 师守国 男 Ｂ０７０６６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农学博士

２５ 张　磊 男 Ｂ０７１１０ 预防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２６ 姜金庆 男 Ｂ０７１０８ 预防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２７ 王春平 女 Ｂ０８１７４ 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 农学博士

２８ 王　益 男 Ｂ０５０５８ 土壤学 农学博士

２９ 徐　海 男 Ｂ０８３２９ 土壤学 农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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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陶文芳 女 Ｂ０６２６９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农学博士

３１ 刘梦云 女 Ｂ０４２７６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农学博士

３２ 杨永辉 男 Ｂ０８２３６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农学博士

３３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ｚａｍｋｈａｎ 男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２３ 蔬菜学 农学博士

３４ 许忠民 男 Ｂ０４２３４ 蔬菜学 农学博士

３５ 李建设 男 Ｂ０４２３２ 蔬菜学 农学博士

３６ 宋于洋 男 Ｂ０７２５２ 森林培育 农学博士

３７ 张　强 男 Ｂ０４１４５ 森林培育 农学博士

３８ 买凯乐 女 Ｂ０７２５３ 森林培育 农学博士

３９ 王小玲 女 Ｂ０８２２２ 森林培育 农学博士

４０ 徐国前 男 Ｂ０６１２２ 葡萄与葡萄酒学 农学博士

４１ 蒋　宝 男 Ｂ０８３２７ 葡萄与葡萄酒学 农学博士

４２ 李二虎 男 Ｂ０７１３３ 葡萄与葡萄酒学 农学博士

４３ 翟　卿 女 Ｂ０６２２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４ 刘　召 男 Ｂ０６２２５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５ 魏永平 男 Ｂ０２０９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６ 胡想顺 男 Ｂ０４２４９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７ 都二霞 女 Ｂ０５０３４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８ 蔡立君 女 Ｂ０６２２４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４９ 马丽滨 男 Ｂ０８１４４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０ 张新民 男 Ｂ０８１４７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１ 彭凌飞 男 Ｂ０８１６８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２ 张天涛 男 Ｂ０８１４５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３ 郭宏伟 男 Ｂ０８１４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４ 杨立军 男 Ｂ０７０２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５ 刘　扬 女 Ｂ０８１６５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６ 魏久锋 男 Ｂ０８１４３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学博士

５７ 孙慧敏 女 Ｂ０４２６１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 农学博士

５８ 周一万 男 Ｂ０４２４３ 农药学 农学博士

５９ 侯　军 男 Ｂ０７０２７ 农药学 农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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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楚元奎 男 Ｂ０６０２９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１ 陈冬梅 女 Ｂ０６０２８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２ 辛晓玲 女 Ｂ０６０３０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３ 吕长荣 男 Ｂ０４０３８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４ 刘　军 男 Ｂ０７１１６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５ 梁素丽 女 Ｂ０７１１８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６ 李红飞 男 Ｂ０７１１７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７ 张艳艳 女 Ｂ０５１３１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８ 王　妍 女 Ｂ０７１１５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６９ 邢福珊 男 Ｂ０３０３５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７０ 张春辉 女 Ｂ０７１１４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７１ 孙得发 男 Ｂ０３０２８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７２ 胡延春 男 Ｂ０８２１０ 临床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７３ 王大玮 男 Ｂ０７２４９ 林木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７４ 王志癉 男 Ｂ０８２００ 基础兽医学 农学博士

７５ 张正科 男 Ｂ０６１９２ 果树学 农学博士

７６ 白团辉 男 Ｂ０８３０３ 果树学 农学博士

７７ 樊红科 男 Ｂ０８０１４ 果树学 农学博士

７８ 孟颢光 男 Ｂ０４２２５ 果树学 农学博士

７９ 王顺才 男 Ｂ０７０５９ 果树学 农学博士

８０ 王益兵 男 Ｂ０７１００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农学博士

８１ 卜书海 男 Ｂ０６０１８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２ 黄　萌 男 Ｂ０８１８４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３ 周正奎 男 Ｂ０８１８３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４ 李新建 男 Ｂ０８１８０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５ 朱广琴 女 Ｂ０７０９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６ 郑雪莉 女 Ｂ０３０１５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８７ 刘中华 男 Ｂ０７１２１ 动物生物技术 农学博士

８８ 曹仲华 女 Ｂ０７１０３ 草业科学 农学博士

８９ 程　杰 男 Ｂ０８１９８ 草业科学 农学博士

９０ 杨维霞 女 Ｂ０５２２３ 植物学 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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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单长卷 男 Ｂ０７２２０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２ 唐　燕 女 Ｂ０４１９２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３ 刘红云 女 Ｂ０７２２３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４ 王瑞庆 男 Ｂ０５２２２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５ 周自云 女 Ｂ０４１９３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６ 聂小妮 女 Ｂ０４１８９ 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９７ 赵　胜 男 Ｂ０６０４２ 遗传学 理学博士

９８ 栗现芳 女 Ｂ０７０８３ 遗传学 理学博士

９９ 庞永红 女 Ｂ０７０８０ 遗传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０ 张　宝 女 Ｂ０８０６８ 遗传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１ 梁　倩 女 Ｂ０８０４１ 药用植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２ 贾文文 男 Ｂ０７０８６ 细胞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３ 胡军和 男 Ｂ０８０７２ 细胞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４ 邓振山 男 Ｂ０７２２６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５ 张　维 女 Ｂ０７２２７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６ 张海涵 男 Ｂ０８０６３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７ 龚明福 男 Ｂ０５０４２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８ 李　丽 女 Ｂ０６１５０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０９ 朱　超 男 Ｂ０７２３２ 微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０ 李喜莲 女 Ｂ０７０７６ 水生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１ 陈志远 男 Ｂ０７２５９ 生物物理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２ 单丽伟 女 Ｂ０４１７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３ 杨亚州 男 Ｂ０３１４３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４ 王生毅 男 Ｂ０４１７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５ 李红兵 男 Ｂ０５２３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６ 马占强 男 Ｂ０８１０７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７ 张彦锋 男 Ｂ０６１４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８ 文颖强 男 Ｂ０３１４２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１９ 陈　豫 女 Ｂ０８０３３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０ 楚莉莉 女 Ｂ０８１１７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１ 赵　鹏 男 Ｂ０７０３１ 生态学 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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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李　茜 女 Ｂ０８１１６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３ 王春阳 男 Ｂ０７０３８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４ 张蓓蓓 女 Ｂ０７０２９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５ 高　天 男 Ｂ０６２４２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６ 何　帆 女 Ｂ０８０３８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７ 邱　玲 女 Ｂ０６２４５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８ 丁晓辉 男 Ｂ０６２５３ 生态学 理学博士

１２９ 麻妙锋 女 Ｂ０７２６１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０ 石新卫 男 Ｂ０８０４５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１ 杨　健 男 Ｂ０７２６４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２ 张　洁 女 Ｂ０７２６６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３ 刘汉伟 男 Ｂ０７２６０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４ 杨胜祥 男 Ｂ０８０４４ 化学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５ 何玉龙 男 Ｂ０５１０１ 发育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６ 贺小英 女 Ｂ０６０２１ 发育生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７ 吴江维 女 Ｂ０６００９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８ 李国喜 男 Ｂ０７０６９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３９ 史怀平 男 Ｂ０７０６８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０ 白　亮 女 Ｂ０７０７２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１ 闵育娜 女 Ｂ０５０９６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２ 张国华 女 Ｂ０６００８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３ 赵丽丽 女 Ｂ０６０１０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４ 史新娥 女 Ｂ０６００４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５ 李文烨 男 Ｂ０７０７３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６ 罗　肖 女 Ｂ０８０２３ 动物学 理学博士

１４７ 陈巧玲 女 Ｂ０４１５６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４８ 梁红卫 男 Ｂ０６１３０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４９ 苟安经 男 Ｂ０６１３１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０ 肖婷婷 女 Ｂ０７１７８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１ 徐创洲 男 Ｂ０７１８４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２ 党晓虹 女 Ｂ０７１８５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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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陶艳梅 女 Ｂ０７１８６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４ 李　辉 男 Ｂ０７１９０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５ 赵靖伟 女 Ｂ０８２５８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６ 程　伟 男 Ｂ０８２６１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７ 赵婉莹 女 Ｂ０８２６４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８ 任耀飞 男 Ｂ０８２６６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５９ 贺书霞 女 Ｂ０８２８２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０ 李继刚 男 Ｂ０８２５３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１ 夏支平 男 Ｂ０８２５６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２ 商兆奎 男 Ｂ０８２６５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３ 许迎春 男 Ｂ０７１８８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４ Ａｓｓｅｍ
ＡｂｕＨａｔａｂ 男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５ 赵晓林 男 Ｂ０１１２８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６ 王　谊 女 Ｂ０４０９３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７ 郑英宁 男 Ｂ０４１１０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８ 陈江生 男 Ｂ０４１２９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６９ 王金照 女 Ｂ０４１３５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０ 余景选 男 Ｂ０５１５３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１ 刘中文 男 Ｂ０５１５６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２ 黄建强 男 Ｂ０５１７１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３ 梁高峰 男 Ｂ０６０６８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４ 李　林 男 Ｂ０６０９６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５ 付青叶 男 Ｂ０７１４７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６ 贾海涛 男 Ｂ０７１４８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７ 郭　斌 男 Ｂ０７１５３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８ 毕玉平 女 Ｂ０７１５７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７９ 周文丽 女 Ｂ０８２４２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０ 姚增福 男 Ｂ０８２４８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１ 郎付山 男 Ｂ０８２４９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２ 岳冬冬 男 Ｂ０８２６９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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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张　静 女 Ｂ０８２７０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４ 邵　飞 女 Ｂ０８２７１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５ 杨　朔 男 Ｂ０８２７７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６ ＡＮＤＲＩＡＮＪ
ＡＫＡＢａｔｓｏｌａ 女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７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７ 司马文妮 女 Ｂ０２１５６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８ 齐　涛 男 Ｂ０３０９０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８９ 张晓慧 女 Ｂ０４０７９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０ 张传时 男 Ｂ０６０７８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１ 李尧远 男 Ｂ０７１４０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２ 黄庆华 女 Ｂ０７１４９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３ 郭群成 男 Ｂ０８２７４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４ 罗文春 女 Ｂ０８２７５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５ 叶晓凌 女 Ｂ０４０９１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６ 国　亮 女 Ｂ０４０７１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７ 戴　芳 女 Ｂ０６０５６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８ 王玉龙 男 Ｂ０８２６７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９ 郝金磊 男 Ｂ０８２８７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２００ 寇明婷 女 Ｂ０８２９６ 农村金融 管理学博士

２０１ 孙志红 女 Ｂ０８２９４ 农村金融 管理学博士

２０２ 贺　蕾 女 Ｂ０８３００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政策 管理学博士

２０３ 郭志勤 女 Ｂ０８２８０ 林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２０４ 张智韬 男 Ｂ０７２０７ 水文学与水资源 工学博士

２０５ 孙艳伟 女 Ｂ０７２０９ 水文学及水资源 工学博士

２０６ 林劲松 男 Ｂ０４２１６ 水利水电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０７ 张宽地 男 Ｂ０６１８６ 水利水电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０８ 龚　宁 女 Ｂ０３１５８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０９ 王毕妮 女 Ｂ０８０８０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０ 王树林 男 Ｂ０７１２５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１ 贺　江 男 Ｂ０８０９０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２ 杨继红 女 Ｂ０６１６５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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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 号 学科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门类

２１３ 田　玲 女 Ｂ０７１２４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４ 梁　俊 男 Ｂ０５１３８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５ 李　敏 女 Ｂ０５１４１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６ 白雪莲 女 Ｂ０６１６８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７ 王　军 男 Ｂ０７１２７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１８ 顾　蓉 女 Ｂ０７２０５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１９ 刘　昕 女 Ｂ０６１８３ 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０ 谢恒星 男 Ｂ０７２１４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１ 孟秦倩 女 Ｂ０３１７０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２ 姚立民 男 Ｂ０７２１７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３ 吴　杰 男 Ｂ０７１９４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４ 杨中平 男 Ｂ９９００３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博士

２２５ 唐晶磊 女 Ｂ０６０５１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博士

２２６ 刘文娟 女 Ｂ０７０４８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２７ 李　雅 女 Ｂ０７０４４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２８ 王幼奇 男 Ｂ０８０７８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２９ 易维洁 女 Ｂ０７０４７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３０ 丛　伟 男 Ｂ０７０４５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２３１ 苏　涛 男 Ｂ０８０７６ 环境科学 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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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名单

学 历 硕 士

农 学 硕 士

植物病理学

童新蒙　　宋加贵　　张秋丽　　胡小敏　　殷　辉　　郝心愿　　武占敏
刘　丹 王　蕾 黄　静 庄　华 赵　娜 杨海萍 郭一丹

黄　园 明章勇 王玉林 尹军良 白应文 马丽杰 高　静
李　峰 魏　锋 曾庆东 张文婷 王明刚 秦瑞凤 张宁宇

徐皖彬 徐齐君 谢飞舟 ＥＬ－ＳＨＡＲＡＷＹＡＨＭＥＤＡＢＤ（尼罗）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

梁　静 刘亚婷 汪晓谦 田　英 肖　宇 刘学成 卢　艳
周　倩 李长新 李国琴 刘　楠 付镇芳 罗　雷 邹　臖
王　倩 张　栋

森林经理学

夏天凤 王　超 陈　绵 王　芳 孙存举 保积存 张玉宏

马瑞兰 张伐伐 王　淼

植物资源学

高　飞 赵如浪 刘瑞英 孔令童 崔荣美 牛文慧 潘世娟

葛一洪

种子工程

史红飞 周　博 王　琨 陈晓文 杨政伟 韩　凯

作物遗传育种

王　丹 张　娜 王玉卿 郑小亚 王琪琳 王一峰 王永行

王　娜 王延鹏 张文涛 李艳飞 魏添梅 张　晶 谭秀芳

宁江权 杨希文 梁　强 李亚鑫 李志业 南炳东 卫江辉

朱祥芬 臧　闻 王　川 谢晓兵 盛　英 任万杰 王亮明

宋瑜龙 赵洁岚 王超生 安　强 崔建民 翟朝增 宋立红

张小东 郑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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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付　颖 吴　兴 路文涛 杨海迪 杨　健 吴　冬 任长宏

王亚莉 谭胡燕 任晶晶 刘仲发 王　敏 张社红 张丽华

李　儒

农药学

许　丹 范瑞娟 梁伟博 樊朋飞 刘　永 曹忠军 陈瑞刚

刘桂伶 白建军 朱志宽 程永鹏 杨　艳 周大伟 李林茹

丁新吉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树叶 伏召辉 魏　遥 郑　燕 丁昌萍 杨晨亮 王艳蓉

于海利 罗　坤 陈红敏 黄　晶 刘　露 林　江 韩　娟
黄忠宝 张金钰 高　超 李万梅 谭黎霞 张方梅 霍伟欣

杨建强 蒋朝忠 邓明明 姜　超 钟海英 陈东旭 李晶晶

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

冀媛媛 杜　超 肖　蕊

植保资源利用

陆德玲 李　蓉 王云虎 林星华

茶学

李小霞 宋传奎 李　瑞 宋红霞

果树学

王　彪 赵明慧 田国栋 石　玉 陈小利 辛付存 高奇超

陆平波 赵亮明 张　乐 徐吉花 薛志霞 李　燕 巴巧瑞

王艳丽 刘亚杰 胡　敏 王　琰 江道伟 张　黎 昝　燕
魏　平 吕燕荣 吴行昶 程　亮 王爱连 王平平 徐义杰

夏源苑 魏　敏 李　爽

设施园艺工程

韩瑞锋 刘　燕 白润峰 王　韬 达会广

蔬菜学

马勇斌 李海萍 高宁宁 谌智鑫 苏　敏 于娜娜 孙希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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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吴江敏 梁元凯 茹　磊 李永新 朱　巍 许　艳
郑俊饈 柴喜荣 周　静 李姗蓉 李　威 卢兴孟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樊俊喜 刘新燕 马莉薇 王　瑞 王成磊 常亚兰 梁　静
孟庆玲 张　萍 马　婧 杨　璐 杨玉霞 彭雪林 王宝宁

徐　鹏 张云鹏 王　凯 季洪亮 周叶玲 李　莉 崔亚静

王润丰 翁少滨 陈东燕 谢得娟 王海银 孙安妮 丁　明
陈贵林 魏代谋 常凤云 李汶承 周书娟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崔易虹 任　洁 田金辉 张渭斌 刘月光 焦　阳 凡志国

宋付标 卫利选 郭本玲 张永强 李　君 王洪程 陈秋菊

贾杰只 郎咸政 王　勇 邢瑞芳 朱金龙 方　 郝　娟
吕　彬 屈　炼 范红静 朱江江 杨明娟 王韵斐 李陇平

常振华 张　腾 钟　瑜 ＡＤＯＬＩＧＢＥＣＡＭＵＳＭＡＨＯＵＧＮＯＮ（康慕思）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彭炳勇 杨会玲 周琴琴 杜　娟 黄亚娟 寇慧娟 黄　雪
于红霞 杨涵江 杨　绒 高　洋 范　鑫 刘　姚 宋秀平

罗　成 孙　琳 刘敬敏 韩旭峰

草业科学

夏茂林 杨宏新 刘玉燕 杜　欣 马丽敏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杨利利 赵泮峰

林木遗传育种

帅焕丽 冯欣欣 李　霞 邵妍丽 薛惠丹 赵　飞 陈　艺

森林保护学

杜薇薇 蔡　英 白露超 王　乐 陈元瑶 姜自如 田强强

张　明 何亚龙 崔永红 张海风

森林培育

保长虎 范红霞 马　佩 周　慧 杨保林 薛　敏 李晓杰

权金娥 邵囡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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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马　超 赵宝鑫 秦　琳 孙璐宏 丁奋霞 徐金娟 郭　盼
!

玉洁

动物生物技术

孙军伟 王　芳 曹　晖 王　静 向　华 程媛媛 宋　豪
上官陶 吴　江 徐志坤

基础兽医学

胡亚南 施珊珊 王　瞡 王红梅 李福元 吴延磊 刘　伟
张凤凤 刘安刚 商育锦 王成龙 何　强 吕颜枝 王晓姗

赵红妮 赵建乐 赵　蓓

临床兽医学

卢　围 吴苏君 熊显荣 白东宁 徐晓彬 刘　洁 付明哲

马　尧 荆新堂 李　振 荣　杰 王　芳 王大会 赵贵民

白　波 乔海娇 俞晓丽 杜　珊 李亮亮 肖佳佳 潘　瑞

预防兽医学

赵莉娟 汤智慧 王　翔 吴此玲 赵莉群 吴静希 楚秋霞

李宇立 姚　婧 康　恺 杨幼聪 韩慧平 罗　兴 刘　颖
张　倩 郭娟娟 刘　辉 孙　黎 李君丽 彭维刚 吴耀丽

张三东 温俊歌 姜晓晨 薄联锋 孙　岩 刘龙飞 郜　原
胡　健 李燕丽

肥料学

刘　艳 张　明 李可懿 胡志桥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

李富翠 刘　瑞 申小冉 车金鑫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汪　星 周珊珊 雷　东 付艳玲 刘　莹 胡　林 郭　文
李岚斌 张　琛 马　宁 简金世 梁翠萍 张晶晶 马丽梅

张良德 周　东 袁　殷 罗　婷 杨青森 王建国 吴　芳
杜　璇 秦瑞杰 张思祖 付广军 张　波 黄琳琳 王利霞

李　睿 刘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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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曹伟鹏 李　晓 马廷刚 杜　娜 王　婧 刘先龙 俞方圆

张　姣 刘瑞丰

土壤学

陈　璐 成　毅 石占飞 曾艳娟 何晓雁 李文卓 温明霞

刘庆芳 葛玺祖 孙志华 鞠　艳 王春风 李珊珊 李　花
何　锋 来　源 李晓明 谈　晔 丁　强

植物营养学

赵爱青 张纪涛 张　继 李晓月 郑小春 董明蕾 任卫东

杨　芳 孟晓瑜 郑　杰 薛　澄 李秀丽

资源环境生物学

杜　微 安　雨 孙　颖 孔　娜 朱文杰

葡萄与葡萄酒学

张予林 王丽娜 侯　敏 张小转 艾丽丽 刘金串 陈　锋
王汝調

理 学 硕 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　洋 郭彦飞 连金番 乔小霞 由焦化 张东武 张　宏
张　芳 周　培 朱瑞萌 张　楠 邢　媛 苑丽娜 杨海艳

段晓雷 张　丽 花　庆 马　婧 武传东 李新宇 王　丽
豆　玲 刘　湛 史晓燕 夏淑红 刘　兰 潘军锋 肖　亮
张　伟 刘三阳 严瑞芬 王海凤 吕　科 曹　华 唐如春

李　莉 刘晓霞 李嘉宏 吴勇延 李　媛 李志慧 李慧婧

韩　岗

水生生物学

张荣芳 李　杰 韩　靖 衡建福 郑　尧 刘　品 孙海涛

辛静静 安　迪

遗传学

雷　洁 李战伟 徐　瑶 何　诚 闫林慧 侯　飞 刘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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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雨婷 王　辰 李昌澎 程　睿 张　亚 李荣荣 王紫骞

动物学

高　丽 薛　梅 沈　涛 高晓娟 杨秋梅 吕瑞凯 孙　婵
ＮＧＡＢＵＭＡＬＯＢＩ（加布）

生态学

胡有宁 魏婉玲 何建平 王　征 李文静 张　彤 赵晓春

李奇睿 普　琼 史　培 李　伟 李　苗 刘振学 杨　玲
任军辉 毛红玲 郭　宁 杨引禄 蔡志风 李明霞 郝旺林

魏玉奎 孙　颖 王　蓓 陈　凯 边丹丹 杨晓毅 秦廷松

刘雪凤 田海燕 李桂显 李　婷 宋淑亚 王　来 迟　铭
刘　强 黄　娟 高俊芳 王海霞 刘镜波 邱　瑞 张翠翠

邹　俊 王缠军 王志彬 夏志敏 方　凯

发育生物学

陈家欢 鲍建昌 杨　博 杨媛媛

神经生物学

卢　习

生理学

傅　晨 薛鹏浩

细胞生物学

韩翠芹 孟书燕 张姗姗 黄晓文 朱海鲸 尚朋朋 解芸菲

安　磊 吴小胜 许　丹 杨　晨 张　华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陈凤娟 张春梅 赵龙山 申　健 李　俊 刘红艳 李慧燕

刘明辉 吴　艳 楚　杰 万　龙 田明璐 赵　臻

生物信息学

李　慧 张　飞 闫宝荣 梁亚峰 黄晓太 赵燕清 兰芙蓉

李云霞 韩炎森

微生物学

雷亚萍 江　微 朱永真 任雅萍 孔　洁 沈志红 陈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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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豫琪 朱凤晓 王崇鼎 王婷婷 徐　利 甘恩宇 詹俊鹏

常　昕 李翠霞 沈耀耀 杨　洋 姚丽娟 赵晓会 刘小云

王晓辉 徐　炜 傅晓方 黄玲玲 高秋荣 李　莎 王军星

于妍华

药用植物学

袁保刚 张玉翠 尹丹丹 张晓贤 白　伟 沈　双 赵　欣
任　飞 苏银芬 郝晓燕 杜利利 张　臖 赵云青

植物学

左小容 李　晓 石福高 沈江洁 王　颖 罗安荣 邓　磊
刘晓蕾 李惠茹 魏素娜 张　莹 郭　杰 陈倩倩 徐伟洲

朱艳丽 史　雷 宋相帝 张　锦 郝启飞 刘忠霞 马兰兰

石慧清 王　伟 李迟园 刘　雨 岳晓娜 柴玉琳 李守真

郝影宾 段　磊 廉满红 董永会 杜　勇 刘晓婷 张　翔
汪李宏 田　胄 王　佳 雷　霁 代佳佳 梁　超 王　研
张婷婷 周雪洁 于　涛 王改利 李腾飞 韩红江

化学生物学

王文俊 宋　娜 于洪瑞 张志芸 沙　俊 徐　琰 王　勇
李虎强 屈　欢 王　茜 郑　峰 江东新 刘友涛 宋启亮

魏宁宁 刘丙蕊 杨　冰 张　琦 罗和义 曹　军 师　伟
杨鹏飞 高涵莹

生物物理学

郭星亮 李峥刚 张根柱 刘　江 邸丽俊

应用数学

兰　敏 梁美社 位　刚 陈小蕾 胡海洋 程　健 梁丽萍

科学技术史

詹义清 董　琰 林丽艳 许　婕 康雨晴 庞　瑛 张　洁
夏　燕 崔　桦

工 学 硕 士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文甲龙 郭　莹 邵宜添 刘元柏 苑子夜 丁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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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

马　雯 李海龙 任朋娟 孙亚坤 万卷敏 窦晶晶 赵庆辉

隋媛媛 薛　力 孟　杰 尹勤瑞 邵艳秋 李　湘 易　磊
郭莹莹 王　瑛 丁小龙

环境科学

段曼莉 付冬冬 马云飞 唐海滨 岳西杰 李学章 张卫娟

王　斌 李宝深 王　艳 马文梅 高红贝 祁金花 许永霞

王天伟 马惠芳

结构工程

张晓丹 王翠霞 黄春霞 陆建飞 张　超

农业水土工程

孙秀娟 葛彩莲 张　倩 刘　杰 张　敏 王向伟 范海燕

周罕觅 陈静静 邢英英 高　杨 魏新光 王秀康 杨小虎

曹瑞芳 蒋文昊 王同花 王　超 霍云云 徐万林 郭丽俊

马　婧 南　娟 郭　超 吴立峰 张　鹏 杨建飞 赵永刚

水工结构工程

闫长城 何　迪 许传稳 张媛媛 张朝晖 梁　建 黄朝煊

康旭升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徐　震 巩兴晖 李　礼 段国胜 薛承文

水利水电工程

姚慰炜 于　佳 刘淑萍 张文郁 吴小平 牛　坤 张为法

卢树盛 华维娜 张学森 毛　渐

水文学及水资源

陈　琳 胡国杰 许义和 于　艺 马明卫 南彩艳 杨雪菲

史银军 李瞜楷 任　鑫 高　春

岩土工程

任文渊 刘宏泰 安　鹏 马晓婷 朱彭涛 张文毅 李广冬

谭东岳 李雪江 侯文萃 董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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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阳光 商?威 郑东京 罗承铭 秦贞沛 石　晋 李陆俊

张　明 王立星 戚　烈 刘美丽 张季琴 张战文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黄少立 潘世瑞 覃香菊 杨保国 杨彦荣

计算机系统结构

梁上松 庞　超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田艳娜 郝永涛 覃　香 牟宝林 赵丰富 郝　欢 郑　钰
张永梅 何　城 郑晓洁 许　珂 李　晨 孟　雨 王　振
王　东 杨晓辉 张　燕 宋苏苏 安福定 尹秀珍 杨丽丽

木材科学与技术

徐　绘 马召亮 张学礼 陆全济 郝齐凤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刘　卉 岳　绒 刘　熠 庄齐斌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黄　超 许　燕 刘　伟 张　宁 陈　宏 付鹤翔 何金伊

胡沙沙 石娟娟 岳　青 张利凤 夏文斌 郑天鹏 张明颖

蒲　攀 位　闯 李　伟 党学林 郑李鹏 刘　锋 金慧迪

徐　琳

农业机械化工程

刘　沛 王艳芳 黄　胜 李　凯 郭　帅 韩　雪 路　敌
唐卫卫 薛子萱 胡佳伟 姚中永 张赛卓　　ＮＧＵＹＥＮＶＡＮＬＡＮＨ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郭　佩 罗　涛 石　勇 郭　靖
ＡＭＲＯＡＨＭＥＤＭＯＨＡＭＥＤＨＡＳＳＡＮＥＩＮ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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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工程

孟江飞 兰玉芳 张红娜 杜立业 孙　悦 赵艳卓

粮食、油脂与植物蛋白质工程

甑红敏 李建楠 杨红丹 孙丽芳 林德慧 郑淑彦 候东丽

黄　维 代娟娟 王　晨 叶　楠

食品科学

周　瑶 何桂梅 王　蕾 刘　娜 刘晓娇 陈　佳 刘　坤
吴春森 闫忠心 李升升 何鸿举 宋丽娟 李　晋 祝　静
郝　娟 郭　倩 杨志敏 杨红叶 凌　满 于金刚 许　亮
徐长云 骆　莹 付永伟 吕丽娟 严永倩 刘　欢 曹燕妮

任　健 王　婧

应用化学

李　永 刘小燕 王庆天 黄　苗 王阳阳 杨　臻 李　刚
王婧怡 徐小静 廖国辉 张　剑 王景刚 乔　柱 王亚斌

赵微微 刘　阳 郭彩虹 张　娣 陈向前 徐　聪 杨建飞

杜宏涛 赵　丽 袁　进

管 理 学 硕 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佳婧 于淑敏 唐　波

会计学

杨卫华 袁亚林 任变玲 张京京 王　媛 姚利丽 杨青芳

陈传梅 衣明卉 李　静 王亚军 胡刘芬 谢　琳 颜焰熊

和利娜 王瑾琳 辛怀慧 郑真真 唐耀祥 元　媛

林业经济管理

郑翠苓 王杏芝 于惠宁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政策

陈晓钰 王笑卿 柳　萍

农村金融

常　婧 赵荣正 张　伟 王　薇 王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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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安玉然 张海洋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黄四海 李改玲 王艳杰 李　鹏 梁海兵

农业经济管理

赵峰娟 征艳丽 贾筱文 孟芳芳 芦蔚叶 李永亮 聂　鹏
武林芳 王　莉 袁　榕 赵和璧 常钢花

企业管理

韦　珍 王锋利 毛海燕 乔　蕊 田　楠 赵倩倩 谭　杰
王浩同 陈亚洲 王　媛 刘振宇 许　峰 高纳会

土地资源管理

袁南南 王志晓 李志强 宋志华 任洪浩 陈艳蕊 鲍　巍
薛　欧 谢芒芒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朱　政

经 济 学 硕 士

金融学

刘丰云 曹　俊 徐爱武 李明珠 乔楠楠 孔　娟 刘　慧
王立丰 安　丹 阳玛莉 张　东 何　然 王冬圆 董　静
赵　宁 齐彩云 尹　航 魏宇慧 宋　鹏 孙园青 白　茹
王治政 周　莉 郑　姣 张冬冬 李永娟 杨晓雪

区域经济学

林建中 冯　敏 孙江静 魏　云 李瑞英 吴雪丽 蔡元汉

高莹娟 周政宁 张　华 杨　坤 张丽娥 马步虎 谭荣花

吴立波 梁　妍 邬小若

医 学 硕 士

中药学

肖　晓 王维敏 席鹏洲 孙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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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硕 士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边孟丽 贺志亮 朱林清 路伟伟 衣　晶 张利杰 童　静
王　乐 刘　富 徐　曼 尤　静 张　超 刘　利 周　娟
高　婧 徐　 苏　云 古南正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　静 张明燕 申茂昌 严　欣 马　洁 张　杨 袁　妙
杨曦娥 樊振伟 张洁瑛

社会学

王　艳 茹　慧 徐　弘 赵　晶 雒鹏晖 党晶晶 凌　鑫
苏　磊 王继涛 张立红 张雅茜 张艳丽 刘红瑞 胡　红

思想政治教育

杜　瑶 汪　燕 祁　迪 赵官官 杨宗阳 王智毅

哲 学 硕 士

科学技术哲学

孙义兵 李　桃 刘　涛

文 学 硕 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崔红梅 屠明忠 郝栓虎 张　青 崔红叶 郝艳萍 孟北社

张　智 孟秀玲 王丽萍 史亚菊 雷安乐 杨　梅 程仕娟

孙　娜 韩晓红 杨丽妙 张艳辉 王　珂 孙梦蟩

教 育 学 硕 士

职业技术教育

施远程 王永红 董倩倩 任　峥 邹亚丽 赵美凤 李　霞
史松玖 孙　飞 杜彬恒 常潇璐 余智勋 张鹏飞 张应辉

·３０１·



历 史 学 硕 士

专门史

刘　伟 曹兴兴

中职教师硕士

农 学 硕 士

果树学

尚晓峰

同等学力硕士

农 学 硕 士

农药学

郭生虎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杜保华

专业学位硕士

林胜华 卢立果 唐晓蓉 马晓玲 侯宏伟 唐光耀 杨晓明

南文华 兰晓庆 赵雅琴 高国宝 王晓妮 赵春明 吴江力

王　娜 白钊义 张海霞 徐巧峰 卢艳红 侯锡丹 罗贵斌

龚　飞 欧亚丽 陈红武 周金光 王海涛 游国谦 池　玺
马　兰 吴　瑾 王秀丽 王　刚 王继锋 李　娟 罗力明

王苏芳 张万春 耿继东 何国茹 陈向阳 郭肖兰 李艳芳

宋文峰 陈旭彤 党维华 吴立峰 孙　婷 郭　杰 李淑琴

何　姗 秦金燕 王　新 朱金杭 卢　熹 董彦君 王艳芬

郎小语 胡彦清 赵明明 梁少峰 彭　程 刘红远 黄　凡
刘双月 邓　洋 魏景沙 郭君洁 荣　伟 黄文彦 罗艳枚

徐　霞 王玉林 乌艳飞 何克亮 付海涛 李　鹏 徐丙庆

吴向东 何景峰 吴普侠 赵少毅 杜　鑫 刘晓利 刘广振

张　奎 方义龙 赵大勇 刘方正 陶　凯 葛卫强 方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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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强 刘素英 杨丽花 李艳明 宋　枭 闻志丹 张中航

雒亚璇 张　彬 费俊峰 刘　嵘 邓　中 蒋忙舟 高玉芬

张亚科 孙水来 李晓峰 王娜娅 王艳蓉 韩　笑 张瑛莉

王顺利 周大云 郭王达 于鸿飞 董玉雪 贺丽霞 李　昭
齐　迪 马永明 王永钊 王军堂 高　路 李佳蔚 陈　军
韩军利 王会权 苏　诚 刘益东 任忠哲 刘立民 何　毅
张　萍 李海波 曾　鹏 唐　刚 陈健芬 齐晓辉 曹建国

张　军 包赫囡 罗小争 张养恩 刘　毅 郑晓坚 邓春林

涂兴明 李树林 杜汉清 张丽文 姚晓涛 陈章朋 刘国才

曾衍生 罗　亮 邓金平 黄守新 油顺禄 王　莉 孙红叶

刘　洋 周海荣 陈　钦 李　耕 何龙鹏 吴　辉 毕　静
石碧清 黄　丽 罗永军 李　佳 陈恺立 韩宇东 杨　晶
白军杰 杨立静 成　霈 张耀武 刘忠雄 张　萍 吉东发

龙　飞 岳　磊 韩柏岳 孙跃武 陆　凤 杨秀玲 李虎林

孙中峰 贾少武 颜世伟 张元华 王荣乐 张　如 魏海斌

李永金 辛　力 田广庆 石建平 谷建伟 刘　芬 张　燕
宫银海 王　雪 张昆锋 党宏民 王发展 吴东旭 宋红兵

马　宁 张亚林 虞剑泉 陈兴誉 潘芳芳 任丽烨 方宏斌

马福增 赵建刚 刘立艳 郑小双 赵建东 王艳波 纪　萍
张洪刚 赵　冰 郝益芳 王红霞 徐继中 王立学 杜志勇

丁爱辉 孙国明 吴兆美 李红伟 郭嘉沛 贾永彪 魏子淇

王琳茜 康　峰 刘　刚 高建勇 李　哲 武建勇 孙　涛
葛　兵 王　岩 邢雪平 冀　耿 王一天 惠　熠 笪　飞
李艳妮 杨　尧 马　铖 杨华华 刘　周 白　珍 陈玉琴

孔德权 刘　龙 杨囡君 胡晓春 呼照征 龙俊卓 张　纯
王　庆 卢　振 薛君艳 刘秀云 冯　静 程晓东 闾振华

冯　伟 刘法平 丁铁成 苏　勇 黄高优 李冬岩 赵敏娟

赵秋利 张　颖 张玉春 吴云良 曾王 吴　艳 代德华

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宋军阳 解成骏 李　稢 朱新华 张兴华 徐志伟 张捐社

薛海斌 孙健敏 冯　涛 赵　艳 牛　珂 邓业胜 龙明华

吴　磊 黄明学 李写一 李　曼 郝　铭 邹卫华 蒋　霞
蔡晓兰 蹇　升 郝晓辉 韩星明 化小峰 邹　芳 陈冬梅

李慧兵 孙平阳 魏国良 张晓鹏 陈　勇 贾丽慧 邱桃玉

郭英芳 唐兴芳 罗增海 王晓燕 张　晴 刘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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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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殾

本科生教育教学

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概述

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以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坚

持以育人为根本，围绕稳定教学运行、提高教学质量两大基本任务，以实施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试点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进教育教学内涵改革与发展，狠抓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扎实

做好日常教学管理，不断推进推动本科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精心做好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和申报工作

１．积极做好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申报工作，植保学院花保祯教授主讲的《昆
虫学导论》课程获批国家级视频公开课项目选题。

２．积极组织申报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获评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１个，
省级特色专业２个，陕西省教学名师２个，省级教学团队２个，省级精品课程５门。
３．积极组织教材评优工作，有６本教材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４

本教材被评为省级优秀教材。全年共主编出版教材２３本，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４本，行
业规划教材７本。

二、围绕重点工作，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１．启动了我校承担的“以提高创新实践能力为突破口，探索构建农业高校创新人才
培养新模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选择农学、林学、动物科学、农业机械化及其

自动化、生物工程、农林经济管理、软件工程等７个专业作为项目实施试点专业，２０１１年
４月份制定出台了项目实施方案，已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前完成了７个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修订工作，从２０１１级开始实施。
２．开展了２００９年立项的省级教改项目和校级教改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学校主持承

担的５个省级教改项目（２００９年立项）全部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其中有
４项验收结果为优秀。组织专家对我校２００９年立项的１７０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结
题验收，有１３个项目结果为优秀，９０个项目结果为合格，６５个项目申请延期结题，２个
项目终止进行。

３．开展了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全校共申报３７２个项目，获准
立项１６５个，其中重点资助项目１５项，资助经费１００万元。获得省级教研项目立项７个，
其中重点攻关立项１个，重点立项３个，一般立项３个。
４．开展了校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工作，共评选出校级教学成果奖４２项，其中特等奖

４项，一等奖８项，二等奖３０项。推荐参评省级教学成果奖１２项，获批省级教学成果特
等奖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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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积极探索网络化教学，积极引进超星集团尔雅视频通识课程平台，人文学院张磊
等三位教授担任辅导教师，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问

题透视”３门课程，选课６００人次，探索网络环境下新的教学模式，弥补我校文化素质类通
识课程短缺的现实。

６．稳步推进“千门课程上网工程”，联合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先后组织３次大规模对
获批立项的精品课程、双语示范课程任课教师、其他任课教师、院系管理员进行专题培

训，逐步建立专业与课程建设平台、网络教学资源库管理平台，初步实现主要课程信息的

网上浏览和交流。

７．进一步深化生物学实习改革，组织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整合植物学、动物学、生态
学、气象学等相关教学实习内容，实施教学团队授课，编写出版了《生物学综合实习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使得学校在综合性实习改革方面又推进了一步。

三、加强科技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学生创新意识

１．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科研训练，２０１１年用于大学生创新试验计划立项的经费合
计达到１００万元，设立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基金立项４４１个，其中重点立项１４０
个，一般立项３０１个，参与学生１７２３人；设立大学生创业计划立项７４项，参加学生３１７
人。参与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立项的学生占２０１０级学生的近３４．４６％。组织了对２００９
年设立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立项５９个，校级重点立项８８个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
２．加强对全校学科竞赛的组织动员工作，积极开展学科竞赛活动。２０１１年度学校先

后开展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校第五届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校２０１１年数学建模竞
赛、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２０１１年陕西省
力学竞赛等学科竞赛，参与竞赛的学生有２０００余人，共获奖１６３项，其中国家级奖项３
项，省级奖项１５项，校级奖项１４５项，大学生科技创新获奖的数量和水平大幅提高。
３．本年度学生共发表科研论文１３４篇，其中ＳＣＩ收录论文１篇，核心期刊论文４８篇，

申报专利９项。

四、深化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１．为了确保授课质量，组织督导组专家开展了对学生评教结果排名在本学院前后
１０％的教师进行听课检查，并及时将专家意见反馈给相关学院。

２．组织专家开展了对１９２名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共计１５９１人次的听课工
作；组织了对５４名拟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工作。
３．开展了２０１１年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工作，在全校１６２６名教师中，参赛青年教师５８０

名，有４人获一等奖，１０人获二等奖、２０人获三等奖。

五、进一步推进学分制改革，探索符合我校实际的学籍和学位管理机制

学校出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本科生联合培养学籍管理办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工作实施办

法》等文件，正在着手修订《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学分制改革政策体系。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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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修订了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

养选拔机制，加大了对学生学业能力的考察比例，在学生外语水平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

上，更加看重其专业基础和发展潜质。组织了保险、市场营销两个本科专业申报新增学

士学位授予权，两个专业都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专家组的考核。进一步推进本科生２＋２
留学项目，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本科１年级或２年级出国攻读学士学位（“２＋２”项目）、
本科毕业自费出国攻读硕士学位或通过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优等生项目攻读硕士学位、学

生暑期赴美带薪实习、暑期欧洲夏令营项目、中兴大学、嘉义大学交换生项目等出国（境）

学习项目，为学生创造了更多出国（境）渠道，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２０１１年，我校本
科生赴国（境）外交流５８人次。其中出国攻读学士学位（“２＋２”项目）１６人，参加荷兰瓦
赫宁根大学优等生项目７人。

六、严格日常教学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坚持期初、期中、期末的教学工作检查，处级领导干部听课、学生评教、教学督导组听

课、教学档案检查和实习教学跟踪检查制度，及时协调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保了日

常教学秩序井然。考试前专门召开各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参加的关于考风考纪的专题会

议，细致筹划监考培训会，强化巡视员制度，提升监考教师的责任心，考试组织规范，秩序

良好。坚持标准、把握条件、严格程序，按规定严格、认真审查毕业生资格和学位资格。

２０１１届毕业生中符合毕业条件有４８４７人，结业３０人，延长学习年限２８人，有４７０９人
被授予学士学位，授予率为９６．６％。组织各院系和教务处教学管理干部２０人赴澳大利
亚参加培训３周，实地考察澳洲大学等５所重点大学，学习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为我校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不断提高学校教学

管理水平，推动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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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设置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审批时间 学科门类 所属学院

１ ０９０１０１ 农学 １９３６ 农学

２ ０９０１０６Ｗ 植物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２ 农学

３ ０９０１０７Ｗ 种子科学与工程 ２００３ 农学

农学院

４ ０９０１０３ 植物保护 １９３８ 农学

５ ０８１１０２ 制药工程 ２００２ 工学
植物保护学院

６ ０９０１０２ 园艺 １９５９ 农学

７ ０９０１０９Ｗ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２００３ 农学
园艺学院

８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科学 １９３６ 农学

９ ０９０７０１ 水产养殖 ２０００ 农学

１０ ０９０２０１ 草业科学 ２０００ 农学

动物科学学院

１１ ０９０６０１ 动物医学 １９３６ 农学 动物医学学院

１２ ０９０３０１ 林学 １９３４ 农学

１３ ０９０４０１ 园林 １９９４ 农学

１４ ０８２００３ 林产化工 ２００１ 工学

１５ ０９０３０２ 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 １９９８ 农学

１６ ０５０４０８ 艺术设计 ２００２ 文学

林学院

１７ ０７０７０２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２００４ 理学

１８ ０７１４０３Ｗ 资源环境科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４调整 理学

１９ ０９０４０２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１９７９ 农学

２０ ０７１４０１ 环境科学 ２００１ 理学

２１ ０７０７０３ 地理信息系统 ２００２ 理学

２２ ０８０２１０Ｗ 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 ２０１１ 工学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３ ０８０８０２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１９８５ 工学

２４ ０８１９０４ 农业水利工程 １９３４ 工学

２５ ０８０５０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１９９５ 工学

２６ ０８１９０３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１９８６ 工学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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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审批时间 学科门类 所属学院

２７ ０８０８０１ 水利水电工程 ２００１ 工学

２８ ０８０７０３ 土木工程 １９９９ 工学

２９ ０８０６０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２００３ 工学

３０ ０８０７０２ 城市规划 ２００２ 工学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３１ ０８０６０３ 电子信息工程 ２００４ 工学

３２ ０８０３０７Ｗ 机械电子工程 ２００４ 工学

３３ ０８０３０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９４６ 工学

３４ ０８１９０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１９４６ 工学

３５ ０８１９０２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９９９ 工学

３６ ０８１４０３ 包装工程 ２００１ 工学

３７ ０８０３０３ 工业设计 ２００３ 工学

３８ ０８２００２ 木材科学与工程 １９９５ 工学

机械与电子

工程学院

３９ ０８０６０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９９９ 工学

４０ １１０１０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２００１ 管理学

４１ ０８０６１１Ｗ 软件工程 ２００７ 工学

４２ １１０２０９Ｗ 电子商务 ２００３ 管理学

信息工程学院

４３ ０８１４０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９８５ 工学

４４ ０８１４０７Ｗ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２００２ 工学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４５ ０８１４０９Ｗ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酿酒工程） ２００３调整 工学 葡萄酒学院

４６ ０７０４０２ 生物技术 １９９８ 理学

４７ ０８１８０１ 生物工程 １９９９ 工学

４８ ０７０４０１ 生物科学 ２００２ 理学

４９ ０７０３０２ 应用化学 １９９９ 理学

５０ ０７０１０２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２００１ 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５１ ０２０１０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２００４ 经济学

５２ １１０２０３ 会计学 １９９５ 管理学

５３ ０２０１０４ 金融学 １９８７ 经济学

５４ １１０３０４ 土地资源管理 １９８７ 管理学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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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审批时间 学科门类 所属学院

５５ ０２０１０１ 经济学 １９９５ 经济学

５６ １１０４０１ 农林经济管理 １９３６ 管理学

５７ １１０２０１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２ 管理学

５８ １１０２０６ 旅游管理 ２００３调整 管理学

５９ １１０２０２ 市场营销 ２００６ 管理学

６０ ０２０１１６ 保险 ２００６ 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６１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１９９７ 法学

６２ ０３０３０１ 社会学 １９９８ 法学

６３ １１０３０２ 公共事业管理 ２００３ 管理学

６４ ０３０４０１ 政治学与行政学 ２００７ 法学

人文学院

６５ ０５０２０１ 英语 ２０００ 文学 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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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开设及任课教师职称结构

学院名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第二学期

开课

门次

任课教师职称结构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合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第一学期

开课

门次

任课教师职称结构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合计

农学院 ５１ １０ １８ ７ ０ ３５ ４５ １６ １０ ６ ０ ３２

植保学院 ６４ １９ ７ １６ ０ ４２ ６８ １２ ７ １５ ０ ３４

园艺学院 ５０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 ３５ ７６ １２ １７ １５ １ ４５

动科学院 ６１ １７ １４ １４ ０ ４５ ７６ ９ １６ １６ ０ ４１

动医学院 ８９ ８ １２ ５ ０ ２５ ５５ ７ ９ ６ ０ ２２

林学院 １１７ １０ １６ ２８ ２ ５６ １３７ １３ ２２ ３２ ２ ６９

资环学院 ７４ １５ １７ ２０ ０ ５２ ８２ １６ １７ ２４ ０ ５７

水建学院 １００ １４ ３２ ２３ ３ ７２ １６２ ２０ ３４ ３３ ４ ９１

机电学院 １４０ １１ ２２ ３０ ８ ７１ １４７ ９ ２２ ３６ ９ ７６

信息学院 １６０ ５ １８ ３１ １ ５５ １４０ ４ １６ ３２ １ ５３

食品学院 ５８ ８ １３ ８ ０ ２９ ３９ ３ １５ ９ ０ ２７

葡萄酒学院 １４ ２ ４ ４ ０ １０ １４ ３ ５ ３ ０ １１

生命学院 １６５ １５ ２２ ３３ ０ ７０ ２６３ １９ ２６ ５３ ０ ９８

理学院 ３３８ １６ ２７ ６８ ２ １１３ ４０７ ２７ ３３ ６６ ７ １３３

经管学院 １４０ １７ １９ ３２ １ ６９ １５８ ２１ ２３ ３２ ０ ７６

人文学院 １１９ ４ ９ ２２ ０ ３５ １０３ ３ ９ ２２ ０ ３４

思政部 １２３ ２ ８ １９ ０ ２９ １８３ ３ ８ ２２ ０ ３３

外语系 ２９８ ３ １２ ５２ １７ ８４ ３１３ ３ １１ ５６ １７ ８７

体育部 ２６７ ５ １２ ２１ ７ ４５ ２９２ ５ １２ ２１ ７ ４５

就业中心 ７ ０ １ ２ ３ ６ １１ １ ２ ３ ５ １１

图书馆 １２ ０ ２ ０ ３ ５ ４ １ ２ ０ １ ４

学生处 ３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４５０ １９１ ２９７ ４４７ ４９ ９８４ ２７７５ ２０７ ３１６ ５０２ ５４ １０７９

·２１１·



教 学 团 队

国家级教学团队

序号 名称 带头人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设施农业教学团队 邹志荣 ２００８ 教高函［２００８］１９号

２ 葡萄酒学教学团队 李　华 ２００９ 教高函［２００９］１８号

３ 森林保护学教学团队 李孟楼 ２００９ 教高函［２００９］１８号

４ 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 康振生 ２０１０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２号

５ 森林培育学教学团队 赵　忠 ２０１０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２号

省级教学团队

序号 名称 带头人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农田水利教学团队 汪志农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３４号

２ 设施农业教学团队 邹志荣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３４号

３ 葡萄酒学教学团队 李　华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３号

４ 昆虫学教学团队 花保祯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３号

５ 农学教学团队 何蓓如　海江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３号

６ 森林保护学教学团队 李孟楼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１号

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教学团队
吴发启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１号

８ 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 康振生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１号

９ 动物遗传学教学团队 陈　宏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７号

１０ 森林培育学教学团队 赵　忠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７号

１１ 森林生态学教学团队 张硕新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３９号

１２ 农科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王国栋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３９号

·３１１·



教 学 名 师

国家级教学名师

序号 姓名 任教学科 所在学院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邹志荣 农学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２００７］１５号

２ 李　华 食品科学技术 葡萄酒学院 ２００８ 教高［２００８］７号

省级教学名师

序号 姓名 任教学科 所在学院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王乃信 数学 理学院 ２００３

２ 花保祯 农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０３

３ 刘兴华 食品科学技术 食品学院 ２００６ 陕教高［２００６］２９号

４ 邹志荣 农学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６ 陕教高［２００６］２９号

５ 何蓓如 农学 农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３４号

６ 张　兴 农学、化学工程 植保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３４号

７ 李　华 食品科学技术 葡萄酒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３４号

８ 李孟楼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３号

９ 赵　忠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３号

１０ 王国栋 物理学 理学院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１９号

１１ 康振生 农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２３号

１２ 陈　宏 农学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２３号

１３ 蔡焕杰 工学 水建学院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１９号

１４ 仵均祥 农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１９号

·４１１·



名 牌 专 业

陕西省名牌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批准时间

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６

２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６

３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５

４ 园艺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４

５ 动物科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４

６ 动物医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３

７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２００３

８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０３

９ 生物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０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２００２

１１ 农学 农学院 ２００２

校级名牌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批准时间

１ 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６
２ 金融学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５
３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５
４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４
５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葡萄酒学院 ２００４
６ 动物科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４
７ 动物医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３
８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２００３
９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０ 生物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３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４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５ 园艺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３
１６ 农学 农学院 ２００２
１７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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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专 业

国家级特色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农学 农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２５号
２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２５号
３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２５号
４ 园艺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３１号
５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３１号
６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７ 教高函［２００７］３１号
７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８ 教高函［２００８］２１号
８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２００８ 教高函［２００８］２１号
９ 动物科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９ 教高函［２００９］１６号
１０ 生物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０９ 教高函［２００９］１６号
１１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０１０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５号
１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１０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５号

省级特色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１ 林学 林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６４号
２ 动物科学 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６４号
３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６４号
４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２００７ 陕教高［２００７］６４号
５ 资源环境科学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６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７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８ 农学 农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９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源环境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１０ 园艺 园艺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１１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２００８ 陕教高［２００８］２１号
１２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０号
１３ 金融学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０号
１４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葡萄酒学院 ２００９ 陕教高［２００９］２０号
１５ 园林 林学院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１３号
１６ 应用化学 理学院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１３号
１７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２０１０ 陕教高［２０１０］１３号
１８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４２号
１９ 生物科学 生命学院 ２０１１ 陕教高［２０１１］４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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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品 课 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获批年度 课程负责人

１ 园艺设施学 ２００３ 邹志荣

２ 普通昆虫学 ２００４ 花保桢

３ 灌溉排水工程学 ２００４ 汪志农

４ 计算机应用基础学 ２００４ 李书琴

５ 动物遗传学 ２００９ 陈　宏
６ 森林昆虫学 ２００５ 李孟楼

７ 葡萄酒工艺学 ２００７ 李　华
８ 葡萄酒品尝学 ２０１０ 王　华
９ 牧草栽培学 ２０１０ 呼天明

１０ 农业生态学 ２０１０ 廖允成

１１ 森林生态学 ２０１０ 张硕新

１２ 植物化学 ２０１０ 高锦明

省级精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获批年度 课程负责人

１ 园艺设施学 ２００３ 邹志荣

２ 微生物学 ２００３ 薛泉宏

３ 兽医临床诊断学 ２００３ 王建华

４ 遗传学 ２００３ 何蓓如

５ 普通植物病理学 ２００４ 康振生

６ 普通昆虫学 ２００４ 花保桢

７ 现代企业管理学 ２００４ 姚顺波

８ 畜产食品工艺学 ２００４ 蒋爱民

９ 葡萄酒品尝学 ２００４ 王　华

１０ 灌溉排水工程学 ２００４ 汪志农

１１ 数学图象处理 ２００４ 何东健

１２ 计算机应用基础（高职） ２００４ 李书琴

１３ 货币银行学 ２００４ 罗剑朝

１４ 农业昆虫学 ２００５ 仵均祥

１５ 土壤侵蚀原理 ２００５ 吴发启

１６ 农业植物病理学 ２００５ 黄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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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获批年度 课程负责人

１７ 植物病害流行学 ２００５ 杨之为

１８ 果品蔬菜储藏运销学 ２００５ 刘兴华

１９ 葡萄酒工艺 ２００５ 李　华

２０ 森林昆虫学 ２００５ 李孟楼

２１ 森林培育学 ２００５ 赵　忠

２２ 动物营养学 ２００６ 姚军虎

２３ 昆虫生态与测报 ２００６ 赵惠燕

２４ 植物育种学 ２００６ 巩振辉

２５ 园艺产品储运学 ２００６ 饶景萍

２６ 园艺学概论 ２００７ 程智慧

２７ 农业生态学 ２００７ 廖允成

２８ 植物生理学 ２００７ 张继澍

２９ 生物化学 ２００８ 郭蔼光

３０ 大学物理 ２００８ 王国栋

３１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 ２００８ 张彦明

３２ 动物生理学 ２００８ 欧阳五庆

３３ 会计学基础 ２００８ 郑少锋

３４ 植物化学 ２００９ 马柏林

３５ 遥感原理与方法 ２００９ 常庆瑞

３６ 成本会计 ２００９ 孟全省

３７ 蔬菜栽培学 ２００９ 程智慧

３８ 园艺植物病理学 ２００９ 马　青

３９ 兽医传染病学 ２００９ 杨增岐

４０ 昆虫学概论 ２００９ 仵均祥

４１ 试验设计与分析 ２０１０ 员海燕

４２ 牧草栽培学 ２０１０ 呼天明

４３ 农业概论 ２０１０ 廖允成

４４ 植物保护学 ２０１０ 花　蕾

４５ 资源昆虫学 ２０１０ 张雅林

４６ 有机化学（农林生物类） ２０１１ 王俊儒

４７ 动物育种学 ２０１１ 刘小林

４８ 汽车拖拉机学 ２０１１ 师帅兵

４９ 果树栽培学 ２０１１ 范崇辉

５０ 工程测量 ２０１１ 李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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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优秀教材

获省级优秀教材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获奖等级

１ 森林昆虫学通论（第二版） 李孟楼 省级一等奖

２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第四版） 张彦明 省级一等奖

３ 兽医组织学与胚胎学 沈霞芬 省级二等奖

４ 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学 吴云锋 省级二等奖

获校级优秀教材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申报单位

１ 森林昆虫学通论（第二版） 李孟楼 林学院

２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第四版） 张彦明 动医学院

３ 兽医组织学与胚胎学 沈霞芬 动医学院

４ 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学 吴云锋 植保学院

５ 园艺产品贮运学 饶景萍 园艺学院

６ 牛生产学（第二版） 昝林森 动科学院

７ 园林工程制图 穆亚平 机电学院

８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巩振辉 园艺学院

９ 园艺概论 程智慧 园艺学院

１０ 动物繁殖技术 李青旺 动科学院

·２２１·



教学成果奖

省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

单位

主要

完成人
主要合作者

获奖

等级

１ 农科大学物理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理学院 王国栋
朱　杰　解迎革
李　霞　汪自庆 特等奖

２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经管

学院
孟全省

霍学喜　姚顺波
高建中　刘海英 一等奖

３ 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的森林培育

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林学院 王乃江 赵　忠　　　　 二等奖

４ 构建以能力为导向，循序渐进、模块衔接

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

葡萄酒

学院
袁春龙

张予林　郭安鹊
房玉林　王　华 二等奖

５ 构建以复合型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设施农

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新体系

园艺

学院
邹志荣

李建明　胡晓辉
王宏丽　陈红武 二等奖

６ 面向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农学院 廖允成

海江波　冯　炜
韩　娟　温晓霞 二等奖

７ 教学约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创

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创新

学院
陈遇春

王　军　李海华
王俊儒　潘　瑞 二等奖

校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申报

单位

主要

完成人
主要合作者

获奖

等级

１ ＣＧ２０１００１
构建以复合型能力培养为核心

的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实

践教学新体系

园艺

学院
邹志荣

李建明　胡晓辉
王宏丽　陈红武 特等奖

２ ＣＧ２０１００２ 面向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农学院 廖允成

海江波　冯　炜
韩　娟　温晓霞 特等奖

３ ＣＧ２０１００３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经管

学院
孟全省

霍学喜　姚顺波
高建中　刘海英 特等奖

４ ＣＧ２０１００４ 农科大学物理教学新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理学院 王国栋

朱　杰　解迎革
李　霞　汪自庆 特等奖

５ ＣＧ２０１００５
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的

森林培育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

林学院 王乃江 赵　忠　　　　 一等奖

６ ＣＧ２０１００６
教学 约 定 制 度 的 探 索 与 实

践———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

学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创新

学院
陈遇春

王　军　李海华
王俊儒　潘　瑞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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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申报

单位

主要

完成人
主要合作者

获奖

等级

７ ＣＧ２０１００７ 森林昆虫课程群教材建设与创

新（教材）
林学院 李孟楼

南小宁　贺　虹
郑雪莉　谢寿安 一等奖

８ ＣＧ２０１００８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培

养创新人才的产学研结合型实

践教学体系构建

资环

学院
王进鑫

刘增文　张广军
吕月玲　张胜利 一等奖

９ ＣＧ２０１００９
基于能力培养的农林院校计算

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

实践

信息

学院
李书琴

韩　宏　耿　楠
张建锋　任国霞 一等奖

１０ ＣＧ２０１０１０
构建以能力为导向，循序渐进、

模块衔接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专业实验教学体系

葡萄酒

学院
袁春龙

张予林　郭安鹊
房玉林　王　华 一等奖

１１ ＣＧ２０１０１１ 农林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

革与实践
林学院 段渊古

曹　宁　李志国
丁砚强　史承勇 一等奖

１２ ＣＧ２０１０１２
环境化学课程建设与改革———

基于国际视野的创新能力培养

模式

资环

学院
梁东丽

强　虹　马爱生
梁圈社　黄懿梅 一等奖

１３ ＣＧ２０１０１３ 生物技术专业综合设计性实践

教学体系的改革

生命

学院
陈　鹏 张大鹏　张　斌

武永军　刘林丽 二等奖

１４ ＣＧ２０１０１４ 植物化学类课程的建设与改革 理学院 高锦明
张继文　王俊儒
马柏林　朱　玮 二等奖

１５ ＣＧ２０１０１５ 园艺特色专业的建设与应用
园艺

学院
马锋旺

李春梅　王西平
饶景萍　巩振辉 二等奖

１６ ＣＧ２０１０１６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本科特色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

水建

学院
张　鑫 辛全才　李宗利

王双银　程冬玲 二等奖

１７ ＣＧ２０１０１７ 以创新教育为理念的动物组织

胚胎学课程建设

动医

学院
卿素珠 张　琪　乔海莲 二等奖

１８ ＣＧ２０１０１８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三结合”模

式的探索

人文

学院
王有强

郝晓红　董　红
李　雨　樊东峰 二等奖

１９ ＣＧ２０１０１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创新

型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水建

学院
把多铎

许景辉　陈帝伊
何自立　甘学涛 二等奖

２０ ＣＧ２０１０２０ 依托校企合作平台的设计人才

培养模式与实践

机电

学院
段海燕

王　瑛　张远群
王勉堂　肖建平 二等奖

２１ ＣＧ２０１０２１ 以精品为理念完善“试验设计与

分析”课程体系
农学院

"

海燕
李得孝　张晓科
谢惠民　胡希远 二等奖

２２ ＣＧ２０１０２２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渗透式双语

教学研究与实践

资环

学院
张青峰

刘　京　高义民
刘梦云　杨香云 二等奖

２３ ＣＧ２０１０２３ 《自然辩证法》创新型教学的研

究和实践

人文

学院
杨学军 张　磊　吕卫东 二等奖

２４ ＣＧ２０１０２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主题研究性教

学模式

思政部 邓　谨 李　娜　李晓娥
胡尊让　王海成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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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申报

单位

主要

完成人
主要合作者

获奖

等级

２５ ＣＧ２０１０２５ 牧草栽培学精品课程教学体系

建设研究

动科

学院
呼天明

龙明秀　曹社会
高景慧　杨培志 二等奖

２６ ＣＧ２０１０２６ “食品试验优化设计”课程改革

与教材建设

食品

学院
杜双奎

李志西　张国权
于修烛　　　　 二等奖

２７ ＣＧ２０１０２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双主体专题式”教学模式研究
思政部 丁艳红

张　丽　周　婷
武春芳　董　琰 二等奖

２８ ＣＧ２０１０２８ ＰＢＬ教学法在“细胞生物学”教
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动医

学院
欧阳五庆

李新平　曾文先
马翎健　李绍军 二等奖

２９ ＣＧ２０１０２９
以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为核

心，“家具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

实践

机电

学院
张远群

雷亚芳　王　瑛
段海燕　王文宁 二等奖

３０ ＣＧ２０１０３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实践

环节的创新

食品

学院
张建新

于修烛　杜双奎
欧阳韶晖　　　 二等奖

３１ ＣＧ２０１０３１ 虚拟技术在葡萄酒工程学课程

建设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葡酒

学院
高　畅 来疆文　杨继红 二等奖

３２ ＣＧ２０１０３２ “财务管理”课程“学教一体化”

模式的设计与实践

经管

学院
胡　频 孔　荣　杨文杰

王　静　张雯佳 二等奖

３３ ＣＧ２０１０３３ 动物繁殖学实践教学方法与手

段改革

动科

学院
胡建宏

江中良　李青旺
田秀娥　王立强 二等奖

３４ ＣＧ２０１０３４ 基于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高校新型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信息

学院
张　阳 蔚继承　李建良

耿　楠　邹　青 二等奖

３５ ＣＧ２０１０３５
高等院校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培

训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与

实践

成教

学院
王　雄 牛秀峰　汪月琴

王金照　郭护团 二等奖

３６ ＣＧ２０１０３６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实践技

能训练的改革与实践

葡酒

学院
房玉林

王　华　刘　旭
惠竹梅　张振文 二等奖

３７ ＣＧ２０１０３７
面向就业前景，着眼能力培

养———计算机控制类课程教学

改革的初探与实践

信息

学院
张建锋

张志勇　徐　杨
黄铝文　蒲　攀 二等奖

３８ ＣＧ２０１０３８ 高等农林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辅导模式研究
党校 李芳林

曹雨莉　邓亚丽
符　丹　袁照程 二等奖

３９ ＣＧ２０１０３９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外语系 窦　琴 王　云　贺新全
邹宇峰　　　　 二等奖

４０ ＣＧ２０１０４０ 拓展训练引入高校体育课教学

中的可行性研究
体育部 孟月婷

傅　强　马文军
任启俊　王　鲜 二等奖

４１ ＣＧ２０１０４１ 基于能力培养的微生物学双语

教学改革

生命

学院
卫亚红 和文祥　　　　 二等奖

４２ ＣＧ２０１０４２ 植物生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与实践

生命

学院
周自云 胡景江　唐　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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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省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序号 所在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

类别

资助金额

（万元）

１ 理学院 １１ＢＧ０５
植物化学类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优化改革

实践

高锦明
张继文　徐怀德
张　强　麻妙锋

重点

攻关
１６

２ 动科学院 １１ＢＺ０８ 动物科学专业创新型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姚军虎

张智英　杨小军
任智慧　郭　超 重点 １０

３ 葡萄酒学院 １１ＢＺ０９

“走进生产，服 务 社

会”———葡萄与葡萄酒

工程专业学生实践能

力训练改革与实践

房玉林
王　华　 张振文
张予林　惠竹梅 重点 １０

４ 机电学院 １１ＢＺ１０
基于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机械工程材料》

教学改革研究

胡耀华
杨有刚　潘天丽
尤　芳　王　翔 重点 １０

５ 信息学院 １１ＢＹ１０ 校企联合软件工程专

业建设与实践
李书琴

李建良　蔚继承
尹秀珍　　　　 一般 ４

６ 农学院 １１ＢＹ１１ 农学试点专业人才培

养机制及模式研究
海江波

廖允成　沈忠勋
王　军　马守才 一般 ４

７ 理学院 １１ＢＹ１２

基于学生能力培养的

农科《无机及分析化

学》创新教学模式探索

与实践

黄　森 杨正亮　帅　琪
张凤云　张院民 一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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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及英语四级累计通过率统计

分学院统计

代码 学院 预毕业生 毕业生 结业生
延长学

制学生

授予

学位数

学位

授予率

（％）

毕业率

（％）

四级

通过率

（％）

０１ 农学院 ２３４ ２２９ ３ ２ ２１８ ９５．２０ ９８．７１ ８９．２２

０２ 植保学院 ２２４ ２２２ １ １ ２１６ ９７．３０ ９９．５５ ８９．２４

０３ 园艺学院 ２８１ ２７８ １ ２ ２７１ ９７．４８ ９９．６４ ８９．２５

０４ 动科学院 ２７８ ２７６ ２ ０ ２６８ ９７．１０ ９９．２８ ８８．１３

０５ 林学院 ３４４ ３４１ １ ２ ３２４ ９５．０１ ９９．７１ ７７．４９

０６ 资环学院 ３５１ ３４８ １ ２ ３４６ ９９．４３ ９９．７１ ９６．２８

０７ 水建学院 ５１２ ５０１ ６ ５ ４８２ ９６．２１ ９８．８２ ８９．３５

０８ 机电学院 ５１６ ５０７ ６ ３ ４８３ ９５．２７ ９８．８３ ８７．３３

０９ 信息学院 １９０ １８７ ３ ０ １８２ ９７．３３ ９８．４２ ８９．４７

１０ 食品学院 ２８８ ２８６ １ １ ２８０ ９７．９０ ９９．６５ ９４．０８

１１ 葡萄酒学院 １１２ １１１ １ ０ １０９ ９８．２０ ９９．１１ ９１．９６

１２ 生命学院 ３８５ ３７９ １ ５ ３６９ ９７．３６ ９９．７４ ９２．３７

１３ 经管学院 ６１５ ６１０ ２ ３ ６０５ ９９．１８ ９９．６７ ９４．６１

１４ 人文学院 １６９ １６８ ０ １ １６４ ９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２．８６

１５ 理学院 １７１ １６９ １ １ １６２ ９５．８６ ９９．４１ ８８．８２

１６ 动医学院 １５４ １５４ ０ ０ １４９ ９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６６

１９ 外语系 ８１ ８１ ０ ０ 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２．５９

总计 ４９０５ ４８４７ ３０ ２８ ４７０９ ９７．１５ ９９．３８ ９０．０６

·７２１·



分专业统计

学院 专业
毕结业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学位授

予人数

学位授

予率（％）
四级通

过人数

四级通

过率（％）

农学院

农学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０７ ９４．６９ １００ ８７．７２

植物科学与技术 ５８ ５７ ５５ ９６．４９ ５３ ９１．３８

种子科学与工程 ６０ ５９ ５６ ９４．９２ ５４ ９０．００

小计 ２３２ ２２９ ２１８ ９５．２０ ２０７ ８９．２２

植保学院

生物工程 ４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０

植物保护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０ ９７．３５ ９９ ８６．８４

制药工程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２ ９７．１４ ９６ ９１．４３

小计 ２２３ ２２２ ２１６ ９７．３０ １９９ ８９．２４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９６ ９６ ９３ ９６．８８ ８０ ８３．３３

园艺 １８３ １８２ １７８ ９７．８０ １６９ ９２．３５

小计 ２７９ ２７８ ２７１ ９７．４８ ２４９ ８９．２５

动科学院

草业科学 ３７ ３７ 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９４．５９

动物科学 １６７ １６６ １６２ ９７．５９ １４５ ８６．８３

水产养殖学 ７４ ７３ ６９ ９４．５２ ６５ ８７．８４

小计 ２７８ ２７６ ２６８ ９７．１０ ２４５ ８８．１３

林学院

林产化工 ５４ ５４ ５２ ９６．３０ ４８ ８８．８９

林学 ７３ ７３ ６９ ９４．５２ ６１ ８３．５６

艺术设计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０ ９２．４４ ７０ ５８．８２

园林 ９６ ９５ ９３ ９７．８９ ８６ ８９．５８

小计 ３４２ ３４１ ３２４ ９５．０１ ２６５ ７７．４９

资环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５１ ５１ ５０ ９８．０４ ４８ ９４．１２

环境科学 ６４ ６４ 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３ ９８．４４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６０ ６０ 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 ９６．６７

资源环境科学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１０ ９９．１０ １０５ ９３．７５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６２ ６２ 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２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３４９ ３４８ ３４６ ９９．４３ ３３６ ９６．２８

水建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６８ ６８ ６７ ９８．５３ ６２ ９１．１８

农业水利工程 ６６ ６６ ６３ ９５．４５ ５８ ８７．８８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６３ ６１ ５９ ９６．７２ ５３ ８４．１３

水利水电工程 １３４ １３１ １２３ ９３．８９ １２０ ８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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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
毕结业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学位授

予人数

学位授

予率（％）
四级通

过人数

四级通

过率（％）

水建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５５ ５４ ５３ ９８．１５ ４８ ８７．２７

土木工程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１７ ９６．６９ １１２ ９２．５６

小计 ５０７ ５０１ ４８２ ９６．２１ ４５３ ８９．３５

机电学院

包装工程 ４９ ４９ ４６ ９３．８８ ４３ ８７．７６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９ ５８ ５５ ９４．８３ ４９ ８３．０５

工业设计 ４７ ４６ ４４ ９５．６５ ３９ ８２．９８

机械电子工程 ６６ ６６ ６３ ９５．４５ ５７ ８６．３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７０ ９５．５１ １６２ ８９．０１

木材科学与工程 ５２ ５２ ５０ ９６．１５ ４９ ９４．２３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５８ ５８ ５５ ９４．８３ ４９ ８４．４８

小计 ５１３ ５０７ ４８３ ９５．２７ ４４８ ８７．３３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７ ９７．００ ９１ ９０．１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８９ ８７ ８５ ９７．７０ ７９ ８８．７６

小计 １９０ １８７ １８２ ９７．３３ １７０ ８９．４７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７ １５６ １５３ ９８．０８ １４７ ９３．６３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２７ ９７．６９ １２３ ９４．６２

小计 ２８７ ２８６ ２８０ ９７．９０ ２７０ ９４．０８

葡萄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８ ９８．００ ９２ ９１．０９

生物工程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０９ ９８．２０ １０３ ９１．９６

生命学院

生物工程 １２５ １２４ １２０ ９６．７７ １１１ ８８．８０

生物技术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６ ９８．６５ １４１ ９５．２７

生物科学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３ ９６．２６ ９９ ９２．５２

小计 ３８０ ３７９ ３６９ ９７．３６ ３５１ ９２．３７

经管学院

保险 ４９ ４９ 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７ ９５．９２

电子商务 ５２ ５２ ５１ ９８．０８ ４８ ９２．３１

工商管理 ５５ ５５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４ ９８．１８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６０ ６０ 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１００．００

会计学 ９８ ９８ ９６ ９７．９６ ９３ ９４．９０

金融学 ６９ ６９ ６８ ９８．５５ ６６ ９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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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
毕结业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学位授

予人数

学位授

予率（％）
四级通

过人数

四级通

过率（％）

经管学院

经济学 ６４ ６３ 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８ ９０．６３

农林经济管理 ５８ ５８ ５７ ９８．２８ ５４ ９３．１０

市场营销 ５４ ５４ 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３ ９８．１５

土地资源管理 ５３ ５２ 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６ ８６．７９

小计 ６１２ ６１０ ６０５ ９９．１８ ５７９ ９４．６１

人文学院

法学 ５７ ５７ ５５ ９６．４９ ５４ ９４．７４

公共事业管理 ５５ ５５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２ ９４．５５

社会学 ５６ ５６ ５４ ９６．４３ ５０ ８９．２９

小计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４ ９７．６２ １５６ ９２．８６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５０ ４９ ４８ ９７．９６ ４６ ９２．００

应用化学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１４ ９５．００ １０５ ８７．５０

小计 １７０ １６９ １６２ ９５．８６ １５１ ８８．８２

动医学院
动物医学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４９ ９６．７５ １３５ ８７．６６

小计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４９ ９６．７５ １３５ ８７．６６

外语系
英语 ８１ ８１ 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７５ ９２．５９

小计 ８１ ８１ 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７５ ９２．５９

总计 ４８７７ ４８４７ ４７０９ ９７．１５ ４３９２ ９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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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授予学士学位人员名单

农学院（２１８人）

农　学（１０７人）

翟　锐　　代小云　　马京志　　安治良　　徐明月　　张静宁　　高　扬
王　翔 刘梦龙 徐　航 袁兴伟 田小建 张宏伟 朱

冯　帆 贺玉花 叶红红 孙晓雪 樊维姝 宋刘霞 张　婧
翁群珠 程　芳 杨晓菲 李　翠 罗　丽 窦玲玲 孙　艳
郭德林 许超明 樊兴超 张　鸿 李　涛 程　波 陈　钊
李显锋 高志雄 黄大安 赖　东 汤　益 王　旭 张静静

曾　舟 王　娜 杨　蕊 张　冰 白　雪 钱佩佩 韦欢欢

李婷婷 樊　敏 方　娟 李鹏德 段海峰 吴建辉 孙树贵

王义超 马　强 魏海忠 史建武 党　毅 高锦旭 冉青松

王　建 霍　敏 熊建云 禄兴丽 王　超 袁凤平 晁桂梅

高　琦 李　佳 童彩霞 翟宁宁 冯　俐 王诺菡 王军娟

刘小娟 常丹丹 李　艳 王永平 王振元 刘乐乐 刘春雷

武耀龙 李　威 康　利 王　鹏 杨　辉 张　辉 冀增文

毛　洋 袁志阳 杨　丽 徐　静 赵肖玲 卢盼盼 葛洪飞

杨　莉 仲丽洁 宋西娇 张　娜 闫　洁 惠锦卓 张　玉
张亚娜 张芸芸

植物科学与工程（５５人）

王宏亮 陈　臻 柳泽光 张云飞 王志刚 李　龙 王　强
柳国涛 阎继宏 叶晓冬 侯瑞青 霍　鹏 王　峰 李　涛
李　阳 周　宏 黄荣艳 徐　畅 孟祥愫 邓昌蓉 肖亚琴

赵　洁 董　芳 胡冬梅 徐　娜 张　荻 李　燕 李　宏
肖薪龙 孙京波 李会强 李　彬 程晓民 陈喜年 陈　伟
孙家旗 张　余 李　睿 马　锋 李　涛 刘永锋 朱端旭

郑凯晨 宋云洪 刘　芳 王　君 李　琴 管　君 刘　瑞
唐小凤 文　文 李琴琴 闫丽丽 丁海燕 孙丽萍

种子科学与技术（５６人）

邓志军 黄伟男 李全钢 马　哲 王　鑫 代军军 张　搏
于大伟 王鹏伟 杜　统 汪　鹏 薛　勇 林　涛 朱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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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福 焦丽华 张　月 岳　贞 朵燕红 杨　华 曹　莉
李远靖 王　楠 薛冉侠 陈姣姣 强琴琴 杨　帆 黄　滟
陆昌龙 刘少慧 刘小光 燕明献 赵　波 吴书伟 张　令
英理科 郝韶峰 刘　磊 梅　松 沙　朋 田　进 刘　龙
赵庆炼 任金萍 赵　丽 王丽梅 鲁　翠 韩桂梅 杨　维
郭　迪 王　霏 范晓静 王　瑞 朱才凤 余　静 谭小琴

园艺学院（２７１人）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９３人）

魏　来 马寿鹏 卢朝望 田丰亮 赵九洲 郭应贺 张　浩
曹亚青 王成剑 李小俊 毕　然 黄　博 于　泽 郑　亮
徐　威 万　鹏 汪德辉 汤书陈 刘龙霞 毕秀丽 卢　静
卫会亭 李　娜 周小婷 葛祥柠 肉合亚·肉孜 裴坤峰

陈添森 张仕杰 黄成新 王淇正 韩国锋 丁　阳 朱海林

原屯飞 仝建伟 房　明 栾月贵 杨精学 艾合提江·牙生

周克友 梁　珍 王显花 樊　静 金　媛 贾芬芬 鲜文娱

王　芳 刘丰渊 黄　挺 陆宇振 陈　辉 杨瑞峰 李树成

曹向华 王　刚 黄钰糰 兰　超 周禄超 徐　坤 张　运
柔孜·艾木杜拉 顾　嘉 罗　锐 李　月 王悠阳 党丽双

佘丽超 周　涛 邵宝娜 周　倩 林永锋 王　博 左　星
屈卫星 曾　龙 罗宏灵 周　旋 宋吉林 杨　飞 程　龙
王鹏勃 孙宏章 姚　墨 鲁紫裕 李伟玮 周营营 崔晓燕

沙　莎 韩　叶 肖　茜 吴佳文 黄　娜

园艺（１７８人）

李诗琴 章岳军 常怀朝 席　龙 朱吾庆 王　震 刘冬冬

申　毅 李　围 刘　云 张　航 云　旦 孙玉荣 王　方
魏　倩 王　璐 依倩安 朱永兴 迟晓欣 王　欣 刘亚林

王洁菲 胡　臖 王姝淼 焦彩芸 康　瑞 魏　臻 罗薇羽

姜　玲 史星云 曹丽军 王达成 张晓慧 崔振华 李民恒

马成霖 张　磊 鲁　杰 刘　旭 赵春燕 傅英华 徐伟欣

时科利 李慧敏 邵诗奇 徐珊珊 张　洋 杨满丽 富春元

李凯香 郭东花 常珍珍 魏　蓉 任　靓 王守巧 方　蓉
闫海云 芦海青 杨仁才 马朋飞 张亚江 林加木 刘云龙

杨祥龙 李文龙 张　骁 翟建华 马如平 杨永红 韩　欣
陈　培 符聪慧 王保凤 刘向敏 田　倩 魏玉婷 秦　源
王　然 田文楚 李菲菲 苏　蕾 韩艳丽 张　华 申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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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钐 杨雪艳 姚艳乐 宋　旺 袁　帅 李向楠 文中锋

张祖德 燕　鹏 刘　帅 马新立 王　辉 熊　勇 李珊珊

张婷? 李晓辉 彭　瑞 张金蕾 祖俊艳 郭文英 赵　甜
谭延肖 程晨霞 刘　婷 申茜娃 李兵红 张　莹 何燕妮

郭改改 唐　敏 吴　欣 刘雪娇 李大祥 林桂玉 华建利

刘　振 郭光第 郭荣春 李　彦 张庆雨 王　杰 孙　力
高永伟 张　曼 吴亚伟 刘淑卫 夏乐晗 王　新 严　婷
毛双双 孔慧慧 李雪薇 晋　璐 宛　甜 牛　雯 秦思维

郭晓娟 徐　玮 王英丽 张晓云 张　毅 张振强 刘成明

郭　猛 张江利 张业鑫 陈颜增 张传峰 吴斌斌 姚文孔

仁青郎加 徐德志 贾展慧 尚艳姣 郭鸿飞 李　珊 邹　芸
陈燕君 于东方 董宝平 张　蜜 石　燕 乔喜芹 佘艳妮

杨　晔 董　璐 高佳琳 蔺巧玲 张　芬 李雪梅 陈英姿

王晓妮 刘妍妍 张春云

动物科技学院（２６８人）

草业科学（３７人）

聂万海 刘渊博 刘沙沙 张瀚文 郭君喜 张志强 魏　朋
柏　科 秦小康 张　枫 卢振中 黄月影 于夕尧 梁　霞
蒋文婷 张慧芳 郭　婷 郭园文 胡　澍 王　娇 于荣华

陈嘉颖 杨　静 徐　茂 王永振 刘　源 杨志华 马海东

寇　丹 崔树娟 冯玉林 项　敏 王　宇 崔　婕 高宁宁

贺璐璐 阿亚提古丽·买买提

动物科学（１６２人）

赵克公 李　将 杨永康 张端阳 谢润泽 井　斌 李连彬

蒋丽君 李　诚 王　原 杜金磊 段中钞 张国龙 杜恒山

王东旭 赵静芬 杨　琴 李凤佼 张晨歌 陈　静 吕　萌
袁　秋 李　景 马天笑 杨　阳 余永斌 林伟龙 刘春雨

高　腾 李岳峰 王　锋 朱华南 程晓亮 罗　培 李方龙

巩龙震 柴　宇 宋来磊 王晨宇 郭晓伟 刘洋铄 张　震
王风巧 麦　茵 陈景玲 孙艳霞 辛海云 宋美艳 胡靓华

杨　婷 严　妍 伍明慧 杨晓燕 郭纪昱 韦振飞 李世召

卫　宁 王二浩 肖　潇 魏晨旭 宋　昱 宋　鑫 李占臻

李光轩 王春伟 买　光 李小龙 刘　振 王　冰 盛琳波

曹玮娜 李亚力 张茜茜 王　华 惠明弟 周梦蕊 扎西措姆

杨　阳 杨茂玲 刘　伟 黄超玄 刘少凯 丁书通 卜攀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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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琦 严惊鸣 郭　龙 朱大鹏 任充华 徐华荣 孟春辉

柏辛? 周世才 张少锋 孙灵? 曾　洁 王　婧 姚大为

蔡含芳 李南充 汪　菲 王艳龙 宋　丹 谭小维 李康伟

王少璞 孟凡旭 崔　鹏 梅楚刚 邓冠群 黄敬伟 强　者
朱建华 林萌萌 闫国永 武天骄 席利萌 刘蝉铭 琼达次仁

马忠雄 周罗雄 凌丰平 王　婧 张雅卿 王　尧 冯　敏
莫金鑫 张淑珍 刘　玉 冯娇茹 李华磊 陈朦朦 郭振刚

赵冀楠 张煜坤 王　杰 郭云涛 李凤龙 杨　伟 陆勇强

张兴凯 梁冬冬 王　亮 穆国鹏 蔺彦龙 陈　强 杨海浪

梁　峰 卢　妮 刘兴月 曹婷婷 陈　思 付　洁 刘南南

白　鹏 田伯瑞 赵婷婷 张晓霄 胡其涛 赵丽新 李永海

王　永

水产养殖学（６９人）

甘悦宁 范伟鹏 付耀武 杨超鹏 万全元 蔡　琛 宋星寰

张含乐 梁开学 马智超 李锋刚 刘勇杰 陈文斌 余小波

张莹莹 李登群 魏贺红 陈晓慧 李雯娟 刘　乔 王雪芹

张堂莲 刘天强 李倡荣 杨　波 周　涛 田晶晶 郝　凯
易晓贵 迟　骋 王洪成 张书仁 赵柯洋 张振龙 方　程
吴　康 苏光福 袁　聪 陈婵娟 闫娜娜 谷　米 杨知沅

宋一清 曹医梅 谢佳颖 张黎黎 章　霞 张文杰 吴　剑
乔宗英 张　超 刘　恒 胡国军 李　铎 唐　洋 张　震
侯富军 邓小江 陈德旺 席　斌 董　龙 孙耀耀 张胜菘

王胜利 张宜轩 李　蕾 石晓娟 袁潇东 关　勇

动物医学院（１４９人）

动物医学（１４９人）

宋文聪 张　玲 黄建升 贾　尊 张一军 陈　志 马　超
王文龙 任志宏 吴永鹏 江跃德 刘栋杰 白建龙 高　升
陈　强 卢正彬 林小萍 刘清燕 梁　爽 刘晓倩 王晓玲

田泽华 边　珍 李金颜 陈　丹 李　莉 关浩静 高荣荣

黄　惠 詹晓涛 陆　玮 吴利凯 职晓光 吕其壮 战仁武

胡　旭 李灵通 贾俊杨 梁武龙 张祥建 董　彬 魏魁虎

王利波 蔡　虎 叶艳英 罗　虎 王姗姗 曾晓萍 刘园园

于　静 左秀荷 朱红梅 曾月妍 普布琼达 孙　韵 许　荣
宁　静 寇娜娜 李　园 刘　丹 尤从彪 邢增杨 梁冠翔

毕冬冬 梁　斌 周小庆 杜　渐 王相国 高文超 李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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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松尼扎 李洪均 段明明 高小龙 吴朋朋 曹　瑜 刘　伟
周　颖 王　斐 关永娟 田　琛 王亚男 王　瑞 刘雨茗

裴　培 代　瑞 张少春 吴　莹 陈占莉 夏　菲 周丽佳

潘时强 吉才回 马文涛 占　存 张骏鸿 赵海山 杨建廷

郭瑜龙 刘　 王　勃 刘　强 余　江 董慧敏 罗　锐
王　飞 马志杰 佟　琪 张秀娟 生凤梅 杨程程 杜　琳
苏晓敏 王　映 贾燕青 李　娜 边青青 高　艳 王　洋
王金 李长健 李　超 刘　洁 杜永坤 陈　彪 罗俊恒

杜　远 刘　阳 刘　伟 贾　辰 张海峰 陈　伟 张丹辉

尚　辰 江秀慧 马　静 毕一鸣 王国淑 高　瑞 赵婷婷

郝洋子 黄瑞蕊 刘亚绒 刘　慧 马洋洋 贾　媛 李慧敏

高小龙 黄安明

林学院（３２４人）

林产化工（５２人）

陈　超 雷　雨 包瑞珩 周雨力 张雷钢 王洪亚 肖　腾
白　龙 王　弋 郭春生 康　宁 黄龙涛 邓佩杰 雷海刚

邢金金 陈　雄 王培培 刘海洋 刘瑞芳 任丽萍 郭万霞

孙宗苹 浦文君 邓明刚 汪志强 杨育松 陈海东 李世玺

李云雷 崔成森 董　明 吕明曦 刘存智 许颖睿 曹　哲
赵　波 辛立刚 王战毅 崔磊磊 刘　杰 袁　野 吴孟银

王　波 吴晏兵 李文婷 关红玲 王月晖 霍　元 史永勤

任　秀 唐成黎 杨家万

林　学（６９人）

曾鹏宇 于文杰 魏军坤 木　楠 李子强 郭廷栋 刘金良

王　军 武　锋 姚　源 岳　雷 熊　鹏 李　鹤 王　庆
刘　娜 欧阳旭 童美雪子 吴丽丽 王小珊 陈　敏 杨晓婷

黄　雅 周　丽 史文辉 胡兆永 潘池钦 杨士同 聂建松

于天水 付志祥 杨德宝 买斌刚 宋　乐 朱慧男 赵栋锋

梁永贺 叶　靖 唐态宏 高小莉 赵　芳 徐龙光 马浩然

李　弋 王　平 王娟婷 许　静 姜　燕 刘　
"

杨松彪

张伟鹤 刘　涛 马俊宁 王　博 周　勇 邹　立 王泽涛

王宏翔 苏　锐 张　敏 郑继成 曾　奇 徐　丽 孙洋洋

乔　宁 陈　婕 赵　君 李　珍 赵韵美 贺　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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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１１０人）

郭泰君 齐风超 游宇中 崔海巍 贾　鹏 董孟斌 李　鹏
张继红 郭月祥 赵海明 张　飞 梁晶晶 马若琳 殷　彦
马静静 李瑞瑞 周　旭 张为为 张　丽 王海丽 莫汝贞

孙丽杰 王洪玲 张红蕾 韩红艳 李晓希 邵云鹏 梁国辉

卢文龙 贾忠星 杨润乐 刘锡同 马　赞 季春雷 杨伟鹏

石雪强 贾　琨 刘　龙 惠　荣 唐安琪 魏晓婷 张　楠
楚芳芳 于承卉 徐　娜 成秀丽 郭　玲 孙　婧 刘　庆
刘素华 李苏苏 崔　鑫 王雪朦 鹿雅君 车　翔 田宏伟

宋久正 刘德金 胡夕阳 石其实 张福洋 刘中长 袁之符

齐廷锴 李王斌 王　磊 金苗苗 赵丽娜 孙梦红 孙毓泽

李满园 潘家琴 蔡　丹 刘　忆 张秀琴 王嘉舒 黄丹丹

高　菲 渠婷婷 张　帅 刘秀萍 陈　琳 裴默琦 刘　虎
雒骁龙 王雅飞 晁盼盼 张　宁 桂绪龙 宋佳民 赵俊明

罗智轩 冯雨润 柴艺超 刘银芝 宗跃飞 申明敏 李文雅

王　莉 单　娟 肖　婵 吴慧云 刘丹丹 孙康迪 徐红菊

庞　芳 苑晓莹 康春春 赵　蕊 阿拉依·塔里哈提

园　林（９３人）

苏佩萍 汪　晶 张　刚 马宏达 王　岩 鲁小龙 吴晶彪

喻校华 杨佳璇 任　震 张宏伟 袁宏伟 任　伟
艾力亚尔·巴拉提 武威威 王晨晨 彭程雯 宋　欣 刘晓宇

郭俊佩 李　癑 汪　爽 高　艳 张萍萍 王　妹 于海玲

杜鹏珍 景　青 樊　哲 贾　敏 刘　灿 南比萨·阿吾提

谢慧君 冯小铝 安恒菲 刘　通 吕　辉 高德成 徐永强

薛志超 钟万强 韩光锐 刘　坤 吐尔迪尼亚孜·艾麦提尼亚孜

韩鹏硕 董月圆 李秀梅 司徒欣怡 孙景芝 刘小琳 刘玉娟

徐　曼 田　荣 李延琴 李思梦 王　清 袁　华 赵若羽

章啸吟 司　思 陈梦莹 毛延佳 杨　玲 皮增亘 胡墨轩

李双海 曹培基 张　云 严　俊 武　龙 毕国亭 葛　明
李　鹏 刘同林 梁　洪 袁继昌 胡世华 罗漪苒 贾梦雪

殷晓彤 程　岚 金晓月 秦迎凤 刘宇晴 罗玉蓉 曹冲冲

吕丹丹 王　娟 罗治丽 沈　菊 徐榕泽 赵晓文 季晓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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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学院（３４６人）

地理信息系统（５０人）

漆文涛 戚洪飞 温杨彪 刘　楠 李志轩 班松涛 张海峰

唐先龙 郭　勃 杨　磊 朱良君 吴　强 赵　黎 郭　杨
彭　成 欧峻琳 陶鹏宇 木热提江·阿不拉 尹雪翔 张　哲
史世莲 高　霓 王媛媛 姜　悦 拉巴卓玛 吉米兰·克比

曾　梦 何　越 蒋　盼 袁利波 巩明乐 石琪琛 逯鹏飞

徐海峰 吴　萌 许天涵 李昌林 张呈博 张　鹏 倪勇勇

张鹏飞 谢银海 马　鸣 杨金翰 张亭亭 孙语晴 买秋彤

央金卓嘎 杨云萍 谭永红

环境科学（６４人）

宇　妍 丁雪杨 李卓群 韩仲宇 牛俊翔 陈东东 谢明洋

李　枫 王　力 张　俊 薛　文 刘　雷 刘川岛 邵启凡

吴小龙 俞腾越 雷　鑫 疏　娟 万　丹 周　醒 曾丽华

毕巍扬 陈兵兵 顾晶晶 满　楠 郭　璐 琚凯玲 张益平

刘娟娟 邱　梅 聂荣丽 杨绍芳 钱　勋 赵　峥 马国栋

马祥龙 丁　震 贾志鹏 汪　榕 王　睿 郭学超 曹　伟
张　航 赵　彤 姚宗江 唐双全 吉鹏飞 龚节郊 路　程
朱潇潇 孙　琦 刘　明 郭翰融 李玉娣 时程清 李程程

翟　晨 佟　洁 王　烨 贺丽娜 张　婵 徐　雯 赵　姹
钱梦莹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６０人）

王玉帅 王林华 安磊磊 王大安 刘瑞顺 张少佳 宋金健

谢　文 王广涛 田　磊 白　涛 封　春 高　浩 杨　锋
旦增次列 马红涛 谢飞龙 向　东 农　淦 马佳慧 李令媛

蒋　娟 倪　玲 颜婷燕 张　瑜 吕青青 王辽宏 曹祖红

兰晨希 高　姗 于钦民 韦聪谋 耿立赛 张成钊 姚志杰

刘俊峰 陈　韩 牛智强 刘子壮 邓文龙 王　波 张鹏辉

李　涛 王玉琅 李　乐 刘　斌 黄良嘉 张　磊 白靖慈

陆　媛 胡春阳 邢路平 杨艳娟 王　晓 吴晋霞 高　燕
高　旗 黄　鑫 李　翔 袁双双

资源环境科学（１１０人）

李玉鹏 黄振杰 罗　超 徐锡杰 王　将 孙大志 胡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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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焉 朱阵国 林伟达 贺雄伟 张　伟 郑英元 许　信
尼玛加措 唐　立 高　璐 樊媛媛 翟夏斐 康婷婷 熊　睿
高　卉 何晓云 赵　聪 贾美玉 塔　娜 周阳雪 汪娟梅

白　鸽 周宝铭 龙先良 陈　炜 孙建学 闫海洋 王国保

胡　腾 许　冕 刘　磊 李　勇 王　侃 冯占贵 陈　程
杨大兴 张　为 高雅洁 严　英 申阿芳 高　航 贾　婵
雷阿萍 潘　婷 孙　瑞 李孟娇 冉艳玲 肖绍强 覃于敏

陈光俊 赵世翔 张　豪 车　景 宋振辉 高　健 王光州

韩慧韬 张锦峰 崔乐乐 朱希彦 代二战 刘　旭 潘逸凡

王晨霞 任立品 闫明灏 汤文静 王　倩 李晓晶 张雪辰

陈姣姣 常艳丽 赵菁竹 侯廷渝 崔　桃 李天伦 赵永斌

代允超 邓　奥 祝飞华 刘全东 杨　豪 马　鑫 续　栋
刘　壮 张瑞龙 但文超 蔡　鹏 唐　玉 彭映平 刘　娇
吴祥颖 张向茹 刘相春 彭秋平 欧　玲 赵建华 张　晶
刘　雯 王建涛 张小明 张　瑜 罗宝芳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６２人）

周　翔 马　超 李　斌 邵元伟 张南南 杨　武 周海坤

蔡国信 张　润 赵三康 姬　轩 蒋　创 贺　伟 王敬轩

向江宏 张　洋 赵海翔 刘静蓉 黄　楠 李　平 陈　昱
陈　雨 张婷婷 李　敏 李　苗 李欣玲 邵英英 姚　瑶
许宝月 刘　敏 牛　斐 高　霞 徐　同 熊晓伟 周裕钧

侯晓龙 刘长江 李　岩 张瑜涛 王马栓 乔林玉 王　蒙
宋　涛 刘　冲 康新强 陈　勇 郑　颖 刘新琴 冯丽娟

王艳萍 户明明 栾希彤 金玉琼 连晋姣 毛妍妮 杭霞霞

薛　洁 赵彩云 涂　娟 曾　艳 伍　欢 米雯静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４８２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６７人）

刘玉晓 刘　阳 詹文田 韩兴罛 黄　旭 刘　鑫 王　辰
陈海涛 双百良毓 陈建海 况金园 史俊伟 薛　峰 于　伟
王恩泽 郭惠东 韩　凯 闫　松 郑小亮 李江锋 李　强
杨　岗 王正忠 康文超 王隆鑫 张乙戊 邓朝丞 高新龙

盛阳阳 赵　聪 莫延顺 刘　蓓 谢　睿 牛佩筠

阿米娜·帕提乎拉 梁　秦 李　凯 苏东奇 孙高龙 姬　磊
张延达 邵　尉 张裕龙 齐小龙 杨　彬 尹希民 王　林
匙江涛 刘　楠 戈　涛 曹宝英 李　东 袁　飞 乔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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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少奇 史绪龙 陈　磊 邱万盛 靳佩霞 石　琳 赵阿娟

邵笑凡 李斯雯 赵伶俐 李　欣 席文姣 袁　璞

农业水利工程（６３人）

杨石磊 付龙飞 任　杰 张圣焱 刘　博 黄国斌 韩　磊
赵　键 刘　钦 刘　飞 李　爽 王立篧 张志华 兰庆琳

于来会 邢　飞 秘金印 王　沛 韩百虎 万　虎 杨书龙

姚　龙 李　义 王锐汶 秦　静 王贺贺 尹晓霞 张　燕
高兰兰 康倍铭 崔红红 陈少华 王利平 胡兴昊 池佃东

崔铭钰 杨以亮 袁开强 吕奇峰 刘顺昌 李虹辰 丁奠元

傅衍柱 王旭军 杨区伟 姚　亮 王　鹏 郝　伦 黑永飞

吴春辉 谭显文 王志浩 李建康 左建国 王　舒 刘燕芳

杨淑钧 秦　帆 王　佳 田　英 张一凡 张国辉 范佳敏

热能与动力工程（５９人）

顾利帅 张　玺 杨德赋 张家勇 李柏高 张　振 朱建勇

靳国云 刘　涛 韩亚阳 肖天楠 李鹏善 张嘉忠 高延峰

梁晓东 左创举 燕　超 梁　运 周耘宇 白　鹏 陈世凡

王　磊 黄　涛 王　武 魏　杰 齐小方 冯智慧 马　青
张　倩 念妮妮 巴桑曲珍 赵瑞山 韦尚军 毕敬峰 王　津
王永辉 陈　光 张朝晖 周泽宇 孙大伟 李芳同 刘　凯
刘燕强 屈博兴 杨　碌 王　锋 李佳龙 许志文 陈新柱

韦正虎 李　强 益西桑珠 刘俊麟 孙慧芳 易艳林 李晋琴

赵　卓 陈　婧 吴梦娜

水利水电工程（１２３人）

王二朋 郭　力 胡　阳 张树茂 李强强 张　超 张正安

钟智谋 杨运伟 赵勇胜 张宇峰 李兴华 杨　光 桂单明

林永亮 张冬冬 程祥龙 曹文天 刘茂林 崔方林 张　磊
王　晨 拓　矪 李　强 张川川 徐海嵩 王朝波 王凌西

尹学刚 张艳艳 范梅凤 王　炜 党　莉 王艳红 田　艳
覃立宝 董旭龙 白盛元 胡朝阳 孙　奇 刘向宇 王新强

孔亚宁 徐龙飞 陈　隆 焦　腾 张　言 高海燕 孙振旭

胡保华 白鹏飞 孙　阳 任　勤 张泽众 尤　超 章思洁

赵勤霞 李红丽 赵　青 常换换 陈　莉 张　斐 高　翔
李红泽 耿绍龙 周建波 吴　舜 张　 王　钊 钱志勇

马云霄 张乐乐 闫鹏程 高　原 贺晓斌 高　笑 薛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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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普 任纬航 柏贤生 吴　越 刘国龙 崔冰雪 吕丹丹

徐　京 李淑君 赵　鑫 赵　楠 刘　健 金郁扬 王功琰

王　飞 李　川 惠志宾 苏　武 桑桂武 张宁宁 马风新

孙见锋 张　峰 苏伟强 党保林 赵少博 赵建生 马科科

李桂强 孙　坎 李　帅 米仕勇 尹昭鑫 王华兴 齐春风

杨晓涵 邓文红 王　贝 宋梅梅 覃雍容 袁　俊 李　洋
申玲玲 王　顺 秦子鹏 汤本靖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５３人）

龙章发 孙　辉 廖清飞 李二辉 马　全 苏晨龙 赵　超
张　波 李　鹏 王俊峰 雷双超 柴　巍 吴　斌 刘　斌
谭绪丰 周文婧 杨荣榕 孔　信 苏　翠 王冰洁 李　萍
王艳萍 张　琛 寇柏莹 李爱利 张　蓉 张　慧 季　臣
汪新波 祝　杰 董晓勇 李保琦 刘　赞 宋红阳 周鹤翔

张　超 李敏刚 李世鹏 孟令超 李灵波 陈文辉 周玉红

蒋海秀 王菲玲 左艳霞 杨柳悦 王　宁 程　妍 黄一帆

吕园园 沙瑞琴 田　姣 李　琴

土木工程 （１１７人）

徐　超 赵宝林 付振海 张世强 杨元智 张燕磊 郑立超

赵智辉 李义龙 李光辉 刘　安 徐　斌 胡正权 张　超
张文全 朱志伟 王华伟 程　龙 贺智强 李　帆 马玉磊

王　磊 薛建永 张凯悦 刘乙丁 葛　雄 杨　强 胡青松

杨　东 冯　靖 赵爱玲 张　锋 刘　鑫 陈志超 苏德育

张传生 周　伟 陈红业 史艳龙 钟瑞祥 程孺尧 殷　俊
李　游 孙立志 张云宏 李红超 吕洪超 柴崇杰 刘　潇
秦　稳 高　策 闫文胜 马　龙 代　雷 刘　涛 陈国兵

杨　洋 陈　宇 刘　波 杨　福 郑玲飞 张　莉 陈文瑜

陈建东 余博恺 王　龙 吕泽永 王高飞 张少博 那明明

吴克龙 李　伟 夏正彪 王祥阳 孙杰元 康　帅 吕军伟

文亚巍 贾文聪 赵国庆 张　波 付　浩 李怀鹏 同世明

张　成 陈　杰 谢舰兴 梁慧鑫 刘　佳 蔡玮婷 王吉乾

胡东明 郭　朝 王　岳 卢良青 孙吉平 刘国峰 余　金
蔡伟驰 崔正立 胡　鹏 孟　振 金银富 崔云飞 申　帅
杨国良 田　博 马国 吴　伟 陈海浪 文　强 刁秀盟

谭松林 王　兰 颜　阳 张振飞 张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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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４８３人）

包装工程（４６人）

张　超 付　阔 高　峰 殷好石 李才斌 张永红 杨太金

李　超 费卫成 张　龙 齐刚刚 卢灵雨 曹　东 贾云鹏

刘　昊 方黎颖 李秀维 高　岳 伍雪花 高玉花 巨玉兔

刘媛媛 侯　妮 王　理 张　艳 王　冠 潘云汉 刘　仿
张　波 陈　真 戚　强 侯壮飞 艾江江 李文杰 张云飞

谭　杰 胡　佩 向　林 吕大民 蒋余波 卓俊杰 徐　燕
谭丹丹 　于艳娇 张　潇 李金平

电子信息工程（５５人）

李陈辰 徐巧年 王　辉 邹胜洪 罗玉才 许　康 李阳阳

张　初 刘兴林 曲　巍 周超超 薛文斌 雷熠腾 刘遇哲

唐　辉 邹　彬 丛少嵩 樊书祥 汤世宇 黄　杨 郝静玉

刘理想 赵子淇 王　莹 孙　瑜 柴　楠 焦银娜 王　培
张　锋 景　钊 彭春癹 陈永祯 安连朋 刘如根 李　力
胡　强 郭　浩 张　明 徐　嘉 曲建朱 魏毅鹏 吴宇珀

马小奇 李　攀 孙守焘 殷　航 张　波 彭明月 季　瑶
张红芹 赵荣 冯　倩 蒲皎月 邳苏楠 董　琪

工业设计（４４人）

田丽如 周　平 余　斐 李　骏 刘雪明 李　军 柳顺安

王洪坤 王　栋 陈　珂 罗养峰 詹　峰 辛　剑 王德飞

韦城杰 荆婧婧 彭　瑜 张颖聪 韩筱婷 余莉君 魏　君
王宝君 马香丽 解　倩 刘　霞 李生晶 宋全喜 李秀杰

崔利华 张小平 王瑞明 逯广瑞 王　冬 张忠凯 牛庆利

赵　华 王　峰 陈　敏 曲　娜 刘丽娜 张　爽 付永娜

卢　皎 昝灿灿

机械电子工程（６３人）

董丹丹 孟　凯 马亮亮 徐先源 龙　海 夏田俊 安德兵

胡景清 刘德强 王兴飞 付书阁 谢小健 彭春钱 靳　松
王　凯 刘俊岩 王　捷 王　涛 宋晓杰 任　哲 郑龙飞

刘小明 郭凤军 宋　渊 蔚亚刚 张　博 张启遇 赵秀龙

刘自强 张乔良 黄虎城 杨文娟 徐秀苹 张　晗 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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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婧 饶刚毅 林茂深 陈圆科 张　杰 刘望川 陈　权
蒋恒翔 王福东 朱军强 薛彦冰 史建强 刘觉晓 李松彪

姚春强 李荫荣 梁　鹏 刘　俊 李森林 王　聪 苗向稢

韩　韬 陈宗勇 曹　培 刘亚微 陈丽萍 王阿新 董晓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１７０人）

王　涛 王树山 林龙晖 杨虎云 江逊敏 苏逢华 钱柱斌

田光辉 衣　伟 王　平 王　冶 何东旭 范　围 王　剑
王宏伟 高重乐 王　宣 石海利 崔　凡 曹光周 莫震浩

李世艳 潘　雯 张宗玲 黄　瑾 高璐璐 王宏浩 陈成坤

陈晓春 慕军营 范运强 姜再友 张小波 唐东旭 丁新新

陈宏达 陈亚双 王明卿 马　阳 王晓健 张　杰 刘星治

吴　楠 蒲文丁 王子涵 孙载凯 刘明雅 刘晓辉 夏　蕊
张　鹰 黄周志 徐东阳 李小奇 郑钦敏 陆春立 杨永雄

孙建超 孙　浩 韩　康 张　续 郑新亮 梁　冰 黄时荣

王　哲 韩润哲 寇　鑫 张虎威 李长译 韩　信 白国杰

张遂川 孙继明 陈实现 谢玉芳 李淑颖 高　妍 吕　倩
黄　欢 刘永兵 王岳飞 张洪伟 刘瑞轩 何志远 黄发光

许　洋 潘　龙 曹　斌 栾生德 张浩飞 罗发飞 李　乐
胡春林 杨　健 周　渝 杨满强 郁福贵 陈建平 沈碧桦

吴忠茜 崔香如 张婷婷 高　阳 万广树 张发年 梁　楚
隆前令 杨志强 谢　兵 王　铁 赫明礼 鲍文科 刘曙光

周连绪 苏　磊 唐良平 赵　钦 杨　鹏 张　靖 龚正鹏

唐明涛 黄运鹏 吴志雄 张启旺 周银鹤 周　游 曾建飞

王　驹 檀甜甜 谭晓丹 乔小川 谭　龙 何伟贤 李　为
宋树杰 张　伟 韩　忍 杨章兰 张鹏飞 金立强 高建宁

曹袁青 刘洪杰 孙国立 杜　伟 李宏斌 杨剑雄 汪崇威

谭　超 王文卓 解正志 金　童 乔　静 苑伟静 王明琪

邱荣琳 景煜江 郭浩然 王　岩 李俊杰 田　楠 何旭栋

高洋洋 徐　莎 马　俐 刘虹玉 张泽宇 胡立文 张　鹤
王　刚 熊　瑞

木材科学与工程（５０人）

廖　咏 杨振庚 胡正伍 杨虎斌 郭浩鹏 李松延 阳国俊

杨　涛 王秀亮 李　伟 陈　林 赵晓卫 梁　琼 高　根
郑　超 杨光远 李　海 李　晶 王娜娜 张静静 刘　芳
司　阳 赵若辰 夏扎提汗·海比布 张禄晟 何永辉 李福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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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晓 李龙龙 李　磊 金田平 王兴宇 刘绪建 王善景

郭　智 陈小龙 程强美 张一博 陈　康 赵三秦 肖　林
周邦全 努尔艾合买提·买买提依明 田　园 张彦霞 王向歌

盖　玲 吴爽珍 史炳淑 祖丽皮耶·艾尔肯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５５人）

郑恩旭 张　杨 李　宁 廖熙德 白　冰 李　萌 赵凯旋

穆加琦 陈雨龙 吕志海 王晓 苏　永 王明山 李　博
姚　佳 刘应军 王灶林 杨银刚 曹建楠 张　凯 朱　亮
徐郝亮 谢　川 杨旭晖 陈生龙 邓俊君 姚　篧 李佳俊

穆海宁 凌福文 毕秋实 孙高杰 曹文刚 刘文龙 鲁　阳
李赞元 魏耀乾 纳守伟 孟庆伟 王　萌 董　帅 井　佩
唐晓龙 冯田佳 郝欢欢 罗　阳 马虎森 郭　龙 王　玄
彭　凯 宋晓航 杨海涛 胡志明 陶成军 樊　荣

信息工程学院（１８２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９７人）

高　旗 赵　岩 韩　炎 张婷婷 贺成明 林鹤智 黄丽威

吴春鹏 赵子侃 张　鑫 张　酟 刘文鹏 刘忠辉 李子润

武理朋 何康平 田兆文 曹宏亮 岳永昶 何　川 邓金桃

魏　欣 王　瑞 许晓晓 张哲超 翟　娜 张怡秋 李　娜
郭成全 黄景涛 刘大瑞 张立广 史同井 赵　博 冯春杰

吕　鹏 李　鑫 郝智文 王杰夫 张现宝 郭　浩 张金录

王天本 崔江涛 朱　明 马思罛 陈　磊 邢　严 史秀丽

于鹏华 张　晨 韩　荣 崔选科 付磊磊 吴金键 李明明

鲁学权 鞠明业 张云龙 朱　波 邹　剑 牛　晋 刘荣华

姚超群 杨　涛 陈祥熙 陈　林 牛　芳 付春艳 史晓丽

苏恒钰 翟海超 赵海龙 蒋　普 田　果 刘艺龙 王　鹏
闫　晨 何　平 季大祥 刘鑫辰 陈　现 李海翔 张振宇

乔通卫 韩东辉 张　杰 马能军 王　随 郑海龙 张　潮
蒋　方 荣海贝 张国芳 张　妍 李　丽 廖河山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８５人）

李　强 刘　衡 陈　亮 宰金峰 董　兵 冯文宣 王彦屿

王传提 李　亮 杨　洋 田　雷 程文博 袁博文 何亮虎

葛　琪 刘　敏 肖　峰 李燕丽 李丽宁 李迎晗 梦　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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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静 张彦雯 侯梅梅 刘　霞 程丽莎 徐　沙 唐月珠

金　驰 武　浩 李一力 徐方华 宋立柱 李新乐 赵耀博

王　焕 孙　静 温云龙 徐光辉 高　泽 高　翔 李龙飞

赵　源 冉从辉 金明岚 丁国珍 文　娴 贵珍珍 潘　艳
赵建存 黄　欣 朱　英 张晓娜 张文婷 赵　沁 次仁卓玛

田鑫程 贾永强 卜祥玉 孙林冬 张　强 邹　灿 王　明
牛晓强 任　玺 王　磊 朱展呈 李　强 戴星傲 赵宇然

罗凤菊 李莹莹 孙梨萍 霍静璐 冯平平 高兰云 应美歌

王荣娟 王雅丽 张　旗 张　晶 庄婷婷 李永超 殷崇宇

王萌湫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２８０人）

食品科学与工程（１５３人）

巨斐斐 王冬冬 李茂华 胡云霞 张帅军 张宇平 乔冬玲

李彩霞 刘　抚 朱新娜 姬浩浩 魏思宇 时　文 陈少纯

封宗强 崔　畅 郭　庆 王龙刚 陈思危 汪　鑫 张志超

薛战锋 阿尔哈力合·叶热仙巴依 魏　震 漆　蒙 罗文成

李泓漪 刘　景 孙　瑜 苏纯鑫 彭丽红 石荣峰 张艳华

王忠一 闫喜梅 侯　媛 姚　蕾 曹艳梅 张　蕾 王侃侃

吴远浩 孙双斌 何旭东 包大伟 霍佰祥 李华君 王　卓
王　欣 崔晓波 刘　兵 艾力·亚森 张翼麟 翟小童

张钰玉 王　颖 徐　礼 刘鸿儒 张沐诗 仲　华 史佳琪

牛　晨 何小艳 于　哲 石婷芳 张　瑜 刘　娜 石　超
彭博明 黄锦誉 金欢欢 刘功关 郑智敏 殷　彤 马士珍

吴淑朋 崔乐其 郑　超 赵旭东 姚　远 石　磊 李清和

张军伟 王定颖 王海燕 宁静雅 高士博 高洪杰 张恬恬

杨　艳 李　佳 王　媛 成　冰 常艳芳 谷欣莹 李翠丽

王玮瑜 邹丽晶 刘　聪 赵　琼 孙　浩 程圣恩 曹　铭
刘　帆 韩亚飞 张天晔 姚掌田 张力敏 王　涛 张玉娟

马　凤 杨亚静 刘诗 张双凤 付向丽 刘李婷 袁　叶
向　清 党晓旭 赵芸卉 曾　鸣 刘　弈 李巍巍 叶月丹

万玉龙 焦东方 祝新华 邵明宣 涂鸿盛 陈祥建 宁　龙
杨文龙 刘　兴 宋晨龙 张福龙 张泽均 郑　爽 黄歆如

李　帅 姜良萍 刘锦芳 李　珊 苏　桥 韩　洁 张　悦
吴育飞 夏先芝 蒲雪瑛 扎西曲西 张　艳 陈宝珠 张艳丽

张　磊 吴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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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１２７人）

任曼妮 孙晓璐 李玉龙 杨荣荣 王妍稳 李　龙 杨　龙
杨清斌 贾玉良 刘小琛 梁　超 张　烨 唐文志 高　峰
陈美娟 赵小月 王　彤 赵　颖 王　慧 周　洵 王　爽
夏之云 苏　敏 白变霞 王　银 赵　锦 范　静 王倩宁

孟思远 范聪聪 杜丽慧 陈泉如 武　岳 杨　倩 段　垠
陈　远 肖世杰 李佳根 马风凯 刘　杰 李　博 张国强

吕柯桔 刘　正 刘曼茹 易允喻 赵　娜 原　田 贾丰军

吕婵娟 肖新龙 陈　冬 丁　丁 葛小燕 焦　艺 牛丽丽

秦小雪 孟　旭 李朋颖 谷静思 欧　阳 刘　惠 戴　璐
马新花 盛雁娜 所辰宇 李兴纬 李　阳 欧阳小栋 苏生智

刘　洋 高　信 喻柯棚 胡云龙 杨　冰 王丽丁 刘媛媛

韩　斐 陈华瑞 刘　欣 满妍妍 李伟伟 王小斐 宋小青

张　宸 周　坛 俞芳熙 雒　丹 蔡　萌 王　蓉 龙　娇
马奕颜 胥　静 张海玲 甘　奕 于　赛 冷志富 许英豪

郭　强 曹　雷 杨新刚 任　杰 李腾飞 徐含山 杨　丹
林子人 马锦锦 杨园媛 唐　囡 薛晶文 李　婷 苏晋文

周九庆 吴　昊 田晓琳 代晓霜 张　敏 谢文静 柴　敏
杨宁宁 刘　朵 车　妙 曹思雁 文孟棠 梁晗妮 吴清华

高艳英

葡萄酒学院（１０９人）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９８人）

张世杰 王　红 韦　哲 祝思捷 吴斌超 甄得珠 杨柯桓

周鹏辉 韩　雷 陶宇翔 匡阳甫 陈奕霖 张　露 鲁　杰
李一凡 孙　龙 彭方玲 王砾尧 陈　倩 赵小帆 张晨光

严　玉 刘　畅 党婧微 赵　群 崔晓婷 薛　晓 张　思
张　乐 庞　芬 高　茹 宋　 吴发萍 王　琴 汪　捷
周峻涛 丁吉星 徐志勇 陈　易 魏　冰 闫建伟 唐俊峰

张　博 胡双江 彭　晋 解延奇 张晓珍 徐　静 付志愿

孙红娜 叶　菲 宫　雪 陆　瑶 王　聪 贾则真 徐　苗
吴晟萌 苏　莹 蒋　楠 任雪菲 周晓楠 傅鑫蕊 赵　洁
张　莹 于佳俊 陈　伟 杨金龙 姚磊华 黄海清 张　科
林　刚 丁建平 张向辉 蔡简阳 卓家均 高云霞 韦霖惜

王　莉 赵　楠 王玉凤 李汶珍 宫雪佳 王安娜 张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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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敏 康逸飞 侯小凡 马青季 张　瑶 刘　雅 朱　瑜
李沛糰 陈　芳 林　琳 杜　磊 侯国勤 罗婧雅 彭小琴

生物工程（基地）（１１人）

赵志华 王　磊 李　军 向　江 贺艳楠 郑　颖 邹　莹
马　雯 郭　蔚 杨　芮 文　彦

生命科学学院（３６９人）

生物技术（１２０人）

王　飞 方　慧 王　昕 马亚男 周德保 方大文 赵立星

程玉印 桂演朋 王春林 李海雷 董福升 闫晋强 贾智勇

王雅帅 郑博文 王凯旋 刘向磊 托合达拜·依曼拜 陈天龙

黄　霖 林月旺 许丽娜 马　楠 张　欢 王一然 孔德慧

吴新颖 侯　琳 张　瞡 张力妮 王秋玲 刘变霞

阿曼尼沙·沙塔尔 李　拓 王兆丰 孟东东 梁仲太 刘继龙

苗毅博 蒋弘刚 邵廷龙 何曰辉 纪洪雷 马　琦 赵宏谋

李博义 冯　晨 米　哲 王子龙 浦　俊 黄小梅 王香茹

谢银平 詹盼盼 籍　燕 潘　虹 丁文利 阮彩利 张　英
张　琳 刘　芳 李　丹 高　飞 刘　元 郭　键 张　鹏
袁小琛 杨玉增 秦　磊 赵文元 费启立 赵　龙 王　刚
刘　胜 卓泽群 郭　巍 雒宏佳 孙少倩 智　辉 胡利霞

刘晓蕾 徐　楠 张亚冉 郭瑞珍 王　丛 马海娟 张梅梅

王均芳 闫鑫梅 白贞智 苏帅坤 邹宗辰 李　超 荣光庆

姜俊烨 史伟杰 徐家祥 李旭辉 黄成毅 彭云飞 田　帅
秦　鹏 王鑫森 张正青 仵　倩 兰圆圆 罗美佳 宋　佳
付青霞 吴　斐 盛　洁 樊妙春 殷　红 曾媛媛 李宏玉

李玉冰 王　琬 周　磊 王琦琦

生物科学（１４６人）

杨梦冉 姚柯桢 徐　涛 全　力 石文广 周太龙 陈贵松

郑聿贤 罗世治 王佳宁 刘笙腩 甘红豪 吴骁轩 纪鹏翔

刘　雨 南　? 王渭仓 张飞龙 苏　适 王铁涛 吉克伍合

王宗宇 宋　伟 李彩娥 李　冰 马跃腾 沈文菁 姜淑欣

张　超 程亚龙 强　荔 郭　宁 刘永瑞 孙　璇 魏益娟

陈清吉 朱建文 马　辉 车　进 吕佳星 焦　硕 纪晓朋

陈太琪 张智超 祁　龙 袁飞飞 张学宾 拓　航 王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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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晗 夏　欢 马超峰 龙　阳 罗婉怡 鲍　丽 张泽辈

吴海翠 杨　琳 秦　芳 蔡心星 张　盼 刘　芳 孙　敏
李汶娉 潘红燕 连新磊 朱　磊 李　飞 康　豪 林　?
陈佐龙 陕得勇 王军锐 鲍万冬 吴　撼 蔡文君 黄青尧

王　磊 霍磊磊 刘英全 王朝金 丁　勇 马铎达 王亚品

周　博 李　赞 冉　蟩 聂攀攀 马晓璐 李　敏 陈雅彤

刘　贞 李姗泽 赵婷怡 严洪琼 樊一腾 刘文杰 李　成
李　振 吴志坚 史海龙 王文镇 刘振华 张　聪 闫建华

魏龙刚 刘文慧 吴奕锋 赵　钰 朱仁斌 赵子龙 王　琳
王清元 王瑞霞 李　薇 全海珠 宁文秀 赵　丽 朱游子

刘　姣 王萧慧 樊　蓉 刘　源 吕维梧 王　续 李文忠

常玉俊 石　锐 董志强 李西锋 郭　瑞 雷　鸣 江　龙
董锋刚 谢仁朝 陈　奇 张　絮 陈　培 秦静静 杨丽萍

王　蕊 张梅娟 赵若茜 谷建锋 胡一鸣 张　玲

生物工程（１０３人）

孙旭升 王彬安 郭　众 黄锡云 王孟华 蒋　帅 苏瑞宝

陈晓旭 王庆山 陈寅嘉澍 梁　栋 史禹博 冯红康 田雨露

成温玉 洪乾舟 李梦媛 张晓云 赵　琳 刘巧美 王婧婧

许秀婷 田　蕊 田　悦 袁　莉 黄萌萌 章文文 汤佳莘

李　程 王　策 王　琪 徐光威 向　东 赵　鹏 孟祥波

张国壮 童东东 贺轶博 李春林 杨林丽 韦素梅 郭丽娟

王　响 李心茹 徐燕妮 郝琳琳 郑三萍 师阿维 党小琳

刘　媛 汪孟窈 赵秋琳 陈逸群 于卫立 张　晓 刘繁聪

刘　川 戴　军 孙　凯 陈吉伟 韩后起 王剑龙 闵启蒙

王泽鼎 高鹏翔 温江东 李　权 余霞霞 赵　晶 陈宇琪

任　璐 宁　婷 王　蕊 连　娜 刘芳芳 张　盼 韩佩君

马佳佳 朱超辰 纪严超 叶远坤 来威锋 彭　中 於　祥
黄　洋 曹　超 李　硕 郑　良 张蒲超 赵华增 解启龙

崔冠瑜 李　倩 陈　云 韩锋溪 申春梅 梁　爽 郭清利

田　静 行冰玉 姜　婷 李君兰 陈锦峰

理学院（１６２人）

信息与计算科学（４８人）

赵潞潞 郑建须 孙志为 胡志明 孙　顶 李　杨 薛顺文

巢新帅 马　骏 王　兴 王志伟 宁文学 焦　哲 李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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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方方 王文涛 刘　维 李娟娟 何晓姣 刘　畅 马瑞芳

李颖萍 杨田芬 秦国怀 白　亮 金建利 吴　旭 鲁向阳

单海东 邓　亮 冯　冲 张文超 梁　斌 胡　剑 王智恒

尹　超 李崇高 赵剑波 董易承 谷　岳 胡元枝 孙艳梅

李梦洁 支　勉 梁艳妮 张　琦 郭双双 沈庆彬

应用化学（１１４人）

毕一青 徐　波 李　露 杨镒武 孙　源 王朋辉 陈立国

胡　展 彭岩拥 陈志浩 冯书强 张　雄 邵　晨 邹　康
刘世功 肖　雷 尹晓君 刘世强 曾维康 朱庆兰 郅晓燕

司长梅 赵　丽 海金钰 刘灿灿 张　岑 张娟红 刘　倩
李　宁 张　燕 骆　静 黎洪全 史善凯 李　钊 邱　涛
肖铁波 徐久帅 赵吉林 徐恒福 李学明 赵　恒 雷焕刚

刘　伟 唐付伟 张　璐 陈　静 邵　晨 何芳华 李　胜
张　玲 李翠丽 韦　娟 白　燕 明　辉 张　明 宋思雨

王晓伟 雷鸽娟 樊　荣 王梦夏 郑　
#

王玉石 李泽波

邓　炜 李永光 赵付祥 潘克峤 林向阳 刘　冰 闫　凯
李　磊 刘学超 秦　涛 赵伟博 岳二林 张崇六 郭　家
张瑞娜 朱丽飞 沈　琴 徐慧超 刘　伟 张武霞 秦　睿
王　丹 王阿莉 李瑞雪 张　娟 王军军 王　刚 龙　彬
董　帅 高　宇 谷　明 王国宇 杨依星 周航航 王东恩

马路遥 陈　珂 母海钵 李友强 苗德睿 陶晓龙 田俊英

徐静静 苏　倩 李　静 王晓宁 王玉玺 余　倩 董　婷
李　帆 黄振双

经济管理学院（５５３人）

保险（４９人）

仇　星 郑小勇 吴陈锐 刘　波 王　洋 甄浩明 尹如康

杨　朴 张　栋 朱　晖 张　琦 杨光宗 裘豪翔 单振宇

范明杰 王仁贵 王　泽 张志国 郭　恺 吴　迪 陈　浩
安森中 徐铁人 曾武帅 向太锐 贺径舟 杜丽君 郑小青

程子晗 郭晋希 高　阳 于一多 侯晓艳 彭　倩 许聪聪

钟　月 谢德会 黄娇阳 路岚淇 赵凡一 李晓君 胡小明

朱　准 朱　莹 杨　洋 孙　亮 宋倩倩 刘　洁 董　甜

电子商务（５１人）

何克波 张　超 田海林 丁　超 张宏吉 安　凯 杨周诚

·８４１·



巨红智 宋　涛 汪　洋 杨立康 李国鹏 方　炎 梁继尹

刘会静 李　召 高　媛 孙莹爽 柳莹莹 吴　丹 冯　雪
寇宏伟 杜静粉 郭　青 李迎沫 余森源 李玉红 董　浩
富　 宋　豪 李　亮 戴爱民 曹　俊 刁　旭 锁忠瑞

慕宝春 尹　浩 刘佳宽 李　丁 卢春兰 王　静 陈立莉

李　倩 李进南 王秦英 严林萍 刘　璐 贾　蓉 卫海梅

王建军 罗娅馨

工商管理（５５人）

李　晶 祝兆卓 白忠明 许晓飞 蔡起华 刘东宁 郭金泽

王金康 曹　政 冯　凯 危才计 田　原 李书博 申珊珊

杨　斐 姜慧慧 杨　柳 刘　枭 缑　雪 党　茜 刘　佳
姚　娜 周　丹 雷　雪 孙小佳 袁　静 何铪铭 吴永东

史银锋 刘　越 黎　毅 张洪柱 马玉龙 辛兆滨 孙星星

寇应超 吴　琛 武智伟 何　水 胡泽华 董　妍 潘晓婷

王梅娜 陈　怡 曾祥茹 李　丹 蔡文华 胡志鹏 白艺红

黄　艳 王　娟 杨　洁 刘　霞 马关辉 姚忠妙

国际经济与贸易（６０人）

孙楚宜 张　? 黄　河 彭　雪 张　涛 路治洲 石昌文

李　光 李　磊 田博文 高　颂 申探明 边　涛 张　旭
吴振华 陆庭俊 林晓青 罗述凤 赵莉芳 刘若楠 祝明侠

魏远莹 朱丽娜 姬　悦 王书娟 刘瑞霞 李　青 李　瑞
朱　琳 刘忠艳 马　男 马　姣 欧　俊 张兴富 周春江

申文龙 王文龙 王　琨 刘舜杰 白　龙 周　阳 石小龙

黄烈刚 康万宾 张瑞娟 龚秀媛 黎仕贤 梁　月 刘　娟
张　然 郭　瑜 李　慧 石　珊 陈　欢 马　凯 姚　丹
胡回香 赵敏萍 李　文 胡孙楠

会计学（９６人）

刘　争 王文静 卢晓东 白文斌 刘原原 胡　帅 赵一行

阳　捷 李琳琳 王　凤 马硕硕 师翠翠 向　俊 李瑞雪

仲晓文 赵娉婷 樊　迪 孙宇轩 王　晨 李佳佳 徐翠翠

王怡菲 付　颖 张宗德 徐　猛 丁　帅 李伯阳 刘　龙
薛　剑 王林俊 税　杰 于永江 刘　娟 毛金红 曹丽丽

张　丹 谭紫薇 邓晓蕾 郭　瑜 安　怡 赵　晔 张晓春

李　敏 黄　佩 董倩文 李　恬 郑云霞 尤　亮 唐维晨

叶　聪 孙　彬 王　瑞 王永庭 蒲　磊 方志磊 杨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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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娟 毕晓琳 殷淑芳 王　丹 佘　好 赵　媛 柴婷婷

孙爱玲 王凤丹 刘珍珠 张予 王小婷 胡敏荣 王俊霞

佘　娟 蔺财山 邸　龙 张关阳 陈　凯 唐　龙 赵彦军

张晓龙 蔡　水 唐　坤 汪　琪 周　倩 刘　洋 郑文文

陈　晨 张　丹 包雨萌 王立红 邓慧婷 邹润玲 张在荣

佘　璐 雷　娜 张　玮 于婷婷 冯　晨

金融学（６８人）

卢　茜 付世金 柴晓璐 李明博 刘锡政 王琮淇 何　方
李　宇 李林阳 李自强 张泰铨 宋澎涛 戴照宝 吴　宁
周念筑 祁　涛 姚慧娟 雷西洋 马燕妮 胡　静 刘　菲
赫　雯 吴　同 黄梦琳 高唯靖 杨　静 韩欣莹 崔玉洁

宋　雪 黄敏莉 徐晨姝 廖泽蓉 高丽龙 郭　淼 王秀峰

李　琪 张金波 费立胜 刘兴华 董科霖 秦继宗 温建华

李科杰 霍艳丽 韦　晓 刘　曼 陈淑珍 贾胜博 葛　睿
王　丽 乔佳丽 刘　娇 冯　娇 冯春艳 陈兰芳 陈　成
宁江娇 杨　毅 申　萍 田　丽 张静芸 徐雯迪 张　珩
房启明 黄家宸 郝文硕 石　晓 李沁蓉

经济学（６３人）

程　正 张文学 韦增乾 史敬赏 马建新 曾冠琦 王晓光

乔士帅 董庆浩 刘凯龙 黄佳强 董彦武 赵　文 王庆欣

聂　杰 陈宏建 李晓乔 韩　伟 刘明月 高　雪 刘惠芳

毕　影 邢雯雯 井　洁 曹　娜 杨　扬 何睿莹 吴安苗

王　芳 陶黎宁 苏承敏 刘　全 苏纪龙 韦国晓 高占锋

刘　苏 刘　洋 董玉迪 周煜峰 闫文彬 薛宝琦 何延喜

李　攀 邹　敏 许青海 马金一 曹新鹤 邵膗挺 李　倩
李新新 丁丽丽 李立超 张　琳 卓日娜图娅 吴晓霞

崔京玉 张　瑾 王　欣 王一哲 李　萌 胥晓林 李紫薇

窦浩蠧

旅游管理（５７人）

喻生强 李　明 苏爱华 刘宇轩 苏俊华 刘雷雷 胡宪洋

齐成果 陈清宽 熊小兵 牛增嗣 袁　辉 韩亮亮 沙　鹏
孙　超 巨源远 王　龙 寇永哲 严瑜翡 谢文武 段文靖

赵彩云 梁姗姗 段　坤 赵　玮 魏　姗 魏　群 林　颖
蒿　坡 张欣姬 倪　媛 黄天亿 张增正 张志勇 翟斌皓

殷浩栋 方　领 张紫庆 王　尧 游会兵 王　飞 石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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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泓 张小卡 王　超 周　平 张　虎 周　伟 李立孔

高　佳 卜云姣 王　红 王丛丛 王世秀 常瑞萍 张玉云

程晓霞

农林经济管理（５４人）

余　俊 刘　进 郭　川 赵宝乐 冯　忠 于海龙 黄进宝

姚　宇 徐　兵 薛明伟 赵立海 于瑞龙 郑业军 张小浩

艾　飞 陈长春 孙　凯 李　雪 毛雪丽 彭学敏 席　敏
张天阳 赵　迎 张　敏 尚　丽 刘　磊 程　理 刘熙金

何润龙 毕思斌 江德兵 张富强 张维浩 喻　科 刘　浩
赵　磊 邹勇军 王志坤 郭佩坤 王万朋 刘聪聪 苏文飞

林兴路 张　扬 王　超 杨树权 林凯威 张梦云 刘　芬
李成成 万　红 张苏苏 吕连花 于　洁

人文学院（１５６人）

法　学（５５人）

陈德宁 袁　熠 蔡　威 丁香来 于冰洁 魏佳轩 何虎龙

李　军 黄　旭 孙司奇 杨　玲 郁　婷 王　坤 霍晴雯

田苗苗 李伊默 杨　春 赵　珊 韩抗抗 朱成林 郭德安

周志雄 陈立俸 陈兵杰 张慧杰 罗发华 章　昱 蔡会晋

文　静 李　坤 王婷婷 王　蕤 宋圣洁 钱宏琴 官　?
温世伟 隆　菲 苏　畅 黄耀浪 李金明 杨　鲍 王　飞
陈　博 李翔嵩 陈　慧 高超美 田　敏 陈　旭 王思云

张　静 赵　娜 邓　妙 李　敏 徐海燕 周　珏

公共事业管理（５５人）

邱　枫 马如涛 吴世敏 韩云飞 苏　楠 王　辉 袁应文

刘吉云 马　路 赵景跃 王平川 孙小庆 代玲玲 张艳霞

尤良文 运　钰 马　丽 王建敏 郭　研 王　倩 宋媛媛

杨　娜 杨　莉 安　敏 葛云云 陈瑞阳 唐婷婷 刘家炉

张亚东 李彦宏 崔建宾 贾爱峰 冯　波 梁　军 王　波
樊亮亮 孙　钊 邓　然 蒋　平 吴艳妹 杨益梅 秦　琳
杜晨曦 李玲玲 尚文君 唐　怡 李晓茹 张小凡 文龙娇

高彩侠 张怀香 余淑琴 刘　莹 孙晓芳 徐欢欢

社会学（４６人）

谭宣宗 王　昭 梁　盼 林泓宇 林天富 李　伟 王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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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磊 欧　江 史海涛 方　静 段　冰 杨媛媛 刘　茜
徐　敏 王　旭 郑文皓 师帅田 张　芸 姚　龙 许立群

尚　阳 赵　楠 苗雨晶 李斯静 雷梅子 张芳芳 黎文雄

张　伟 高泽春 史晓亮 韩浪浪 王　起 冯　鹏 贾　立
张学森 余琼芳 苏　肖 许亚莉 苏冰涛 段慧丹 时亚娜

赵　艺 余　咪 范　丛 吕　晓 林　沛 田　方 王　敏
任淑云 李　菊 黄小丁 刘晶晶 马　均

外语系（８１人）

英语（８１人）

商　丹 葛　亮 郝　军 马文溪 吴献洁 孙霜霜 董智颖

陈红红 邝利莎 张　望 张馨月 付文炳 袁承承 余慧青

段美宁 王　洁 陈小妮 孟　琳 王　莉 王　琪 刘永萍

刘含兵 唐庆华 郑瑞源 段　丽 覃千颖 马　蓉 王　阳
赵晗羽 刘梦茜 王　欣 石婷婷 惠　欣 田丽丽 姚美蓉

霍　莹 龚丽华 廖宗梅 赵　茉 范　玲 庞　谊 王召辉

吴宝权 韩　旭 程晓英 高　亢 李素贞 隋欣茹 余思敏

闫风姣 安　雪 杨　柳 翟　颖 朱　慧 李　娜 郝　芳
陈行云 李　为 刘明辉 曾旭丹 吴先红 赵鸿鹏 周霜晨

赵　欢 党　晴 张　旭 韩艳君 项丽丽 胡晨浔 王玉静

高　昆 董丽花 鲁琳琳 宋芳云 李丹凤 赵　婧 冯绣诒

白元媛 沈洁琼 周　昆 卢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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殾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概述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依托学校优越的教学实验条件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构建了

多层次、多规格、多类型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
是成人教育学院实现转折发展的关键一年，根据学校工作安排部署和学院实际情况，学

院迎接挑战、抢抓机遇、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全面推进学院各项事业发展，开创了新的工

作局面。

一、工作目标与思路

以规范管理，提高质量，扩大效益为目标。基本思路是：继续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干部

培训教育；压缩职教师资本科规模，探索职教师资教育新途径；认真优化成人函授学历教

育与管理，启动网络武装函授工作。

二、工作措施

１．深入调研、精心谋划、争取平台，培训教育规模和效益再创新高
学院组织专家教授及培训管理人员深入开展培训需求调研，精心谋划启动了街道办

书记、主任轮训班，并在换届后抓住机会，争取到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轮训项目，保证

了干部培训事业的持续发展。

组织培训管理工作人员奔赴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进行培训宣传；与宁夏、

青海、安徽等省区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与新疆自治区、贵州省有关单位建立了联系。

重新启动培训简报，扩大宣传效果；并重新启动中职硕士招生；完成村官管理软件

编制。

２．规范管理，成人学历教育稳步发展，着力推进网络教育
学院狠抓规范管理，制定了《函授教育管理工作指南》、《规范高等继续教育办学行为

２０条》等管理条例，对函授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促使各函授站、相关学院教
育管理更加规范。加强了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过程关键环节的检查与督导，促进了教学质

量的提升。

加强宣传和指导，稳定并保证了成人招生规模，圆满完成了５０００名函授学生的招生
计划，我校成人教育在籍学生规模达到１５０００人左右，完成了学历学籍管理的各项工作。

着力推进网络教育，与清华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网络教育平台进

入建设程序。重视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完成了主要函授专业网络课程的推荐和上报工

作，已遴选出８个学院１０个专业主干课程４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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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压缩规模、突出特色，加强实训、狠抓管理，职教师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按照学校要求将职教师资本科招生规模压缩至９０人，进一步完善“三突出”、“四双

制”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落实“四年不断线”的实践教学。根据教学管理的工

作任务组织制定了各项工作流程３３个，使教学管理更加规范、科学合理，确保教学秩序
稳定良好。加强毕业生顶岗实习和答辩工作，积极开展职教师资本科毕业生教师资格证

认定工作，认真完成计算机等级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

进一步完善“党建为龙头，学风建设为基础，素质教育为主线，师德建设为特色”的学

生管理工作机制。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工作，确保学生安全稳定。全年新

发展学生党员２３９名，占学生比例为２２．９％；转正２００名，新增入党积极分子１８８名。圆
满完成了学生注册和贫困学生资助工作；学生注册率达９８％，收缴学费５６３万余元；评定
１０余项各类奖、贷、助、补项目共１４２万元，使各项资助帮困到位，切实解决了学生的实际
困难。建章立制，切实推进学风建设。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订单招生、定

向培养”运作机制顺畅运行，毕业生顺利回省就业。学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２０１１届７个
专业３９０名职教师资本科生学位授予率达８８．７％。
４．抢抓机遇、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整体推进学院工作迈向新台阶
总结研究制定出全院岗位、业务办公室工作流程与操作要点，并分析影响质量的基

本因子，提出相应控制要点，通过制定工作质量标准与流程，规范管理，提高办学质量。

改善办学设施条件和工作环境，调整更新了学院办公室，新建１个培训多媒体教室、
整修了学院会议室、新建了职工活动室，完善了学院财务管理和节俭办院制度。

启动学院研究项目，组织职工外出学习考察，组织职工体检、完善职工关爱制度，关

心学院职工身心健康与发展。

５．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为学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半年顺利完成了院党委换届工作。充分发挥院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职工思

想政治和党建工作。通过工作务虚会、民主生活会等形式，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

风和领导能力建设。增强领导班子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加强学院领导班子的整体领导管

理能力建设。通过职工政治学习，加强并做好以“真抓实干、勤俭节约”为主要内容的工

作作风建设。坚持院务公开，不断完善学院民主管理制度。结合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党员和职工教育，建立职工之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强学院文化

建设，增强了全院职工的凝聚力，弘扬了“工作第一，学习至上，追求一流”的“学院”精

神。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为学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制度、组织和作风

保证。

三、工作成效

２０１１年学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评估、陕西省教
育厅对校本部成人高等教育的检查评估。新建了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分院、陕

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西安市干部培训基地等３个培训基地。国家林业总局
局长贾治邦，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锦斌等有关领导亲临学校指导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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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扩大了培训教育合作的区域、提高了培训教育的层次。学院组织召开了学校第一

次普招外办学工作会议，网络教育取得突破性发展，职教师资本科培养教育质量得到进

一步提升。

学院超额完成了学校年初下达的目标任务，全院办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双丰

收，全年办学总收入超过２０００万元。共举办各类培训班９４个，培训学员８４３５人，各类
培训班学员满意率均在９０％以上，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受到各界赞誉。陕西省农工部长班
以及村官轮训班的学员向学院赠送了锦旗，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轮训班的学员向陕西

省委组织部、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写信汇报培训收获，充分肯定了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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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资本科专业设置

序号 开设本科专业 学科门类

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３ 农业水利工程 工学

４ 园艺 农学

５ 动物科学 农学

６ 会计学 管理学

７ 旅游管理 管理学

８ 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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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资授予学士学位人员名单

动物科学（３５人）

朱　珂　　牛　建　　王　强　　杜书增　　张　晏　　卞飞飞　　陈立志
肖小东 陈　检 杨军梅 刘小伏 谢珊珊 宋书红 叶　文
李　玲 李晓梅 李瑞花 郝宏晓 邓文菲 黄见见 赵万里

赵　伟 史耀鹏 张灵明 张有武 吴　昌 潘永宝 赵新平

尚沁沁 马琳霞 姚军月 荆　芳 郑凤凤 朱　佳 刘晓燕

会计学（７９人）

朱佳佳 赵冬冬 罗宝锋 葛雅玫 罗　浩 李俊霞 可嘉嘉

朱萌萌 叶　玲 李欣冉 郭熙怡 郜玉婷 史红红 赵晓雪

张　锦 贺晓婷 李　莉 张妮娜 张　欣 贺腊梅 李姣姣

张东强 陈宇涛 王玲玲 王菲菲 朱选英 崔素青 郭梦娜

夏　慧 黄亚兰 王　燕 贺俊芳 梁晓红 李　晶 韦　粉
余聪艳 赵安妮 钟艳花 张　苗 李　琼 闫　勇 谢本静

刘瑞霞 朱亚瑞 孔令彩 胡艳华 贾梦华 郭　花 宋莹莹

刘翠芳 王　敏 贾　宏 雷方媛 张娜娜 赵亚兰 蔚蓉蓉

王廷凤 高　慧 勾小轩 樊　康 赵晓鸽 陈　静 李培艳

梁轲轲 李　全 许玉丹 刘腊梅 付　静 郭娟萍 贾巧珍

刘敏敏 陈文萍 李玉香 李锋珍 梁媚媚 张存平 薛文华

祁玉荣 李梦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３９人）

刘　栋 赵桂梅 孙凤亭 姚洋洋 朱涛涛 余风雷 耿　鑫
王文峰 武江涛 张晓林 孙　涛 魏建足 杨军龙 黎进财

雷　刚 苗　攀 李生芬 仲慧玲 任　蓓 闫　静 杨　彤
付春彪 茹磊磊 王德兴 郭军伟 李　桃 原　帅 张宇?

雷晓辉 王继周 姜　森 马韫华 苏　斌 张瑞侠 吴利琴

贺晓敏 张淑娟 王亚妮 张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７５人）

杨朝亮 张九龄 赵亚琛 彭其栋 苏　麟 文　泽 赵大利

曹志胜 吕娜娜 杨海焦 吉丽娟 武瑞艳 杨秋玲 杨　波
雷晓霞 张倩倩 程　娇 赵引弟 李颖颖 王彦清 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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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志刚 白彩虾 王　芳 张金霞 王　瑞 杨　猛 张　健
张晓静 李楠楠 王迎迎 管会娟 武慧娟 雷锦爱 成秀梅

马　丽 付婷婷 孙　凤 马金芳 陈彦良 王　云 田冠英

史　彬 刘晓锋 张　锋 崔永乐 喻发义 王少鹏 赵娜娜

侯艳丽 吴粉玲 司金菊 王云云 赵丽红 王　晨 武红红

侯国军 杨庆斌 梁志武 刘宇刚 耿学军 李　涛 董肖敏

闫丹丹 马丽娟 张艳艳 肖华玉 张明霞 孙文娟 王美一

邓喜萍 程武宝 胡　鹏 梁战宁 胡迎琪

农林经济管理（４６人）

马翠婷 康皇代 曲　直 穆宇浩 成毓海 李奇奇 王欢欢

郭东丽 韩秀清 武晓琴 王昌丽 张彩玲 郭婷婷 姚　炜
李生芳 王　琴 丁淑娟 李　琼 孙小荣 李亚妮 魏延芳

吴莉慧 张凯琴 柳　娜 邢小龙 杨　康 汤　锐 刘　燕
陈　癑 常倩倩 路霞飞 马金陵 黄雪平 王　蓉 米　佼
董海燕 高贝贝 汪英川 罗　婷 满平娜 陈　茜 吴　花
牛艳利 马　红 边丽娜 张艳艳

农业水利工程（４０人）

严晓兰 李春周 王小波 王国锋 李喜鹏 赵晓栋 李海龙

刘　辉 范小亮 蔺海红 胡庆山 韩建彬 都艳岭 刘　珊
续瑞芳 沈生花 黄广银 史　英 刘　瑞 胡淑慧 顿建强

杜朋飞 张立强 王占钦 王大伟 李彦鹏 刘建超 姜　锋
南树功 张雨洁 杨　叶 安倩倩 窦青慧 马永燕 王　敏
武昌春 张明秀 张　霞 高晓娣 乔倩倩

园艺（３９人）

刘修乾 史春光 李　彬 吕燕燕 张换玲 秦海苏 王嘉琪

朱　静 张丽莉 靳荣荣 宋绩霞 陈有兰 徐　侠 张兰兰

金　敏 张　鑫 刘梦月 张　芳 张文艳 孙桂萍 赵顺旺

王安华 李　罛 王　鑫 陈萌萌 艾雪林 王燕培 冯　娟
杨　妍 马慧慧 冯志娟 陈文娟 边小凤 贾宁宁 李　萍
祝　梦 田凤玲 张本燕 张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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殾

殾殾

殾

师资队伍建设与人事工作

师资队伍建设与人事工作概述

师资队伍建设与人事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强化管理”的工作理念，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全力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

一、积极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１．修订和完善了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办法，扩大了院系一级的岗位聘用权限，使得岗
位聘用与分级工作更加切合学校实际和各单位的实际情况。１月１７日学校启动了第二
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６月底基本完成了岗位聘用工作。考虑到学校受聘教师二级岗
位和三级岗位人员数量和教育部设岗数量，学校决定在教师二级岗位和三级岗位中开展

申报评审工作。经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审核和校内外专家评审，遴选了１１名教师
受聘二级岗位，１１名教师受聘三级岗位。截至１０月１４日，全校共聘用各类岗位人员
４１５１人，其中教师岗位１７３６人，科技推广岗位１１３人，其他专业技术岗位７０３人，管理岗
位７２９人，工勤技能岗位８７０人。全校共有３２０名专业技术人员晋级，其中教师岗位晋级
２６２人（二级岗位１４人，三级岗位３５人），科技推广岗位晋级１７人，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晋
级４１人。
２．４月份对全校教职工的岗位津贴进行了调整，全校月增１３３万元，大幅增加了教职

工的收入和待遇；按照陕西省的政策，提高了教职工的降温费和取暖费标准，平均每位教

职工增加降温费４５０元左右，增加取暖费２６０元左右。

二、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１．加大宣传力度，在《ＮＡＴＵＲＥ》及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高层次人才招聘信息。
全年共收到国内外应聘材料８３份，接待来校面试２７人次，学校会议研究通过２５人。
２．推荐“千人计划”候选人４人，“青年千人计划”候选人２人。其中美国华盛顿州立

大学荀鲁盈教授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 Ｍｅｌｖ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Ｔｙｒｅｅ教授入选“千人计划”。至
此，学校“千人计划”入选者达到７人。
３．以经济管理学院罗剑朝教授为带头人的“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供求

均衡与产权抵押融资模式研究”团队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１年创新团队。罗剑朝教授为带头
人的创新团队，实现了学校社会科学类教育部创新团队零的突破。新增“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９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６人、陕西省“三秦学者”特聘教授２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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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陕西省“百人计划”２人。
４．推荐教育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１２人，第二批陕西省“三秦学者”岗位４

个，第五批陕西省“百人计划”３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１人。完成“长江学者”、“后
稷学者”候选人校内推荐工作，共推荐“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选１人，“后稷学者”讲座
教授人选１０人。
５．对２００７年校内人才计划４６名入选者、２００８年度１２名引进人才和２００７年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８名入选者进行了聘期考核。对前期校内人才支持计划组织实施工
作进行了评估小结。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１．全年教师岗位补充１３０人（含辅导员８人）。１２２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１１４人
（有国外博士后经历的４人，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２４人），占新进教师的９３．４％；具有国
外博士后经历和国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占新进教师的２３％。全校现有专任教师１６０４名，
其中博士学位获得者６９６人，占专任教师的４３％，较２０１０年增长了六个百分点。
２．根据各学科实际情况，通过对学院基本情况、二级学科基本情况以及基本教学单

元等情况的调研，提出并启动了２０１２年毕业生选留工作，在１４０多个重点高校和中科院
系统的科研院所发布了招聘信息，组织专家校内面试１７场，有６３人参加面试；参加了北
京和东北部分高校的专场招聘会。确定了２１名“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攻读博士学位人员为预留师资人员。

３．遴选“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３１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２人，陕西省留
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３人。全年共派出６１名在职教职工赴国外知名大学和科
研机构进行研修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有５４名教职工从国外学成归来。
４．选派１３４名教师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１８所国内重点大学、

科研院所及教育部培训机构进修学习；选派１８名实验人员到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及
中科院研究所等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所进行实验技术技能培训。

５．集中对１４２名新进教工进行了系统的岗前培训，并组织新教工到学校试验站（示
范基地）实地考察，使他们尽快了解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适应、熟悉学校的工作、生活环

境，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完成了新进教师普通话测试和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

６．进一步加强新进教师岗位培训工作，为２０１１年补充到教师岗位的９１名新教师配
备了指导教师；对２０１０年接收的５２名青年教师进行了传统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教学的第
二次教学能力考核，并对指导教师进行了工作考核。

四、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改革

１．按照学术优先的政策导向，对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审文件进行了修订，较大幅度
地提高了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对学术水平的要求，对教师岗位系列增加了国内外研修、

进修经历要求。对科技推广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进一步予以完善，更突出科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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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２．对校内无评审权的系列，首次按照陕西省的有关政策执行，使这些系列的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工作更加切合实际。

３．对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学科分组情况进行了调整，按照学科大类组建了农学部、
工学部、理学部、社会科学部和其他五大学部，实行专业技术职务分类评审。同时，进一

步下放评审权限，将中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基层单位，副高级评审权下放到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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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及各类知名专家、人才

两院院士

所在单位 姓 名 名 称 所在学部 研究方向
入选

年份

水土保持研究所 朱显谟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学部 水土保持 １９９３年

水土保持研究所 山　仑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轻纺与环境

工程学部
抗旱生理 １９９５年

双聘院士

聘用单位 姓 名 名 称 所在学部 研究方向
聘用

时间

资源环境学院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学部
土壤地理与

土地资源学
２００５年

植物保护学院 魏江春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部 地衣真菌 ２００５年

林学院 蒋有绪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 森林生态系统 ２００５年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李佩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

学部
农业水土工程 ２００５年

园艺学院 方智远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

学部
蔬菜遗传育种 ２００５年

园艺学院 束怀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

学部
果树学 ２００５年

园艺学院 陈宗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

学部
茶学 ２００７年

植物保护学院 郭予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学部 农业昆虫 ２００７年

动物医学院 张改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学部 动物免疫学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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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人才

序号 类 别 入选者
入选年份

（年）
备 注

１ 国家特聘专家（７人）

刘同先 ２００９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昆虫

许金荣 ２０１０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病理学

赵　辛 ２０１０ 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

奚绪光 ２０１０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彭长辉 ２０１０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学

荀鲁盈 ２０１１ 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生物学

Ｍｅｌｖ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Ｔｙｒｅｅ ２０１１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学

２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 康振生 ２００５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病理学

３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２人）
孟江洪 ２００６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

许金荣 ２００７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病理学

４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１１人）

张　兴　李　华　刘国彬 １９９７年

张雅林　郭康权 １９９９年

张　涌 ２０００年

康振生　郑粉莉　上官周平 ２００４年

吴普特 ２００６年

蔡焕杰 ２００７年

５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４人）

张　涌 １９９２年

吴文君 １９９４年

张　兴　鲁向平 １９９９年

６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６人）

孙其信 １９９９年

邵明安 ２０００年

康振生 ２００１年

唐　明 ２００２年

韦革宏　单卫星 ２０１１年

７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入选者（２人）

孙其信 １９９９年

王跃进 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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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类 别 入选者 入选年份（年） 备 注

８ 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入选

者（３人）

罗剑朝 ２００１年

蔡焕杰　唐　明 ２００２年

９ 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

资助计划”入选者（６人）

蔡焕杰 ２０００年

付少平 ２００１年

高锦明　马锋旺　李世清 ２００２年

马孝义 ２００３年

１０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入选者（４８人）

霍学喜　韦革宏　梁宗锁　上官周平 ２００４年

高锦明　王俊儒　王朝辉　岳田利
单卫星　罗　军　黄明斌　王征兵 ２００５年

陈新宏　冯　浩　骆亚生　孙　超
田霄鸿　王　敦　徐　晖　张岁歧 ２００６年

廖允成　王西平　雷初朝　童德文
胡小平　徐　虹　卜风贤　杨明义 ２００７年

王进义　高亚军　苏建国　雷　鸣
罗志斌

２００８年

姬志勤　华进联　刘学波　郁　飞
陈红英　陈　茂 ２００９年

于澄宇　戴　武　魏　琮　徐　炎 ２０１０年

陈坤明　宫海军　李朝飞　王　静　
徐炳成

２０１１年

·２７１·



教育部创新团队入选情况

序号 单位
带头人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学位 研究方向 骨干成员

获批

时间

１ 植保学院 康振生 男 １９５７．１０ 教授 博士

西 北 作 物

重 大 病 害

成 灾 机 理

与控制

李振岐

单卫星

吴云峰

杨家荣

黄丽丽

孙广宇

２００５年

２ 水保所 邵明安 男 １９５７．１１ 研究员 博士

黄 土 高 原

流 域 生 态

系 统 中 水

土 迁 移 机

制 与 其 调

控原理

雷廷武

王全九

李占斌

梁宗锁

高锦明

王朝辉

２００５年

３ 林学院 唐明 女 １９６２．１１ 教授 博士

西北农林微

生物资源与

植物抗逆性

研究

曹支敏

韦革宏

孙广宇

陈　辉
薛泉宏

胡景江

２００７年

４ 动科学院 昝林森 男 １９６３．１０ 教授 博士

肉牛、奶牛

遗传改良与

种质创新

陈　宏
刘小林

李青旺

张智英

曹斌云

陈玉林

２００９年

５ 林学院 陈辉 男 １９６１．１１ 教授 博士

西 北 重 大

森 林 病 虫

鼠 害 成 灾

机 理 及 控

制技术

曹支敏

李孟楼

李新岗

韩崇选

胡景江

２０１０年

６ 经济管理

学院
罗剑朝 男 １９６４．０１ 教授 博士

西部地区农

村金融市场

配置效率、

供求均衡与

产权抵押融

资模式研究

霍学喜

卢新生

贾金荣

杨立社

孔　荣
吕德宏

２０１１年

·３７１·



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岗位类型及等级 研究方向

１ 动物医学院 周恩民 男 １９５７．０６ 教师岗二级 预防兽医学

２ 理学院 段金友 男 １９７４．１１ 教师岗三级 天然产物化学

宝钢教育奖获得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 名 获奖类型 获批时间

１ 思政部 李晓娥 优秀教师 ２０１１年

２ 创新学院 王国栋 优秀教师 ２０１１年

３ 林学院 李孟楼 优秀教师 ２０１１年

·４７１·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代码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１ 呼天明 男 ０９０５０３ 草业科学 动科学院

２ 陈　俊 男 ０９０５０３ 草业科学 动科学院

３ 杨公社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４ 陈　宏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５ 李青旺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６ 曹斌云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７ 罗　军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８ 昝林森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９ 陈玉林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０ 刘福柱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１ 刘小林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２ 胡建宏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３ 姚军虎 男 ０９０５０２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科学院

１４ 王在照 男 ０７１００４ 水生生物学 动科学院

１５ 钱永华 男 ０９０５０４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 动科学院

１６ 孙　超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７ 雷初朝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８ 孙世铎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１９ 张智英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２０ 王华岩 男 ０９０６２０ 动物生物技术 动医学院

２１ 欧阳五庆 男 ０９０６０１ 基础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２ 童德文 男 ０９０６０１ 基础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３ 李新平 男 ０９０６０１ 基础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４ 张小莺 男 ０９０６０１ 基础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５ 张　涌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６ 王建华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７ 靳亚平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８ 马保华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９ 张彦明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０ 杨增岐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１ 张德礼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２ 陈德坤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３ 郭康权 男 ０８３２０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机电学院

３４ 杨中平 男 ０８３２０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机电学院

３５ 卢博友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３６ 方　勇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３７ 姚顺波 男 １２０３０２ 林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５７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代码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３８ 卢新生 男 ０２０２０２ 农村金融 经管学院

３９ 李录堂 男 １２０３２２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０ 张光强 男 １２０３２１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１ 孙武学 男 １２０３２１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２ 陆　迁 男 ０２０２０４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３ 朱玉春 女 １２０３２１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４ 罗剑朝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５ 郑少锋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６ 王征兵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７ 霍学喜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８ 李世平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４９ 王礼力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５０ 贾金荣 男 ０２０２０２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５１ 孔　荣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５２ 薛建宏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５３ 朱　玮 女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４ 高锦明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５ 马永清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６ 王俊儒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７ 周　乐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８ 王进义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５９ 孟昭福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６０ 徐　晖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６１ 刘书慧 女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６２ 杜振亭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６３ 呼世斌 男 ０８２８０３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理学院

６４ 王国栋 男 ０７１０１１ 生物物理学 理学院

６５ 张增强 男 ０８１７０４ 微生物学 理学院

６６ 曹支敏 男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６７ 陈　辉 男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６８ 李孟楼 男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６９ 唐　明 女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７０ 李新岗 男 ０９０７０３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７１ 赵　忠 男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７２ 唐德瑞 男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７３ 张文辉 男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７４ 李周岐 男 ０９０７０１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７５ 张硕新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林学院

７６ 刘建军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林学院

·６７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代码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７７ 王得祥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林学院

７８ 陈　槐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林学院

７９ 彭长辉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林学院

８０ 杜　盛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水保所

８１ 徐炳成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水保所

８２ 樊金拴 男 ０９０７０５ 野生动植物保护 林学院

８３ 邱　凌 男 ０９０１２０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农学院

８４ 张改生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８５ 陈耀峰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８６ 柴守诚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８７ 吉万全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８８ 王成社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８９ 胡胜武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０ 员海燕 女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１ 高　翔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２ 宋卫宁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３ 陈新宏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４ 胡银岗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５ 奚亚军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６ 马翎健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７ 孙其信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８ 王中华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９９ 张　猛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１００ 贾志宽 男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１ 杨改河 男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２ 李　军 男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３ 廖允成 男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４ 冯佰利 男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５ 韩清芳 女 ０９０１０１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１０６ 李　华 男 ０８２２０３ 发酵工程 葡萄酒学院

１０７ 王　华 女 ０８２２０３ 葡萄与葡萄酒学 葡萄酒学院

１０８ 张振文 男 ０８２２０３ 葡萄与葡萄酒学 葡萄酒学院

１０９ 刘延琳 女 ０８２２０３ 葡萄与葡萄酒学 葡萄酒学院

１１０ 张　波 男 １２０３２０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人文学院

１１１ 樊志民 男 １２０３２０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人文学院

１１２ 卜风贤 男 ０７１２ 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人文学院

１１３ 郭蔼光 女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１４ 雷　鸣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１５ 赵惠贤 女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７７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代码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１１６ 张林生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１７ 郭泽坤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１８ 奚绪光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１９ 陶士珩 男 ０７１０２０ 生物信息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０ 王永华 男 ０７１０２０ 生物信息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１ 韦革宏 男 ０７１００５ 微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２ 山　仑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３ 梁宗锁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４ 张岁岐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５ 龚月桦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６ 刘西平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７ 魏安智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８ 罗志斌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２９ 马惠玲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３０ 杨淑慎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３１ 李登武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３２ 苗　芳 女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３３ 董娟娥 女 药用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１３４ 李志西 男 ０８３２０２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食品学院

１３５ 刘邻渭 男 ０８３２０２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食品学院

１３６ 刘兴华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３７ 岳田利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３８ 樊明涛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３９ 王　敏 女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４０ 师俊玲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４１ 刘学波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４２ 王建龙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４３ 丁　武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１４４ 李　靖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４５ 蔡焕杰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４６ 汪志农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４７ 吴普特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４８ 马孝义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４９ 张富仓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０ 汪有科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１ 冯　浩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２ 高建恩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３ 李援农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４ 胡田田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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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王文龙 男 ０８２８２１ 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６ 吕宏兴 男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７ 王正中 男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８ 骆亚生 男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５９ 蔡　坤 男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６０ 李宗利 男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水建学院

１６１ 刘俊民 男 ０８１５０１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建学院

１６２ 魏晓妹 女 ０８１５０１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建学院

１６３ 宋松柏 男 ０８１５０１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建学院

１６４ 颜永丰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信息学院

１６５ 张　阳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信息学院

１６６ 郭文川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１６７ 陈立平 女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１６８ 何东健 男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信息学院

１６９ 陈　军 男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信息学院

１７０ 王绍金 男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机电学院

１７１ 王跃进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２ 马锋旺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３ 牛立新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４ 饶景萍 女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５ 任小林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６ 王　飞 女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７ 王西平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８ 王乔春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７９ 赵政阳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０ 郭延平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１ 韩明玉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２ 邹志荣 男 ０９０２２２ 设施园艺工程 园艺学院

１８３ 李建明 男 ０９０２２２ 设施园艺工程 园艺学院

１８４ 程智慧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５ 巩振辉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６ 张鲁刚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７ 张　显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８ 梁　燕 女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１８９ 吴文君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药学 植保学院

１９０ 张　兴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药学 植保学院

１９１ 张雅林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２ 花保桢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３ 刘惠霞 女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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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赵惠燕 女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５ 冯纪年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６ 花　蕾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７ 仵均祥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８ ＡｌｉＳａｙｙｅｄ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１９９ 戴　武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００ 魏　琮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０１ 李朝飞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０２ 胡兆农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０３ 冯俊涛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０４ 康振生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５ 井金学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６ 吴云峰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７ 安德荣 男 ０９０４０２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８ 黄丽丽 女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０９ 马　青 女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１０ 孙广宇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１１ 杨家荣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１２ 单卫星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１３ 同延安 男 ０９０３２２ 肥料学 资环学院

２１４ 王朝辉 男 ０９０３２０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 资环学院

２１５ 梁银丽 女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资环学院

２１６ 程积民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资环学院

２１７ 吴发启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１８ 张广军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１９ 郑粉莉 女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０ 刘国斌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１ 刘文兆 男 ０９０３０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２ 廖超英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３ 穆兴民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４ 王进鑫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５ 王占礼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６ 刘增文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７ 焦菊英 女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８ 杨明义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２９ 徐学选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资环学院

２３０ 张晓萍 女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所

２３１ 安韶山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所

２３２ 许明祥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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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何洪鸣 男 ０９０７０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所

２３４ 常庆瑞 男 ０９０３２１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资环学院

２３５ 王益权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３６ 吕家珑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３７ 曲　东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３８ 王万忠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３９ 黄明斌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０ 张兴昌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１ 上官周平 男 ０７１０１２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２ 王旭东 男 ０９０３０２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３ 刘普灵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４ 雷廷武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５ 李占斌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６ 邵明安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７ 李　锐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８ 李壁成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４９ 郭胜利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０ 张树兰 女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１ 赵允格 女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水保所

２５２ 邓西平 男 ０７１０１２ 植物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３ 郝明德 男 ０９０３０１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４ 李世清 男 ０９０３０１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５ 周建斌 男 ０９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６ 王林权 男 ０９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７ 田霄鸿 男 ０９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８ 谷　洁 男 ０９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５９ 高亚军 男 ０９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学 资环学院

２６０ 薛泉宏 男 ０９０３２３ 资源环境生物学 资环学院

２６１ 和文祥 男 ０９０３２３ 资源环境生物学 资环学院

２６２ 曾文先 男 ０９０３２３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２６３ 郁　飞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６４ 陈红英 女 ０７１００５ 微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６５ 吕志强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６６ 王　静 女 １２０３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２６７ 李臻锋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２６８ 张晓科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２６９ 王保通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７０ 胡小平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７１ 吉　红 男 ０７１００４ 水生生物学 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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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杨福增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２７３ 尉　芹 女 ０９０７０５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林学院

２７４ 常朝阳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７５ 朱德兰 女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２７６ 赵敏娟 女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２７７ 秦道正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７８ 王高学 男 ０７１００４ 水生生物学 动科学院

２７９ 华进联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２８０ 粟晓玲 女 ０８１５０１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建学院

２８１ 韩文霆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机电学院

２８２ 牛文全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２８３ 苏建国 男 ０７１００４ 水生生物学 动科学院

２８４ 陈坤明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８５ 王　瑶 女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８６ 赵天永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８７ 沈锡辉 女 ０８１７０４ 微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２８８ 刘德广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８９ 刘同先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９０ 陈茂花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２９１ 许金荣 男 ０９０４０１ 植物病理学 植保学院

２９２ 段金友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２９３ 裴志超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２９４ 裴玉新 女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２９５ 唐寿初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２９６ 孙世国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２９７ 夏效东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２９８ 曹田健 男 ０９０７０４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２９９ 王晓锋 男 园艺学 园艺学院

３００ 宫海军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３０１ 刘　伟 男 ０９０６０３ 临床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０２ 周恩民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３０３ 赵善廷 男 神经生物学 动医学院

３０４ 沈清武 男 ０９０５０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学院

３０５ 赵　辛 男 ０９０５０２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科学院

双聘院士（９人）
３０６ 方智远 男 ０９０２０２ 蔬菜学 园艺学院

３０７ 束怀瑞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３０８ 李佩成 男 ０８２８２１ 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水建学院

３０９ 赵其国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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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代码 学科专业 所在学院

３１０ 魏江春 男 ０７１００５ 微生物学 植保学院

３１１ 蒋有绪 男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３１２ 陈宗懋 男 ０９０２０３ 茶学 园艺学院

３１３ 郭予元 男 ０９０４０２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学院

３１４ 张改平 男 ０９０６０２ 预防兽医学 动医学院

援疆援青（４人）
３１５ 杜德志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３１６ 唐道城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３１７ 周青平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３１８ 牛建新 男 ０９０２０１ 果树学 园艺学院

外聘导师，一直在我校招生（９人）
３１９ 石阶平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３２０ 朱蓓薇 女 ０８３２０２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食品学院

３２１ 杜纪山 男 ０９０７０４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３２２ 赵春江 男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机电学院

３２３ 孙润仓 男 ０９０７０２ 森林培育 林学院

３２４ 喻树迅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３２５ 奚绪光 男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学院

３２６ 孟江洪 男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食品学院

３２７ 胡正国 男 ０８１２０１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信息学院

已调离，一直在我校招生或有在读生（１１人）
３２８ 陈存根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资环学院

３２９ 吴金水 男 ０９０３０１ 土壤学 资环学院

３３０ 张宝文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３３１ 陈宗兴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３３２ 阎勤劳 男 ０８２８０４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机电学院

３３３ 康绍忠 男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水建学院

３３４ 魏益民 男 ０９０１０２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３３５ 杨新民 男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资环学院

３３６ 贺学礼 男 ０７１００１ 植物学 生命学院

３３７ 侯军岐 男 １２０３０１ 农业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３３８ 仲崇民 男 ０７１０２２ 化学生物学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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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草业科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５０３）
曹社会　　王?珍　　杨云贵　　龙明秀
茶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０３）
肖　斌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代码：０７０５０３）
刘梦云

动物生物技术（学科代码：０９０６２０）
雷安民　　张淼涛　　彭　莎
动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２）
郁　枫　　史怀平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代码：０９０５０１）
董武子　　王洪宝　　蓝贤勇　　马　云　　庞卫军　　田秀娥　　王　昕
魏泽辉 徐秀容 张恩平 郑惠玲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５０２）
高玉鹏 龚月生 孙维斌 王永军 杨小军 杨雨鑫 周占琴

发酵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２０３）
房玉林 高　畅 惠竹梅 刘树文 袁春龙

发育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８）
权富生

果树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０１）
安贵阳 蔡宇良 范崇辉 郭春慧 韩明玉 何　玲 李丙智

李鹏民 梁　俊 刘旭峰 万怡震 徐　炎 徐凌飞 张朝红

张剑侠 张军科 张林森 张满让 周会玲 邹养军 赵彩平

文颖强 逯明辉

化学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２２）
冯贵颖 郭　立 杨亚提 陶　虎 帅　琪 徐勇前 耿会玲

环境科学（学科代码：０８３００１）
高鹏程 黄懿梅 李会科 李　志 梁东丽 张　海 刘　婷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学科代码：０３０１０８）
崔彩贤 董　红 王有强 王育才 张忠潮

会计学（学科代码：１２０２０１）
崔永红 任海云

机械设计与理论（学科代码：０８０２０３）
王宏斌 杨有刚 朱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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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兽医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６０１）
陈树林 李引乾 罗延红 卿素珠 杨鸣琦 张翊华 赵慧英

黄　勇
计算机系统结构（学科代码：０８１２０２）
来智勇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代码：０８１２０３）
蔡　骋 耿　楠 黄　林 李书琴 宁纪锋 张志毅 唐晶磊

金融学（学科代码：０２０２０２）
吕德宏 杨立社

科学技术史（学科代码：０７１２００）
郭风平 田义文 张　磊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代码：０１０１０８）
杨学军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３２０２）
杜双奎 胡新中 李硕碧 梁　灵 栾广忠 于修烛 张国权

张正茂

林产化工加工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９０３）
翟梅枝 张军华 王冬梅

林木遗传育种（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１）
樊军锋 郭军战 张存旭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３０２）
高建中 孟全省 杨文杰 周庆生 聂　强
临床兽医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６０３）
华　松 李勤凡 董　强 宋晓平 徐永平 赵宝玉 赵献军

郑月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代码：０３０５０１）
吕军利 童水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代码：０３０５０３）
邓　谨 胡尊让 李晓娥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代码：０８２９０２）
穆亚平 邱增处 宋孝周 张远群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３２０３）
胡耀华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３２２）
魏　凤
农药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４０３）
陈安良 张秀云 吕　敏 姬志勤 马志卿 祁志军 王　惠
王永宏 师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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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０４）
宋怀波 张海辉 朱兆龙

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０１）
崔永杰 李星恕 吕新民 师帅兵 朱瑞祥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３２１）
刘天军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３０１）
郭亚军 雷　玲 李　桦 李小健 孙养学 王志彬 宋键峰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代码：０９０４０２）
成卫宁 相建业 黄　敏 李　鑫 李修炼 尚素琴 王　敦
王应伦 李怡萍 魏永平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０３）
郭贵生 席新明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０２）
曹红霞 王玉宝 胡笑涛 王密侠 严宝文 张新燕 赵西宁

何建强 吴淑芳

葡萄与葡萄酒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２１）
陶永胜

企业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２０２）
张晓慧

区域经济学（学科代码：０２０２０４）
姜志德 王　青
森林保护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３）
韩崇选 贺　虹 宋晓斌 唐光辉 王明春 谢寿安 杨学军

余仲东

森林经理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４）
李卫忠 刘光哲 刘悦翠 赵鹏祥

森林培育（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２）
刘淑明 宋西德 王迪海 王乃江 杨吉安 韩　刚
设施园艺工程（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２２）
胡晓辉 王宏丽 杨振超

社会学（学科代码：０３０３０１）
付少平 李松柏 司汉武 张　红 张联社 周仕慧

生态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１２）
白岗栓 党坤良 杜　峰 郭忠升 侯　琳 李秧秧 王继军

杨勤科 张景群 蔡　靖 王国梁 武高林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２０）
雷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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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８２８２０）
陈　鹏 范三红 金伟波 李科友 刘虎岐 王保莉 武永军

徐　虹 许晓东 江元清 刘华伟 刘夏燕 刘　杰 刘香利

白　娟
生物物理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１１）
刘亚龙 张社奇 汪自庆

食品科学（学科代码：０８３２０１）
彭邦柱 段旭昌 寇莉萍 李巨秀 李忠宏 罗安伟 任亚梅

王云阳 徐怀德 袁亚宏 张建新 杨保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３２０１）
葛武鹏 吕　欣
蔬菜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０２）
陈书霞 惠麦侠 赵尊练 李玉红 刘建辉 孙　艳 尹明安

张恩慧

水工结构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１５０３）
杜应吉 娄宗科 田兴运 席丁民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代码：０８１５０２）
刘韩生 张根广 张耀哲

水利水电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１５０４）
把多铎 王文娥 吴守军 辛全才 张慧莉 张宽地

水生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４）
王立新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４）
卜崇峰 陈云明 高国雄 李光录 李凯荣 王　飞 王　健
朱首军 薛智德 张胜利 高　鹏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代码：０８１５０１）
王双银 张　鑫 李　毅 马耀光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学科代码：０９０５０４）
焦　锋 任战军 宋新华

土地资源管理（学科代码：１２０４０５）
南　灵 夏显力 余　劲 赵　凯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学科代码：０９０３２１）
焦　峰 温仲明 张青峰 齐雁冰

土壤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１２）
薛　? 陈竹君 党廷辉 樊　军 高照良 耿增超 李新平

孙本华 王　力 王百群 王延平 谢永生 喻建波 赵　英
赵世伟 张建国 郑纪勇 佘　雕 朱元骏 魏孝荣 邱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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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代码：０５０２１１）
陈少康 董会庆 窦　琴 洪化清 李丽霞 宋岳礼 田志强

王晓燕 杨　宏 张　玲 郑艾萍

微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５）
丑敏霞 颜　霞 贾良辉 张　磊
细胞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９）
姚雅琴

岩土工程（学科代码：０８１４０１）
党进谦 樊恒辉 张爱军

药用植物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２１）
张跃进 郭宏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５）
卜书海 杜双田 苏印泉 胥耀平 张　檀 张存莉 张京芳

应用化学（学科代码：０８１７０４）
马柏林 马希汉 王　芳 张继文 周文明 黄瑞华

应用数学（学科代码：０７０１０４）
边宽江 郭满才 刘光祖 刘亚相 刘迎洲 徐乐顺 张瑞明

预防兽医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６０２）
杜恩岐 高云英 林　青 穆　杨 王晶钰 许信刚 于三科

张淑霞 王爱华 齐雪峰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代码：０９０７０６）
陈　敏 段渊古 弓　弼 吉文丽 李厚华 刘艺杰 张延龙

刘雅莉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２２０）
杨　勇
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代码：０４０１０８）
陈遇春 王　革
植物病理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４０１）
陈为群 郭　军 韩青梅 王美南 张　荣 宗兆锋 王　阳
王晨芳 赵　杰 王晓杰 李　强
植物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４０１）
曹翠玲 韩蕊莲 郝文芳 胡景江 黄　森 康　冰 康永祥

李　琰 龚春梅 李景侠 鲁周民 程金凤 慕小倩 慕自新

王渭玲 魏永胜 杨途熙 张继敏 张立新 张小红 周春菊

李维平 吕金印

植物营养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３０２）
徐福利 杨学云 翟丙年 沈玉芳 郑险峰 王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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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资源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１２０）
任广鑫 王惠生

种子工程（学科代码：０９０１２１）
马守才

专门史（学科代码：０６０１０５）
朱宏斌

资源环境生物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３２３）
来航线 卫亚红 殷俐娜

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代码：０９０１０２）
董振生 韩德俊 李春莲 李学军 刘曙东 闵东红 宋喜悦

孙道杰 王　瑞 谢惠民 徐爱遐 杨引福 于澄宇 张玲丽

王军卫 赵万春 贺道华 陈其皎 赵继新 王长有 张　宏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学科代码：０９０１０１）
柴　岩 冯永忠 高小丽 海江波 张小燕 胡希远 李轶冰

刘孟君 王长发 王拴全 温晓霞 薛吉全 张保军

遗传学（学科代码：０７１００７）
颜　华 杨　博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１２０１００）
白秀广

风景园林学（学科代码：０９７３００）
赵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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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类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专业技
术职务

留学专业
留学
国别

留学身份
留学期限
（月）

１ 园艺学院 陈儒刚 男 讲师 蔬菜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 动物医学院 张德礼 男 副教授 预防兽医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专业技
术职务

留学专业
留学
国别

留学身份
留学期限
（月）

１ 农学院 陈其皎 男 讲师 作物遗传育种 以色列 博士后 １２

２ 植 物 保 护
学院

商文静 女 讲师 植物病理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３ 植 物 保 护
学院

张秀云 女 讲师 农药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４ 园艺学院 胡晓辉 女 副教授
设施农业科学
与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５ 园艺学院 赵彩平 女 讲师 果树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６ 动 物 科 技
学院

董武子 男 副教授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７ 动 物 科 技
学院

顾玉兰 女 讲师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８ 动 物 科 技
学院

贾存灵 女 讲师
动 物 营 养 与
饲料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９ 动物医学院 彭　莎 女 讲师 干细胞生物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０ 林学院 李登武 男 副教授 森林生态学 德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１ 林学院 韩　刚 男 讲师 森林培育 德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２ 林学院 张瑞超 女 讲师 艺术设计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３ 林学院 郑雪莉 女 讲师 森林保护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４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蔡　坤 男 副教授 工程力学 澳大利亚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５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陈帝伊 男 讲师 电气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０９１·



　　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专业技
术职务

留学专业
留学
国别

留学身份
留学期限
（月）

１６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巨娟丽 女 讲师
水文水资源及
水利水电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７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荆海薇 女 讲师 建筑节能 澳大利亚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８ 机械与电子
工程学院

胡国田 男 讲师
农业电气化及
其自动化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１９ 机械与电子
工程学院

靳红玲 女 讲师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０ 生 命 科 学
学院

张立新 男 副教授 生物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１ 生 命 科 学
学院

白　娟 女 讲师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英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２ 理学院 帅　琪 女 讲师 无机及分析化学 瑞典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３ 经 济 管 理
学院

梁洪松 女 讲师 工商管理 英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４ 经 济 管 理
学院

淮建军 男 副教授 农业经济管理 澳大利亚 博士后 １２

２５ 经 济 管 理
学院

聂　强 男 讲师 经济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６ 经 济 管 理
学院

汪红梅 女 讲师 区域经济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７ 人文学院 崔彩贤 女 副教授 法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８ 外语系 罗建忠 男 讲师 英语教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２９ 外语系 陈音稳 男 讲师 英语教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３０ 水保所 薛　? 男 助理研究员 生态学 荷兰 访问学者 １２

３１ 水保所 杜　峰 男 副研究员 生态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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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出国（境）留学项目派出及回国（境）人员名单

派出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留学国家

（地区）
留学身份 项目类别

１ 农学院 张玲丽 女 小麦遗传育种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 农学院 韩　娟 女 保护性耕作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 农学院 刘萌娟 女
作 物 分 子 育

种学
荷兰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西部

４ 农学院 张仁和 男
环境保护型草原

畜牧产业开发
日本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１日本
ＪＩＣＡ项目

５ 农学院 李春莲 女 作物遗传育种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６ 园艺学院 李大伟 男 蔬菜育种 美国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７ 园艺学院 徐　炎 男 果树学 奥地利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８ 园艺学院 周天山 男 茶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９ 园艺学院 李翠英 女 果树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０ 园艺学院 张朝红 男 果树生物技术 荷兰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西部

１１ 园艺学院 张　勇 男
农业生物环境

与能源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２ 动物科技学院 陈　宏 男 动物遗传 德国 高级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全额

１３ 动物科技学院 宋宇轩 男
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４ 动物科技学院 张建勤 女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５ 动物科技学院 蓝贤勇 男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６ 动物科技学院 江中良 男 动物繁殖学 美国 博士后 单位公派

１７ 动物医学院 华　松 男 预防兽医 澳大利亚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１８ 林学院 高建社 男 林木育种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８西部

１９ 林学院 马艳萍 女
农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０ 林学院 王冬梅 女 食品科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１ 资源环境学院 李　志 男 环境科学 加拿大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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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留学国家

（地区）
留学身份 项目类别

２２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王文娥 女 农业水土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青骨

２３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孟秦倩 女 农业水土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４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高明霞 女 土壤学 德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５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张智韬 男 农业水土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６ 机械与电子工

程学院
段海燕 女 工业设计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７ 机械与电子工

程学院
张李娴 女

农业生物环境

与能源工程
加拿大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８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陈香维 女 食品科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２９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寇莉萍 女

食品贮藏保鲜

及安全
美国 合作研究 单位公派

３０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高振鹏 男 食品工程 新西兰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西部

３１ 生命科学学院 秦宝福 男 微生物 丹麦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８西部

３２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女 有机化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３ 生命科学学院 卜书海 男 动物遗传育种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４ 生命科学学院 聂小妮 女 植物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５ 生命科学学院 金伟波 男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６ 生命科学学院 徐　虹 女
植物细胞器的

分子遗传学
德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全额

３７ 生命科学学院 龚春梅 女 植物生理学 英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西部

３８ 理学院 孙西宁 女 环境科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３９ 理学院 张　忠 男 糖化学 美国 博士后 单位公派

４０ 理学院 赵　斌 男 应用数学 法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４１ 理学院 余瑞金 男 无机材料 韩国 博士后 单位公派

４２ 理学院 徐　晖 男 有机化学 法国 高级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全额

４３ 经济管理学院 李　敏 女 农业经济管理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４４ 经济管理学院 任海云 女 企业管理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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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留学国家

（地区）
留学身份 项目类别

４５ 经济管理学院 党红敏 女
农业信息反应

行为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４６ 经济管理学院 薛彩霞 女 工商管理 台湾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４７ 人文学院 胡　钢 男 农业经济管理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４８ 外语系 赵　癑 女 法语 法国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４９ 外语系 权春美 女 日本
赴日国际

交流员
单位公派

５０ 外语系 徐巧维 女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５１ 外语系 王晓媛 女 二语习得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５２ 外语系 孟　芸 女 翻译与传译 香港 进修硕士学位 单位公派

５３ 外语系 王伟力 女 外语 新加坡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１南洋理
工项目

５４ 体育部 王海峰 男 体育教学体制 美国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５５ 水土保持研究所 王国梁 男 植物生理学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５６ 水土保持研究所 牛文全 男 低能耗微灌技术 美国 访问学者 单位公派

５７ 水土保持研究所 赵西宁 男 农业水土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０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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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境）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受资助

项目

留学国家

（地区）

回国（境）

时间

１ 农学院 高金锋 男 作物育种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５

２ 农学院 胡银岗 男 作物遗传育种 １０全额 英国 ２０１１．０４

３ 农学院 王亚娟 女 小麦遗传育种
博士国外

访学专项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５

４ 农学院 张仁和 男
环境保护型草原畜

牧产业开发

２０１１ＪＩＣＡ
项目

日本 ２０１１．１１

５ 植物保护学院 王　敦 男 昆虫学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６ 植物保护学院 成卫宁 女 昆虫学 单位公派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７ 植物保护学院 马志卿 男 农药化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８ 园艺学院 张　智 女 农业设施工程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２

９ 园艺学院 陈书霞 女 基因工程 ０７西部 德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０ 园艺学院 李大伟 男 蔬菜 ０８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１ 园艺学院 徐凌飞 男 果树学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２ 园艺学院 李玉红 女 蔬菜学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３ 动物科技学院 庞卫军 男
猪脂肪细胞增殖、分

化和凋亡
０８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４ 动物科技学院 王立新 男 水产养殖 ０８全额 荷兰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５ 动物科技学院 徐秀容 女 预防兽医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６ 动物科技学院 孙　超 男 分子生物学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７ 动物科技学院 杨小军 男 动物遗传学 ０９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８ 动物医学院 林　青 男 免疫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５

１９ 动物医学院 刘晓强 男 兽医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 林学院 樊军锋 男 森林育种 ０７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２１ 林学院 贺　虹 女 森林保护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２２ 林学院 侯　琳 男 生态学 单位公派 奥地利 ２０１１．０５

２３ 林学院 唐光辉 男 森林保护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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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受资助

项目

留学国家

（地区）

回国（境）

时间

２４ 林学院 张延龙 女 园林规划 ０７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２５ 林学院 张军华 男 微生物学 ０７西部 芬兰 ２０１１．０６

２６ 林学院 贾小明 男 森林培育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９

２７ 资源环境学院 师江澜 女 环境科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８ 资源环境学院 强　虹 女 环境科学与技术 单位公派 日本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９ 资源环境学院 李紫燕 女 植物营养学 ０８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樊恒辉 男 农业水土工程 ０８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３１ 水利与建筑工

程学院
许景辉 男 农业水土工程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２ 机械与电子工

程学院
周敏姑 女 农业工程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３

３３ 机械与电子工

程学院
宋孝周 男 材料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８

３４ 机械与电子工

程学院
衣雪梅 女 材料学 单位公派 日本 ２０１１．１０

３５ 信息工程学院 郭亚红 女 经济管理 单位公派 日本 ２０１１．０３

３６ 信息工程学院 张宏鸣 男 信息技术 ０９青骨 荷兰 ２０１１．１１

３７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胡仲秋 男 食品工程 ０８西部 荷兰 ２０１１．１０

３８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段旭昌 男 食品科学 ０８西部 荷兰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９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彭帮柱 男 食品科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０ 生命科学学院 刘虎岐 男 昆虫与植物病理 单位公派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４１ 生命科学学院 慕自新 男 植物学 ０８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２

４２ 生命科学学院 王渭玲 女 植物学 ０７西部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０１

４３ 生命科学学院 魏永胜 男 植物生理 单位公派 加拿大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４ 生命科学学院 郝文芳 女 生态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４５ 生命科学学院 林雁冰 女 微生物工程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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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留学专业
受资助

项目

留学国家

（地区）

回国（境）

时间

４６ 生命科学学院 王晓静 女 植物病理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７ 理学院 杜俊莉 女 生物数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３

４８ 理学院 高鹏程 男 环境科学 ０８西部 新西兰 ２０１１．０６

４９ 理学院 王俊儒 男 天然产物合成 ０８全额 英国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０ 理学院 徐　晖 男 有机化学 １０全额 法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５１ 理学院 党亚爱 女 环境科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５２ 经济管理学院 王永强 男 农业经济管理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４

５３ 经济管理学院 李　桦 女 农业经济管理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８

５４ 外语系 李　婷 女 英语翻译传译学 单位公派 香港 ２０１０．０８

５５ 外语系 屈妮妮 女 英语语言文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８

５６ 外语系 常丽萍 女 英语语言文学 ０９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８

５７ 外语系 陈利利 女 法语 单位公派 法国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８ 体育部 高颖晖 女 教育心理学 单位公派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１

５９ 水土保持研究所 郑纪勇 男 土壤学 ０８青骨 美国 ２０１１．０９

６０ 水土保持研究所 沈玉芳 女 环境科学 ０９西部 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

·７９１·



师资培养与队伍建设

引进人才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从事专业 学位 毕业学校
岗位类型

及等级

来校

时间

１ 农学院 王中华 男
作物遗传

育种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

教师岗

三级
２０１１．０１

２ 植物保护

学院

Ａｌｉ
Ｓａｙｙｅｄ 男 农业昆虫学 博士 英国伦敦大学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４

３ 植物保护

学院
金巧军 女 植物病理学 博士

美国路易斯安

那大学

教师岗

六级
２０１１．０９

４ 植物保护

学院
李朝飞 男 分子生物学 博士 中山大学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１１

５ 园艺学院 郭延平 男 果树学 博士 西北农业大学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２

６ 动物医学院 黄　勇 男 基础兽医学 博士 第四军医大学
教师岗

五级
２０１１．０４

７ 林学院 陈　槐 男 生态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６

８ 林学院 朱求安 男 生态学 博士 南京大学
教师岗

五级
２０１１．１２

９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何建强 男

农业与生物

工程
博士

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０ 机械与电子

工程学院
王绍金 男

农业生物

工程
博士

比利时让布鲁

农业大学

教师岗

三级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１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王建龙 男 分析化学 博士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２ 生命科学

学院
赵天永 男

植物遗传

育种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３ 生命科学

学院
奚绪光 男 分子生物学 博士

法国国家研究

中心

教师岗

二级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４ 生命科学

学院
贾良辉 男

微生物分子

生物学
博士

中 科 院 微 生

物所

教师岗

七级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５ 生命科学

学院
颜　华 女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博士

中 科 院 微 生

物所

教师岗

七级
２０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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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从事专业 学位 毕业学校
岗位类型

及等级

来校

时间

１６ 体育部 陈　艳 女 运动训练 本科 广州体育学院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７ 生命科学

学院
陈卫民 男 微生物学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教师岗

七级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８ 水土保持研

究所
王仕稳 男

植物生理

生态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教师岗

六级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９ 水土保持研

究所
殷丽娜 女

作物逆境

生理
博士 日本鸟取大学

教师岗

五级
２０１１．０２

２０ 水土保持研

究所
何洪鸣 男 生态环境 博士

中科院地球环

境所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１ 理学院 陶　虎 男 生物化学 博士
中科院上海生

化所

教师岗

四级
２０１１．０１

２２ 理学院 郑　芸 女 有机化学 博士
中科院上海药

物所

教师岗

六级
２０１１．０１

２３ 理学院 孙世国 男 化学生物分析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教师岗

三级
２０１１．０４

２４ 理学院 刘昌勇 男 理论物理 博士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教师岗

七级
２０１１．０６

２５ 理学院 徐勇前 男 化学分析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教师岗

七级
２０１１．０９

　　注：奚绪光为国家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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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２０１１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通过人员共计１７８人，其中正高级２０人，副高级３３人，
中级１１３人，初级１１人。

正高级职务

具有教授职务任职资格（１２人）
丁　武　　王　静　　吉　红　　张军科　　张　荣　　张翊华　　李登武
陈　军 胡小平 温晓霞 韩清芳 董娟娥

具有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５人）
华进联 杨学云 赵允格 秦道正 郭胜利

具有推广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杜志辉 郁俊谊

具有主任医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张俊联

副高级职务

具有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１７人）
文颖强 龙满生 刘　杰 张世泽 张建勤 张晓容 李怡萍

辛亚平 林雁冰 赵护兵 聂　强 黄玉祥 黄瑞华 龚春梅

彭帮柱 董　强 魏新元

具有副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８人）
王玉宝 王长有 王　阳 王国梁 王晨芳 朱元骏 魏孝荣

王军卫

具有推广副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王海潮 高　华
具有副编辑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贾亚洲

具有副主任医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王果平

具有中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４人）
吉宇博 翟西斌 高玲霞 李玉霞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讲师职务任职资格（９３人）
才凤伟 龙　燕 王少娟 王伟力 王　波 王笑卿 王　博
冯　邦 冯　静 史承勇 史颖刚 田彩丽 田　静 刘大艳

刘刚进 刘　庆 刘　利 孙　静 权春美 闫仙慧 何得桂

·６０２·



吴明玉 张佐经 张　鹏 李亚妮 李　明 李　倩 李　祯
李　敏 李　婷 苏　都 苏磊鑫 陈帝伊 陈海滨 南昕嵘

段亚青 胡　瑾 赵明磊 郝国防 郝晓静 唐　燕 高　杰
寇小希 梁成山 符　丹 程　欣 董记华 董金城 路伟伟

蔚一潇 薛宏春 薛　晓 庞军柱 王　兵 卫　丽 梁运娟

樊　凡 袁君刚 胡少军 傅虹飞 彭晓丽 王文已 张　忠
蒲　亮 刘文明 张　强 陈晓楠 李纪生 吴　华 王　威
张卫国 王兴龙 赵光辉 林鹏飞 韩　锋 刘晶莹 潘传英

李文燕 谢长根 王　珍 陈震华 王海成 张华东 刘建超

韩新辉 李晓燕 谢彦周 孙风丽 许岳飞 陈知龙 李　杨
凌　飞 崔晨风

具有助理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郭　佳 赵　晶
具有实验师职务任职资格（４人）
李小涵 赵凤霞 郭付振 宋　月
具有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周兆永 胡国强

具有兽医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马启才

具有农艺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鲍亚宁

具有馆员职务任职资格（６人）
张　莹 李高峰 周　涛 胡宗莉 赵　清 曹华娟

具有小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陈　华 胡　丹
具有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申莉琴

具有主治医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江　霞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助教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仲　会 樊　琳
具有研究实习员职务任职资格（２人）
贺　鑫 马　洁
具有助理工程师助教职务任职资格（６人）
成　城 王　敏 程波苗 张　博 李建伟 王　洋
具有助理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１人）
杨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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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职级晋升

　　五级职员（８人）

王木昌 张会玲 尚扶岗 黄济康 谢恩魁 贾探民 刘西平

屈锋敏

　　六级职员（７人）

乔振昌 余添勇 郝应昌 崔益民 张晓妮 周敏红 梁　峻

　　七级职员（８人）

王　静 王　磊① 李　霞 李文君 杨宏博 唐　琦 徐小英

雷和涛

　　八级职员（３５人）

卫　丹 马　川 马洪明 毛连泽 牛秀峰 王　克 王　磊②

王军维 王有才 史文华 乔　? 刘　典 刘　鹏 刘刚进

闫家深 吴　洋 张　永 张丽萍 张彦彦 张淑娟 张瑞洁

李　刚 李　健 李周义 杨温厚 和红燕 姚　虎 胡　凡
胡龙生 赵　静 唐　勇 袁伟斌 黄明娣 熊金苹 魏丽星

以上人员职员职级晋升时间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算起。
注：①教务处　　②理学院

·８０２·



工人技术等级考评

　　高级工（５９人）

石引刚 刘锡龙 李西选 张联利 寇建武 华　英 宋宏伟

徐晓斌 杨宝安 马新娟 刘永岗 张育江 侯党伟 胡群波

张　葳 解彦文 刘红波 刘宏哲 屈红星 郜向琳 魏团刚

许朝荣 李　坚 吴　锋 景平中 周小武 张平社 王玉良

吴院亭 张晨阳 王　琳 白君蕾 贺　斌 杜　涛 张晨光

孟红梅 李蜜鲜 王军民 冯红录 白创建 王晓峰 何复兴

许卫东 魏旭东 徐文军 杨　锐 赵秦育 杨淑娟 张晓蕊

乔翠霞 陈海萍 陈军民 王新刚 梁小库 赵培情 马林娥

陈文琪 张 武 魏素娥

　　中级工（２１人）

屈瑜维 宋　鑫 黄红旗 张　寅 郑方舟 张元平 张子君

肖　阳 刘国武 张　林 侯江涛 曹　征 侯宝萍 吕　莉
袁娅丽 陈　瑛 呼延玲 蒙红艳 朱建春 岳　浩 严　翔

　　初级工（１人）

魏鲜锋

　　技师（３人）

王保友 刘文林 徐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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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名单

张广军 崔效勇 朱　玮 王　瑜 徐红维 罗秀芳 王开成

郭　敏 王志利 郭少龙 陈晓平 卢　平 陈小利 刘秀安

马　丽 赵永安 高羽飞 刘艳平 梁永红 郭久荣 李国强

王美莉 张九生 苏秀芳 赵凤霞 柳葆蔚 宋永宏 张文莉

王小山 范育生 毛　远 邹淑芳 张银莲 田　健 谭收发

高宗建 任小瑞 王惠琴 袁万良 魏民丰 袁丽萍 范升才

徐新华 范　明 党志俊 黄建中 章望平 黄　林 张英利

董安民 扈爱蕊 李东娥 樊丹生 张小莉 卜桂芳 李俊耀

陈京达 张友柏 胡　海 杨　兰 李　锐 陈雪婷 高 静

贺世芳 郝小品 任淑芳 岳珊玲 张国凤 张秀琴 陈建欣

赵向学 徐文斌 李红月 冯　军 郭月霞 陈少康 杨耀峰

蔡志海 井金学 冯　英 秦汉友 张保臣 霍新和 张淑芳

柴　岩 花　蕾 李玉忠 郭志玉 苏亚莉 马登奋 祁正富

王西平 卢博友 梁来华 辛仲强 许全智 王　欣 贺莲昌

杨鹏生

去世人员名单

　　在职去世人员

董凡德 张景群

　　离退休去世人员

朱俊生 寇　军 张鹏林 赵文勋 李嘉瑞 曹胜玉 吴敬堂

武永昌 李振中 魏芝林 谢田虎 高佩云 王志玺 于清林

张学栋 骆万元 任玉岐 张相林 刘慧君 何靖中 杨炫煜

翟允躌 田锡嚼 郝光兰 蒋同尧 牛彩雯 徐振虎 马志清

贺聪敏 高冬梅 杨爱珍 存待贵 徐启民 李智民 郭仕唐

蔡炳宏 王振友 郝允立 马　成 张秦风 龚仁德 李俊杰

赵明德 郭树德 王慧兰 王武安 刘学田 雷春兰 陈茂章

陈宝龙 赖纪文 李芳德 时宝华 石星湘 王志武 卢　筝

·０１２·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殾

殾殾

殾

学 生 工 作

学生工作概述

学生工作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大学生思想引

领和成长服务为己任，以提高培养质量为核心，把学生健康成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拓展工作领域、创新工作载体，狠抓学风建

设，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大学生资助和育人体系，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努力提

升服务水平。

一、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

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１０余份
文件，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目标，明确了任务，落实了责任，提供了

保障。

广泛开展调研。对２０１１级全体新生进行了基本状况调查，同时对２０１０级全体大学
生基本情况进行了滚动调查，形成《２０１１级本科生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和《２０１０级本科生
基本状况调查报告》，并反馈给学校相关部门和各院系；新生入学教育关口前移，在入学

前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调研，加强对学生思想的把握。

继续深入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面对面活动。重新设计了更符合我校学生特点和便

于工作开展的《思想教育面对面约谈手册》，有７００余名班主任与近２万名学生面对面约
谈，及时帮助广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建立全校学习困难、生活困难、心理困扰、痴迷网络

等各类学生档案，实施学生分类指导。

扎实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成功改版了“成长导航”辅导员博客网，目前

学生访问量达１万次以上的辅导员博客有５个。人文学院辅导员梁成山连续发表辅导
学生成长的博文７５篇，在学生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在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组
织的年度辅导员优秀博客和博文评选中，我校有１名博客和两篇博文入选。

加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发挥
院系积极性，注重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离校教育等关键环节，每个院系均制定了详实

的教育方案；成功组织了２０１１届本科生毕业典礼；编写《大学生手册》、《大学生生活指
南》、《大学生学习指南》等系列指导手册，新生人手一套。

二、加强学风建设

继续开展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指导工作。结合学科及专业特点，对《大学生学业生

涯规划手册》进行了重新设计，涵盖了思想素质、学习能力、技能发展、实践能力等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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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辅导员班主任指导学生合理规划自己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提高学生科学管理时

间的能力和效率。

注重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学生优良学风示范班、先进班集体和优秀宿舍建

设与评选工作。评选出３１个优良学风示范班、５５个先进班集体，有２９０名同学获得国家
奖学金，评选出１６４７名三好学生，８２１名优秀学生干部，４８５名单项先进个人，８名优秀
少数民族学生，发放奖学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并将其典型事迹通过网站、广播、宣传板进行了
广泛宣传。

三、做好学生资助工作

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全年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９６７３名，占在
校生总人数的４３．９８％，其中特困生２２１５名，占在校生总人数的１０．０７％；贫困生７４５８
名，占在校生总人数的３３．９１％。

积极发掘各类社会资源，新设立宝钢教育奖、恒大助学金和恒天然奖学金等社会奖

学金３项。全校共有１０１９９人次受到各类无偿资助，占在校学生４６．３５％，资助金额达
２８４７．６万元（其中国家奖学金２９０人，金额２３２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７０２人，３５１万元，
国家助学金８００７人，金额 １８９６．６万元，各类社会奖助学金受助学生 １１３４人，金额
３４０万元。减免学费学生６６人，金额２８万元）。发放困难补助１００万元；发放冬寒棉被１
６６８条，发放勤工助学工资１５０万元。

大力推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做好国家助学贷款争取和发放工作。全年申请生源

地贷款学生３２００人，申请贷款金额２０００万元，国家助学贷款老生续放１３５０名，续放贷
款７１０万元，新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１７９人，贷款额度９９万元；认真做好毕业生学费和助学
贷款代偿工作，２０１０届第一次代偿２０９人，代偿总额１１６万元，２０１０届第二批代偿发放
１８１人，发放金额３１５万元，２００９届第三次代偿发放２１１人，代偿总额１０９万元。

高度重视资助育人工作。积极指导大学生义务服务队开展社会服务，大学生义务服

务队累计开展各项公益活动７８次，参与人数达１００００余人次；召开受助学生座谈会、励
志教育报告会１２次，出版《资助导报》１０期，组织“助学政策，助我成长”征文活动，增强
学生感恩意识和回报社会的意识，全方位提升资助育人工作的实效性。

四、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加强心理知识宣传与普及。举办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３２场。举办“心灵之约”心
理健康知识宣传月、“新生之路”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周活动，３０００余名学生参与现场心理
咨询、心理测评。为学生骨干、学生班级心理联络员举办心理健康知识培训４５场、为班
主任开展《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干预》２１场，为各院系政工干部、心理专干、新聘辅
导员举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培训、团体心理辅导９场。

细致开展心理咨询及危机干预工作。对２０１１级全体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并建立
心理健康档案，对可能有心理问题的３６６名学生（占新生的６．７％）进行重点关注和干预。
全年接待学生心理咨询９３８人次，开展心理问题学生月排查工作１０次，共计关注心理问
题学生６１０人，其中休学１８人、干预重点学生４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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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素质教育报告会，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２０１１年共开展素质教育讲座１０９场，受益学生面达１０万人次。其中包括了“名人名
家”报告会２６场；我校二级教授作的“与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面对面”系列访谈讲座４
场；“良师益友话成才”系列讲座８场；“同龄人谈成长”４场；“三生教育”系列讲座４场；
“走进挑战杯”系列讲座８场；世园会优秀志愿者事迹报告会４场；“与信仰对话、万场党
史进校园”系列讲座１７场；“海外归国话成才”系列讲座９场，其他报告会２５场。特别是
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报告会中，学校注重邀请校外名人名家对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力，

先后邀请百家讲坛主讲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著名学者、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

阎崇年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侯洵，前驻印度大使周刚，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黄朴民教授，人民大学哲学教授郭湛，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北

大教授赵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光亚，著名网球学者周铭共先生，残

奥会冠军李端，日本著名画家藤岛博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金牌主持人林白，央视主持人

乔静等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作报告，内容丰富多彩的素质教育讲座已成为同学们课余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开拓了学生视野，促进了校园优良的学习风气。

六、以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全年资助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校内项目４４１项，支持经费７５万元。其中一般项目
３０１项，创业项目７４项。成功举办我校第五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１６８件作品２０００余名学生参加，在陕西省“挑战杯”竞赛中获奖１９项。在全国“挑战杯”
竞赛中获得二等奖３个、三等奖３个，获得全国高校优秀组织单位，为历年来最好成绩。
此外举办了工业品外观设计、家具设计、ＦＬＳＨ、软件设计、网页设计、数学建模、趣味化学
实验等各种竞赛活动。积极鼓励学生开展创业实践，资助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７４项。

七、丰富实践育人活动载体，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

除了日常开展的院村挂钩、科技帮扶等社会实践活动外，今年暑期共集中组织了４９
支服务队，其中包括２支国家重点立项团队，２８支校级重点立项团队，２支赴全省百强畜
禽养殖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大学生助理服务队，１６支 ＷＷＦ秦岭青年使者服务队，１支
ＷＷＦ秦岭青年使者专家博士团。参与暑期社会实践人数１５０００余人，覆盖面达到了近
７０％。学校还联合杨凌区委组织部、团委选聘１８３名大学生担任杨凌周边农村的村主任
助理，参与当地新农村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十一”期间，我校５００名志愿者在西安
世园会进行了为期１６天的服务工作，共服务游客超过１００万人次。服务过程中，我校志
愿者开展了“欢庆国庆，祝福世园”、“花满长安，点亮世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专业

特色的活动。在世园会志愿者网站，发表新闻１６８篇、志愿者手记４７篇，展示了我校大学
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在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校大学生程亚龙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大运会志愿者，并受到团中央书记陆昊亲切慰问。农高会期间，我校１８０名志愿者
主要服务于农高会全部场馆、客商接待部、展览部、植物新品种信息发布中心等部门，从

事外商接待引导、现场报道、信息统计、信息咨询、播音等服务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农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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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任务，为第十八届农高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广泛赞誉。

八、通过精品校园文化活动育人，加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全年组织开展了第十一届“校园之春文化艺术节”和第十二届“金秋科技文化艺术

节”；举办校园戏剧比赛、金话筒主持人比赛、十佳歌手大赛、舞蹈大赛、红色故事会、宿舍

文化展示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精品文化活动。承办了省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

第三届陕西省校园戏剧节分会场活动。在陕西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共组织

上报作品３１件。目前，大学生合唱团、大学生阮乐团的表演作品分别获得陕西省一等
奖，其中阮乐团作品上报教育部参评全国艺术展演。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邀请大型秦腔现代剧
《西京故事》剧组来校作专场演出，邀请第三届陕西省高校戏剧表演大赛优秀作品来校演

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师生的艺术修养。

九、以塑造精品社团和社团活动为导向，强化学生自我教育

成功举办第九届和第十届社团文化节系列活动３８项，精品社团活动２２项，报告会
８次；由义务环保协会发起的大学生暑期绿色营“溯迹生态渭河，助力绿色世园”保护母
亲河行动；由三农协会举办的“西农周末”；西北彝族文化研究协会发起组织的第七届西

北彝族年文化展演；棋类爱好者俱乐部发起组织的“陕西省第七届高校中国象棋比赛”等

一系列具有特色文化的活动，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好评。在香港举办的“武德杯”第九届香

港国际武术节活动中，我校大学生武术协会会员徐长亮凭借出色表现获得红拳类冠军和

棍术第五名。今年１１月在西安举行的“２０１１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拳传习所工作
交流大会”中，我校武术协会荣获由陕西红拳文化研究会授予的“２０１１年陕西红拳传承
先进传习所”称号；我校谷风学社荣获“首届陕西十佳校园诗人／诗歌”优秀组织奖，谢振
邦荣获“十佳校园诗人”奖；我校赛扶社团开展的“心枣相连”微公益项目被中国教育网、

陕西日报、甘肃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

十、加强就业指导，加大市场开拓，提升就业服务

组织开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职业素养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邀请专家、优秀校友、企业负责人等为学生开展 “就业大学堂”系列讲座，举办公务

员考试辅导讲座，编印学生《就业指导手册》、《大学生就业简报》（职业生涯规划专刊、创

业毕业生专刊），引导学生树立职业发展意识，宣传创业政策和相关知识，帮助毕业生顺

利走入职场。

与郑州市人事局合作举办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郑州人才合作交流推介会”，带领

部分院系深入广东佛山与６０多家单位交流推介毕业生，邀请化为集团、中粮集团、益海
嘉里、万达集团、徐工集团、三一重工等中国５００强企业进校招聘。举办毕业生就业供需
洽谈会，积极宣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到村（社

区）任职”及“科研助理”等国家促进就业的项目。嵌入“全国大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系

统”，实现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供需信息互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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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在校学生人数总览

单位：人

类　别
毕业生数

小计 其中：授学位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预计毕业学生数

普通教育学生 ６８２４ ６６６６ ７９３１ ２８８０８ ７９０４

　一、研究生 １５８７ １５９９ ２２４１ ６９０４ ２５３４

博士生 ２２１ ２３０ ３３２ １６９５ １０３８

硕士生 １３６６ １３６９ １９０９ ５２０９ １４９６

　二、本科生 ５２３７ ５０６７ ５６９０ ２１９０４ ５３７０

普通本科 ４８４７ ４７０９ ５６００ ２０８６９ ５０２０

师资班 ３９０ ３５８ ９０ １０３５ ３５０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１９７ １９７ ３８３ １５７９ ７８７

成人教育学生函授生 ２８００ １１ ４９８７ １００５１ ３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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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数统计表

博士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专 业 名 称
毕业

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 生 数 在 校 学 生 数

小计
其中：

应届生
合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及以上

预计毕

业生数

博士研究生 ２２１ ２３０ ３３２ ２４２ １６９５ ３３２ ３２５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８

其中：女 ９８ ９９ １６９ １２３ ８２４ １６９ １８３ ４７２ ４７２

学术型学位博士 ２２１ ２３０ ３３２ ２４２ １６９５ ３３２ ３２５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８

其中：女 ９８ ９９ １６９ １２３ ８２４ １６９ １８３ ４７２ ４７２

国家任务学术型学

位博士
１９８ ２０７ ２８３ ２３８ １３７５ ２８３ ２６３ ８２９ ８２９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

位博士
２３ ２３ ４９ ４ ３１６ ４９ ６２ ２０５ ２０５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

位博士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４ ４

专业学位博士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女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

博士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委托培养专业学位

博士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自筹经费专业学位

博士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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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专 业 名 称
毕业

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 生 数 在 校 学 生 数

小计
其中：

应届生
合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及以上

预计毕

业生数

硕士研究生 １３６６１３６９ １９０９ １５１７ ５２０９ １９０９ １８０４ １４９６ １４９６

其中：女 ７５８ ７５８ １１０８ ９３５ ２９７２ １１０８ １０２０ ８４４ ８４４

学术型学位硕士 １３２３１３２６ １４５１ １２９５ ４４４６ １４５１ １５００ １４９５ １４９５

其中：女 ７３３ ７３３ ８６２ ７８９ ２５６３ ８６２ ８５７ ８４４ ８４４

国家任务学术型学

位硕士
９９３ ９８８ １２７０ １１５２ ４１７１ １２７０ １４８５ １４１６ １４１６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

位硕士
３０ ２９ ５ ０ ７１ ５ １５ ５１ ５１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

位硕士
３００ ３０９ １７６ １４３ ２０４ １７６ ０ ２８ ２８

专业学位硕士 ４３ ４３ ４５８ ２２２ ７６３ ４５８ ３０４ １ １

其中：女 ２５ ２５ ２４６ １４６ ４０９ ２４６ １６３ ０ ０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

硕士
０ ０ ２０５ １９８ ３８９ ２０５ １８４ ０ ０

委托培养专业学位

硕士
２ ２ １１３ ０ １６８ １１３ ５５ ０ ０

自筹经费专业学位

硕士
４１ ４１ １４０ ２４ ２０６ １４０ ６５ １ １

·７１２·



研究生分学院学生人数统计表

学院 博士研究生
学历硕士

研究生

在职攻读专业

学位研究生
小计

农学院 １０７ ２９７ ２００ ６０４

植物保护学院 １４６ ３４２ ９７ ５８５

园艺学院 １２０ ２９１ １６３ ５７４

动物科技学院 １５３ ３１７ ７７ ５４７

动物医学院 １１４ ３７３ ６４ ５５１

林学院 １０４ ５６５ ３６０ １０２９

资源环境学院 １８１ ５３０ ９６ ８０７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８７ ３００ ８１ ４６８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７０ １８８ ２１ ２７９

信息工程学院 ０ ７０ ２５ ９５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７０ ２４６ １３１ ４４７

葡萄酒学院 ２７ ８１ ３０ １３８

生命科学学院 １４５ ３９２ ２６ ５６３

理学院 ４１ ２０５ １ ２４７

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６ ６１４ ５６４ １３８４

人文学院 ４８ ２７８ ３８ ３６４

外语系 ０ ５７ ０ ５７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０ ３９ ０ ３９

合计 １６１９ ５１８５ １９７４ ８７７８

·８１２·



·９１２·



本科生分学科学生人数统计表

学科

年级
工学 农学 理学 管理学 经济学 文学 法学 合计

２００７级 １６１ １６１

２００８级 １９１３ １３５６ ６０１ ５３７ ２９３ １８９ １４７ ５０３６

２００９级 １９１１ １４１１ ６２２ ５５０ ２９６ １９０ １３７ ５１１７

２０１０级 １９３９ １３２０ ７５５ ５６５ ２７２ １６２ １１６ ５１２９

２０１１级 １９４９ １４３０ ８８９ ５６４ ２４６ １８７ １６１ ５４２６

小计 ７７１２ ５６７８ ２８６７ ２２１６ １１０７ ７２８ ５６１ ２０８６９

所占比例（％） ３６．９５ ２７．２１ １３．７４ １０．６２ ５．３０ ３．４９ ２．６９

·０２２·



本科生分专业学生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学院、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生数

小计
其中：

授学位

招生

人数

在校学生数

小计
２０１１
级

２０１０
级

２００９
级

２００８
级

２００７
级

总计 ４８４７ ４７０９ ５４２６２０８６９５４２６５１２９５１１８５０３５ １６１

其中：女生 ２０４７ ２２６７ ２３９３９１４８２３９３２２５６２２１４２２１９ ６６

１．农学院 ２２９ ２１８ ２３５ ８８９ ２３５ ２３１ ２０７ ２１６

　农学 ４ １１３ １０７ １１６ ４２５ １１６ １１９ ９２ ９８

　植物科学与工程 ４ ５７ ５５ ６１ ２２５ ６１ ５５ ５３ ５６

　种子科学与技术 ４ ５９ ５６ ５８ ２３９ ５８ ５７ ６２ ６２

２．植保学院 ２１８ ２１２ ２０９ ７９３ ２０９ １９５ ２１４ １７５

　植物保护 ４ １１３ １１０ １１９ ４７０ １１９ １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８

　制药工程 ４ １０５ １０２ ９０ ３２３ ９０ ８５ ９１ ５７

３．园艺学院 ２７８ ２７１ ２１４ ８１７ ２１４ １９５ ２１７ １９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４ ９６ ９３ ６２ ２４１ ６２ ５３ ６３ ６３

　园艺 ４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５２ ５７６ １５２ １４２ １５４ １２８

４．动科学院 ２７６ ２６８ ２９１ １１４９ ２９１ ２７２ ２９８ ２８８

　草业科学 ４ ３７ ３７ ５９ ２２２ ５９ ５２ ５８ ５３

　动物科学 ４ １６６ １６２ １７９ ７０７ １７９ １６４ １８３ １８１

　水产养殖学 ４ ７３ ６９ ５３ ２２０ ５３ ５６ ５７ ５４

５．动医学院 １５４ １４９ １８０ ８５７ １８０ １６７ １７３ １７６ １６１

　动物医学 ５ １５４ １４９ １８０ ８５７ １８０ １６７ １７３ １７６ １６１

６．林学院 ３４１ ３２４ ４１７ １５０２ ４１７ ３７２ ３５８ ３５５

　林产化工 ４ ５４ ５２ ６０ ２２８ ６０ ５５ ５５ ５８

　林学 ４ ７３ ６９ １１９ ３７４ １１９ ７９ ９１ ８５

　艺术设计 ４ １１９ １１０ ８９ ４１７ ８９ ９２ １１６ １２０

　园林 ４ ９５ ９３ ８８ ３７２ ８８ ９６ ９６ ９２

　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 ４ ０ ０ ６１ １１１ ６１ ５０ ０ ０

７．资环学院 ３４８ ３４６ ４３５ １４４９ ４３５ ３５３ ３４３ ３１８

　地理信息系统 ４ ５１ ５０ ６２ ２３４ ６２ ６０ ５８ ５４

·１２２·



续表

学院、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生数

小计
其中：

授学位

招生

人数

在校学生数

小计
２０１１
级

２０１０
级

２００９
级

２００８
级

２００７
级

　环境科学 ４ ６４ ６４ ６３ ２３８ ６３ ５６ ５５ ６４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４ ６０ ６０ １２３ ４５０ １２３ １２０ １２０ ８７

　资源环境科学 ４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２５ ４１０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１０ ５８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管理

４ ６２ ６２ ６２ １１７ ６２ ０ ０ ５５

８．水建学院 ５０１ ４８２ ５３９ ２１４４ ５３９ ５４８ ５２１ ５３６

　城市规划 ４ ０ ０ ０ ５３ ０ ０ ０ ５３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４ ６８ ６７ ８７ ３２０ ８７ ６５ ７３ ９５

　农业水利工程 ４ ６６ ６３ ６３ ２６６ ６３ ７０ ６６ ６７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４ ６１ ５９ ８３ ２６８ ８３ ６９ ５９ ５７

　水利水电工程 ４ １３１ １２３ １２３ ５３５ １２３ １４８ １３４ １３０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４ ５４ ５３ ６２ ２１２ ６２ ６５ ５５ ３０

　土木工程 ４ １２１ １１７ １２１ ４９０ １２１ １３１ １３４ １０４

９．机电学院 ５０７ ４８３ ５３４ ２１１６ ５３４ ５２５ ５２７ ５３０

　包装工程 ４ ４９ ４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电子信息工程 ４ ５８ ５５ ６０ ２４２ ６０ ５９ ６２ ６１

　工业设计 ４ ４６ ４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机械电子工程 ４ ６６ ６３ ８６ ２９５ ８６ ９０ ６１ ５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４ １７８ １７０ １７５ ７５０ １７５ １９３ １８９ １９３

　木材科学与工程 ４ ５２ ５０ ７４ ３３６ ７４ ５７ １０３ １０２

　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与
室内设计方向）

４ ０ ０ ４７ ２００ ４７ ４０ ５５ ５８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４ ５８ ５５ ９２ ２９３ ９２ ８６ ５７ ５８

１０．信息工程学院 １８７ １８２ ３６７ １１９４ ３６７ ３１６ ２５７ ２５４

　电子商务 ４ ０ ０ ６４ １１３ ６４ ４９ ０ ０

　软件工程 ４ ０ ０ １２３ ３９２ １２３ ９４ ９４ ８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４ １００ ９７ ８５ ３３６ ８５ ８４ ８０ ８７

·２２２·



续表

学院、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生数

小计
其中：

授学位

招生

人数

在校学生数

小计
２０１１
级

２０１０
级

２００９
级

２００８
级

２００７
级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４ ８７ ８５ ９５ ３５３ ９５ ８９ ８３ ８６

１１．食品学院 ２８６ ２８０ ２６２ １１２４ ２６２ ２７８ ２９１ ２９３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４ １５６ １５３ １４６ ６３０ １４６ １６０ １５８ １６６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４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１６ ４９４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３３ １２７

１２．葡萄酒学院 １００ ９８ １１７ ４５１ １１７ １２６ １０４ １０４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４ １００ ９８ １１７ ４５１ １１７ １２６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３．生命学院 ３９４ ３８４ ３２５ １４２１ ３２５ ３４９ ３８１ ３６６

　生物工程 ４ １３９ １３５ １１０ ４８７ １１０ １１７ １３１ １２９

　生物技术 ４ １４８ １４６ １０５ ４９９ １０５ １２５ １３８ １３１

　生物科学 ４ １０７ １０３ １１０ ４３５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０６

１４．理学院 １６９ １６２ １８９ ５８１ １８９ １３４ １４０ １１８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４ ４９ ４８ ６４ ２２２ ６４ ４７ ５５ ５６

　应用化学 ４ １２０ １１４ １２５ ３５９ １２５ ８７ ８５ ６２

１５．经管学院 ６１０ ６０５ ４６８ ２３６５ ４６８ ５６５ ６８０ ６５２

　保险 ４ ４９ ４９ ０ １３６ ０ ４４ ４９ ４３

　市场营销 ４ ５４ ５４ ６４ ２６３ ６４ ５３ ７８ ６８

　土地资源管理 ４ ５２ ５２ ６２ １１３ ６２ ５１ ０ ０

　电子商务 ４ ５２ ５１ ０ ０

　工商管理 ４ ５５ ５５ ６４ ２４１ ６４ ５１ ６２ ６４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４ ６０ ６０ １７２ ８１ ９１

　会计学 ４ ９８ ９６ ８７ ５７０ ８７ １５３ １７１ １５９

　金融学 ４ ６９ ６８ ６２ ３６１ ６２ ９２ １０８ ９９

　经济学 ４ ６３ ６３ ６５ ２３７ ６５ ５４ ５８ ６０

　农林经济管理 ４ ５８ ５７ ６４ ２７２ ６４ ６７ ７３ ６８

１６．人文学院 １６８ １６４ ２２５ ７８９ ２２５ １６８ １９４ ２０２

·３２２·



续表

学院、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生数

小计
其中：

授学位

招生

人数

在校学生数

小计
２０１１
级

２０１０
级

２００９
级

２００８
级

２００７
级

　法学 ４ ５７ ５５ ９６ ３３８ ９６ ７１ ８３ ８８

　公共事业管理 ４ ５５ ５５ ６４ ２２８ ６４ ５２ ５７ ５５

　社会学 ４ ５６ ５４ ６５ ２２３ ６５ ４５ ５４ ５９

１７．外语系 ８１ ８１ ２１７ ５１２ ２１７ １５２ ７４ ６９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４ ０ ０ １１９ ２０１ １１９ ８２ ０ ０

　英语 ４ ８１ ８１ ９８ ３１１ ９８ ７０ ７４ ６９

１８．创新实验学院 ２０２ ７１６ ２０２ １８３ １３９ １９２

　工商管理类（经济管理创
新试验班）

４ ０ ０ ０ ６３ ０ ０ ２６ ３７

　轻工纺织食品类（食品工
程创新试验班）

４ ０ ０ ０ １８ ０ ０ ０ １８

　生命科学类创新实验班 ４ ０ ０ ８２ １８５ ８２ １０３ ０ ０

　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
（生物工程）

４ ０ ０ ２９ ９３ ２９ ２７ １８ １９

　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
（生物技术）

４ ０ ０ ９１ １６８ ９１ ５３ ９ １５

　生物科学类（动物科学创
新试验班）

４ ０ ０ ０ ４６ ０ ０ １１ ３５

　生物科学类（植物科学创
新试验班）

４ ０ 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 ７５ ６８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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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奖、助学金情况

序号 项目
资助
人数

资助标准
元／（人·年） 资助金额（元）

１ 国家奖学金 ２９０ ８０００ ２３２００００

２ 国家励志奖学金 ７０２ ５０００ ３５１００００

３ 国家助学金 ６３２２ ３０００ １８９６６０００

４ 曹德旺助学金 ３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５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 １２１ ４０００ ４８４０００

６ 朱英龙贫困助学金

１００ 一等：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二等：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７ 思源奖助学金 ６０ 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８ 宝钢教育奖 ９ 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９ 欧亚太平洋网络奖学金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恒天然奖学金 ２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１ 恒大助学金 ５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２ 毅宁贫困大学生奖学金 １４ ３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３ 先正达农业教育奖学金 ２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４ 何康农业助学金 ８ ３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５ 春雨奖学金 ７５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 拜耳作物科学奖学金 ５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７ 越南美农奖学金 ２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国家助学贷款 １５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 生源地贷款 ３２３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专业奖学金 ６７９０ １５６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９７２ ７０８６６０００

·７２２·



大学生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ＷＷＦ“秦岭青年使者”活动
保护区 带队老师 单位 队长 单位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 郭东花 园艺学院 赵晓曼 生命学院

屋梁山自然保护区 仲　会 经管学院 许　达 经管学院

摩天岭自然保护区 卢小三 水建学院 童　飞 农学院

平河梁自然保护区 陈　洪 外语系 丁　果 植保学院

周至自然保护区 袁伟斌 动科学院 王乔乔 葡酒学院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 叶月丹 动医学院 韩　磊 动医学院

佛坪自然保护区 马佳慧 资环学院 朱薇熹 林学院

桑园自然保护区 王　磊 理学院 张　 生命学院

黄柏塬自然保护区 杨士同 林学院 唐文辉 林学院

天华山自然保护区 贾小虎 人文学院 汤素瑜 人文学院

安康瀛湖湿地 吴守军 水建学院 任陈杰 农学院

西安城市队 无带队老师 刘　振 资环学院

村主任助理及院系挂钩

学 院 支教地点名称

经管学院 五泉镇王上小学

林学院 五泉中学

动科学院 大寨乡中心小学、张家岗小学

园艺学院 五星村五星小学

成教学院 永安小学

生命学院 元树小学、石家小学、永安小学

机电学院 杨村中心小学、光明村小学、除张村小学、朱家村小学

植保学院 夹道小学

食品学院 永安小学

动医学院 大寨乡中心小学

·８２２·



基地—院系挂钩

学 院 基地名称

经管学院 杨凌区东辉驾校、杨凌区五泉镇王上小学、兴平市华英小学

林学院 杨凌区五泉镇五泉小学、杨凌区五泉镇毕公村、杨凌区李台乡东桥村

农学院 杨凌区李台乡永安村、杨凌示范区五泉镇高家村、杨凌区杨村乡曹新庄村

植保学院 杨凌区杨村乡南庄村、杨凌区杨村乡南杨村

动科学院 杨凌区大寨乡西小寨村、杨凌区五泉镇帅家村、杨凌区渭惠路社区

人文学院 杨凌区杨村乡下代乡

园艺学院 杨凌示范区五星村五星小学、陕西秦灞园种养殖有限公司猕猴桃生产基地

葡酒学院 杨凌区五泉镇曹堡村

水建学院 杨凌区夏家沟村、杨凌区揉谷乡陵湾村小学、杨凌区姚东村、杨凌区陵湾村

成教学院
国家星火电脑培训中心、杨凌区邰城小学、杨凌区汽车站、杨凌示范区法禧村

小学

信工学院 杨凌区中心敬老院、杨凌区后稷路社区、杨凌常乐路社区

生命学院
杨凌区杨村乡元村小学、杨凌区杨村乡崔东沟村、杨凌区揉谷乡石家村、杨凌

区揉谷乡石家小学、杨凌示范区永安村小学

资环学院 杨凌区西桥村、杨凌区陈小寨村、杨凌区杨村乡刘黄堡村

理学院 杨凌区杨村乡张家岗村

机电学院 杨凌区杨村中心小学

外语系 杨凌区公安局、杨凌区杨村乡姚安中学、杨凌区五泉镇曹沟村

食品学院 杨凌区揉谷乡姜?村

·９２２·



杨陵区（第七批）大学生村主任助理

（共１８１名）

杨陵街道办（共１４人）

街道办机关：苏　帆　　梁译文　　　　　　　神果路社区：杨紫琦
公园路社区：张　亮 常乐路社区：甘　甜
渭惠路社区：李　索 姚东村：王　云
姚南村：葛　卉 姚北村：张　琦
彭窑村：张　静　　吴　佳 付家庄村：苏海龙

梁氏窑村：秦美玲　苑森朋

李台乡（３０人）

李台乡机关：孔维哲　　张宏阳 徐西湾村：宋彦君　　乔冰勃
徐东湾村：王　东　　张梦茹 杜家坡村：魏贝贝　　马赛薇
李台村：李晓轩　　冯娜娜 陈小寨村：颜　伟　　陈　琛
穆家寨村：阴保旦　　王　琳 永安村：王天露　　李　丹
胡家底村：洪　煜　　苏晓霞 西桥村：张阳敏　　高增强
东桥村：刘汉源　　赵梦醒 五星村：路博雅　　朱佳丽
淡家堡村：王楠楠　　张生祥 北崖村：步国花　　曹军伟
南崖村：田　康　　张朋飞

杨村乡（３８人）

杨村乡机关：王　翠　　丁光松 张家岗村：王婧婷

马家底村：冯继广　　苗佳佳 夏家沟村：
$

翔耀　　赵高茜
曹新庄村：刘佳佳　　孙　聪 下代村：沈　杰　　李文哲
崔东沟村：李　斌 崔西沟村：赵　栋　　王艺芳
上代村：杨大儒　　李会强 董家庄村：石长沅　　徐锡蒙
北杨村：舒　洁　　张明哲 乔家底村：程林泽　　杜鸣溪
元树村：余　萍　　张荣举 刘黄堡村：刘仁婕　　郭素娟
上川口村：李本浩　　刘其超 南庄村：朱进伟　　宋　丽
半个城村：陈杨阳　　史文蕾 南杨村：宋胜杰　　吴远荣
下川口村：张鹏阳　　牛　璐 柴咀村：张东霞　　徐亮波

大寨乡（２６人）

大寨乡机关：杨　卓　　童　冀 官村：杜　宇　　赵　静
·０３２·



杜寨村：甘振顺 陈沟村：雷新宇　　王尧悦
东卜村：武天骄　　李桃欢 寨东村：贾子涵　　邵玉林
寨西村：宋　攀　　严　俊 西卜村：蔡月淇　　齐茂振
蒋家寨村：杨　萃　　赵　飞 南卜村：任静静

周李村：郝小虎　　刘维华 黎沟村：艾大阳　　潘远梅
孟寨村：郝晓霞　　高青青 西小寨村：龚德机　　张榕轩

五泉镇（４０人）

五泉镇机关：成小彬　　黄玉杰 崔家村：曹晓东　　陈　鹏
曹沟村：李允译　　李运彰 毕公村：王　旭　　杨俊霞
五泉村：韩海波　　唐国冬 汤家村：李　泽　　胡庆忠
夹道村：李伟强　　刘时城 桶张村：樊鹏鹏　　邵燕华
朱家村：白俊奎 　　张爱学 帅家村：刘梦阳　　窦　芳
王上村：张　兵 　　朱　茜 上湾村：梁　宁　　赵之灿
曹堡村：卜　潇　　阮仙睿 郭管村：刘　遥　　陆继源
茂陵村：张　丹　　郝建鹏 椒生村：冯鑫斌　　鞠延仑
高家村：赵瑞虎　　欧蓓蕾 斜上村：贺　凯　　黄定怀
绛南村：胡卓群　　张　鹤 绛中村：韩月通　　高晋丽

揉谷乡（３３人）

揉谷乡机关：计　珉　　唐　康 新　集：王晓芳　　张琳娜
石家：陈珂琪　　陈豪瑞 田东村：窦仲毅　　钟佩文
陵湾村：赵小华　　刘岭楠 光明村：王倩茹　　万宇涛
陵东村：李相坤　　李晓慧 田西村：贾　茹
权家寨村：贾书楠　　肖振鑫 太子藏村：施正刚　　蔡亚娉
秦丰村：苗书溢 　　李雅丽 白龙村：韩佳宁　　刘瀚文
法禧村：冯雷阳　　杨喜凤

#

媛村：郭小云　　成学东
尚德村：沈　焱　　甄晶博 除张村：侯志伟　　耿悠悠
揉谷村：邓　磊　　赵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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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竞赛
名称

获奖
级别

参赛作品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第
十
二
届
﹃
挑
战
杯
﹄
全
国
大
学
生

课
外
学
术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二等奖
后退耕时代：成果管护行为、意
愿与激励机制研究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二等奖
杜仲叶林枝木制备活性炭的
研究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二等奖
陕西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及流
转模式选择研究———以 ６地市
的３８２个农户为例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三等奖
转抗菌蛋白基因 ＬＴＰ小麦的筛
选与检测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三等奖 分数阶混沌系统的同步与控制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三等奖
基于光合作用机理的设施农业
智能补光系统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第
八
届
西
安
高
新
﹃
挑
战
杯
﹄
陕
西
省
大
学
生
课
外
学
术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特等奖
后退耕时代：成果管护行为、意
愿与激励机制研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特等奖
杜仲叶林枝木制备活性炭的
研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一等奖 分数阶混沌系统的分析与控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一等奖
转抗菌蛋白基因 ＬＴＰ小麦的筛
选与检测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一等奖
陕西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及流
转模式选择研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一等奖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设施农业环
境无线监控系统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一等奖
基于光合作用机理的设施农业
智能补光系统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
协、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２３２·



　　续表
竞赛

名称

获奖

级别
参赛作品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第
八
届
西
安
高
新
﹃
挑
战
杯
﹄
陕
西
省
大
学
生
课
外
学
术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二等奖

不同遗传背景二倍体四倍体小

麦成熟胚再生体系建立的初步

探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二等奖
小果博落回植物源新渔药的

创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二等奖
西部茶庄园模式创新———基于

葡萄酒庄园发展的经验借鉴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二等奖

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研究———基于杨凌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的实证分析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美棘蓟马Ｅｃｈ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在苜蓿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Ｃｕ２＋、Ｚｎ２＋复合条件下 Ｃｄ２＋在
陕西五种土壤中的吸附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基于电导率的地沟油快速鉴别

与检测研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氧载体和金属离子对褐黄孢链

霉菌发酵的影响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夜蛾科三种重要农业害虫口器

感器的超微结构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酒糟和果渣厌氧发酵产沼气特

性研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农业通用远程生产指导与预警

设备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三等奖
面向工程的混沌系统的建模、分

析与控制

共青团陕西省省委、陕西

省教育厅、陕西省科协、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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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竞赛

名称

获奖

级别
参赛作品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第七届“博创杯”全国

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

Ｑｔ奖特
别奖

基于手机平台的

智能家电控制
中国电子协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

第七届“博创杯”全国

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

赛区

一等奖

基于手机平台的

智能家电控制
中国电子协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

第七届“博创杯”全国

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

赛区

一等奖

多模式控制移动

机器人系统
中国电子协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飞

思卡尔”杯智能汽车

竞赛

西部赛区

三等奖
摄相头组

教育部高等院校

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飞

思卡尔”杯智能汽车

竞赛

西部赛区

三等奖
光电组

教育部高等院校

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飞

思卡尔”杯智能汽车

竞赛

西部赛区

三等奖
光电组

教育部高等院校

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

陕西赛区

一等奖

开关电源模块并

联供电系统

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陕西省

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

陕西赛区

三等奖
智能小车

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陕西省

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

２０１１年全国
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

开关电源模块并

联供电系统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教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机器人武术

擂台赛规定

动作技术挑

战项目比赛

二等奖

大唐铁骑队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医疗与服务

机器人规定

动作项目比

赛二等奖

生命之绿队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智能搬运机

器人比赛（人

形无差别组）

项目比赛一

等奖

农林搬运工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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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竞赛
名称

获奖
级别

参赛作品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舞蹈机器人
大学组无差
别组项目比
赛一等奖

舞动青春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双足竞步机
器人大学组
（狭窄足印）
项目比赛二
等奖

农林卫生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双足竞步机
器人自由体
操比赛大学
组项目比赛
一等奖

西北舞者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双足竞步机
器人大学组
（交叉足印）
项目比赛三
等奖

农林科大１号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双足竞步机
器人自由体
操比赛大学
组项目比赛
一等奖

舞动青春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１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

双足竞步机
器人自由体
操比赛大学
组项目比赛
二等奖

西北体操王

中国自动化学
会机器人竞赛
工 作 委 员 会、
ＲｏｂｏＣｕｐ中国委
员会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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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表彰

２０１１年学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学生工作先进单位

信息学院　　经管学院　　资环学院

学生工作创新奖

林学院　　动医学院　　人文学院　　水建学院　　食品学院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先进个人

农 学 院：彭小凤　　李晓燕　　韩新辉
植保学院：张艳玲　　詹刚明
园艺学院：李京春　　王　佳　　周会玲
动科学院：段晓燕　　龙明秀　　欧渊博
动医学院：董　睿　　张淑霞　　毛友林
林 学 院：张华海　　汪爱兰　　李卫忠　　李景侠　　张　果
资环学院：薛建鹏　　刘　鹏　　任晓萍　　王学民
水建学院：王吉成　　卢小三　　师燕妮　　崔晨风　　张成凤　　王增红
机电学院：魏丽星　　闫家深　　董金城　　王文宁　　张秀琴　　张淑娟
信息学院：谷申杰　　王淑珍　　胡秋霞　　费攀锋
食品学院：冯　邦　　张瑞洁　　吕　欣　　李福云
葡酒学院：张建锋　　符　丹
生命学院：王有材　　刘玉峰　　段　敏
理 学 院：程晓盈　　岳　原
经管学院：薛宏春　　仲　会　　安梅兰　　张正新　　张　静　　李写一
人文学院：朱红强　　李　娜
外 语 系：陈　洪　　李　倩
成教学院：谢　心　　刘德敏　　赵阿兰
创新学院：王　博　　廉喜红　　汪红梅

２０１１届本科生优秀班主任名单

任广鑫　　汪振明　　张　静　　胡建宏　　张宏利　　高国雄　　甘雪峰
王　瑛　　何卫军　　胡代欣　　王娜娜　　王秀娟　　苏　蓉　　马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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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届优秀毕业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校级优秀毕业生（３８４人）

农 学 院：朱　　张静静　　吴建辉　　李　威　　葛洪飞　　董　芳
管　君 王　君 代军军 鲁　翠 王丽梅

植保学院：张淑亚 张春娟 吴伟萍 郭小玲 张　晴 李龙波

翟连杰 丛潇琳 刘强维 马　龙 刘孟洁

园艺学院：田　倩 李　月 张　曼 尚艳娇 徐伟欣 罗薇羽

迟晓欣 魏　倩 刘淑卫 马寿鹏 韩国锋 周　倩
屈卫星 马如平

动科学院：张晨歌 王洪成 杨　琴 杨晓燕 李亚力 张雅卿

曹婷婷 张　枫 项　敏 付耀武 宋一清 侯富军

王凤巧 赵丽新

动医学院：黄　惠 刘园园 江秀慧 高小龙 尚　辰 陈占莉

贾燕青 马　静
林 学 院：欧阳旭 殷晓彤 刘　娜 杨士同 李云雷 张　敏

任　震 刘晓宇 李　癑 陈梦莹 贾梦雪 徐榕泽

孙宗萍 刘瑞芳 陈　超 李文婷 庞　芳
资环学院：马佳慧 王　晓 张少佳 疏　娟 代允超 赵　聪

冉艳玲 蒋　盼 齐小方 李玉娣 车　景 侯廷渝

曾　梦 陶鹏宇 王　波 毕巍扬 赵彩云 李　平
水建学院：蔡玮婷 赵　鑫 刘　佳 吕园园 刘　涛 毕敬峰

孙慧芳 张　莉 郑玲飞 李红丽 郑立超 米仕勇

闫　松 靳佩霞 周文婧 孔　信 孙立志 池佃东

王利平 卢良青 刘玉晓 吕丹丹 秦　帆 冯　靖
杨柳悦

机电学院：孙国立 王向歌 张　超 张　艳 于艳娇 刘兴林

王　培 李　力 韩筱婷 陈　敏 宋全喜 徐秀苹

高佳佳 马亮亮 王明山 孙高杰 曹文刚 江逊敏

王明卿 韩　康 李小奇 郑钦敏 张洪伟 谭晓丹

刘　芳 王善景

信息学院：张　鑫 林鹤智 邢　严 马能军 徐　沙 金　驰
肖　峰 金明岚 庄婷婷 高兰云

食品学院：唐　囡 马　凤 王侃侃 王海燕 朱新娜 吴东霞

姜良萍 周　洵 张　烨 谷静思 胥　静 王小斐

马奕颜 王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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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酒学院：王　莉 吴发萍 汪　捷 赵　楠 付志愿 王?尧

生命学院：张　欢 许丽娜 王一然 刘文杰 王清元 纪晓朋

鲍　丽 籍　燕 王香茹 仵　倩 苏帅坤 刘　元
杨玉增 郭瑞珍 李　冰 江　龙 刘笙腩 于卫立

韩佩君

理 学 院：马瑞芳 胡　剑 郑　
#

董　帅 刘　伟 沈　琴
刘　倩 刘灿灿 冯　冲

经管学院：王文静 王　丹 邓慧婷 冯　晨 张在荣 徐晨姝

祁　涛 房启明 闫文彬 姚　娜 黄　艳 王秦英

陈　浩 贺径舟 张　琦 李可阳 刘敬伟 欧祁胜

王　尧 高　佳 罗述凤 龚秀媛 胡孙楠 席　敏
吕子文

人文学院：林　沛 章　昱 文　静 徐海燕 李　敏 代玲玲

尤良文 尚文君

外 语 系：陈红红 吴先红 覃千颖 党　晴
成教学院：马琳霞 雷晓霞 范小亮 张雨洁 夏　慧 黄亚兰

赵冬冬 叶　玲 张彩玲 姚　炜 李　全 尚沁沁

刘修乾 王美一 张艳艳 王迎迎 管会娟 余风雷

马韫华 李　罛
研究生院：焦　阳 郭本玲 范红静 薛　梅 孙　婵 韩　靖

刘　品 孙海涛 衡建福 赵凌平 申茂昌 熊显荣

赵　蓓 曹　晖 朱海鲸 尚朋朋 许　丹 杨幼聪

康　恺 向　华 王艳蓉 张文婷 肖　蕊 侯　军
郝心愿 魏　遥 彭凌飞 刘　扬 刘　熠 路　敌
张明颖 张　毅 郭星亮 乔　柱 刘友涛 屈　欢
王阳阳 陈　豫 张玉宏 杨引禄 王　征 陈　艺
文甲龙 李奇睿 王　超 李　婷 王　蓓 马莉薇

兰玉芳 杜立业 尤　静 徐　曼 张艳丽 张雅茜

夏　燕 邓　磊 郭　杰 陈倩倩 李惠茹 朱凤晓

李　媛 吕　科 王豫琪 唐如春 席鹏洲 肖　晓
张海涵 梁　倩 于金刚 李　晋 宋丽娟 许　亮
任　鑫 郭　超 刘宏泰 任文渊 姚慰炜 王志杰

张　超 黄少立 潘世瑞 宋传奎 李小霞 梁　静
肖　宇 石　玉 王爱连 王平平 于娜娜 寇明婷

岳冬冬 邵　飞 杨　朔 孟芳芳 唐　波 袁亚林

范　英 田　楠 王亚军 张海洋 陈传梅 王幼奇

汪　星 杜　璇 吴　芳 何哓雁 李文卓 张纪涛

赵爱青 李　晓 李　俊 段曼莉 李可懿 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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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春 任晶晶 赵如浪 葛一洪 闫宝荣 郝晓燕

赵洁岚 王立丰 石建平 常亚兰 梁　静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７９人）

林 学 院：柳国涛 赵　丽
植保学院：张龙君 季其其

园艺学院：刘龙霞 文中锋 刘雪娇

动科学院：李方龙 孙灵
%

杨　静
动医学院：杨建廷 杜永坤

林 学 院：张伟鹤 宋　欣 安恒菲

资环学院：聂荣丽 孙大志 吴　萌 赵海翔

水建学院：贺智强 高兰兰 肖天楠 薛军强 乔　军
机电学院：李龙龙 毕秋实 董　琪 赵晓卫 方黎颖

信息学院：张哲超 徐方华

食品学院：马士珍 王冬冬 肖世杰

葡酒学院：杨柯桓

生命学院：李　成 吕佳星 宋　佳 董福升

理 学 院：刘　维 焦　哲
经管学院：李紫薇 许晓飞 刘　越 熊小兵 石　珊 江德兵

人文学院：崔建宾 樊亮亮

外 语 系：余思敏

成教学院：张　? 米志刚 朱　珂 李　晶
研究生院：崔易虹 吕瑞凯 王大会 商育锦 伏召辉 马召亮

郭彩虹 刘　富 徐　炜 赵云青 何鸿举 高　杨
许　艳 谭　杰 唐耀祥 马廷刚 易　磊 杜彬恒

王继涛 李明珠 马　超 田强强 范红霞 尹　航
李改玲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优良学风示范班（３１个）

农 学 院：种子科学与工程０９２班
植保学院：制药工程０９２班
园艺学院：园艺０８２班
动科学院：动物科学０９５班　水产养殖学０８２班
动医学院：动物医学０７３班
林 学 院：园林１０１班　林化０９２班
资环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１０３班　地理信息系统０９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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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建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０８２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０９２班
热能与动力工程１０１班

机电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０９１班　机械电子工程１０１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０９６班

信息学院：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０９２班　电子商务１０２班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０９２班
葡酒学院：葡萄与葡萄酒工程０９３班
生命学院：生物技术０９３班　生物技术１０４班
理 学 院：应用化学０９３班
经管学院：会计学０９５班　会计学０８５班　土地资源管理１０１班
人文学院：法学０９２班
外 语 系：英语０９３班
成教学院：园艺０８２班
创新学院：生物工程（基地）１０１班　植物科学（实验）０９１班

先进班集体（７６个）

农 学 院：种子科学与工程０９２班　种子科学与工程１０２班
植保学院：植物保护０８４班　制药工程１０２班
园艺学院：园艺０９５班　园艺０９１班
动科学院：动物科学０８５班　动物科学０８６班　草业科学１０２班
动医学院：动物医学０７３班　动物医学０８５班
林 学 院：林学０９３班　艺术设计０９３　林学１０１班

森林保护与游憩１０２班
资环学院：资源环境科学０８２班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０９２班
水建学院：农业水利工程０８４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０８２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０９２班　水利水电工程０９２班
热能与动力工程１０１班

机电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０８４班　木材科学与工程０９３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０９１班　机械电子工程１０２班
农业机械及其自动化１０１班

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０８２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９１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１０３班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０８１班　食品质量与安全０９３班
食品质量与安全１０４班

葡酒学院：葡萄与葡萄酒工程０９２班
生命学院：生物技术０９４班　生物工程０９１班

生物技术１０３班　生物科学１０３班
理 学 院：应用化学１０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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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营销学０８２班　经济学０８２班　保险学０９１班
农林经济管理０９２班　金融学１０２班　会计学１０２班

人文学院：法学０９３　法学１０１
外 语 系：英语０９２班　英语１０４班
创新学院：植物科学０９２班　工商管理０９２班　生物科学１０１班
成教学院：旅游０８２班　０９级园艺班　１０级园艺班
研究生院：农学院２０１０级作物遗传育种班

植保学院２００９植物病理学班
林学院２００９级林学综合班
林学院２００９级生态学班
动科学院２００９级水生生物学班
动医学院２０１０级基础兽医学班
经管学院２００９级博士生班
经管学院２０１０级硕士生１班
生命学院２０１０级药用植物学班
资环学院２００９级硕士生１班
资环学院２０１０级硕士生３班
水建学院２０１０级硕士生班
机电学院２００９级硕士生班
园艺学院２００９级研究生１班
理学院２０１０级应用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班
外语系２０１０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班
人文学院２００９级科技史专门史班
葡酒学院２０１０级硕士生班
食品学院２０１０级硕士生班
信息学院２００９级硕士生班
思政部２０１０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班

三好学生（１６４７人）

农 学 院（６６人）
刘天华　　丁　娟　　张　钢　　郑晓青　　贺娇姣　　张　蕊　　孙振杰
王　晶 赵　 许　婷 李有梅 唐敏强 闫晶敏 张晓丰

杨　力 董若楠 李文静 张以升 邓　健 曹海燕 许　鑫
董　聪 张艾岑 李　扬 沈春颖 冯亚芬 周玉婷 胡　凯
孙会茹 周　雪 赵孟甲 荣　磊 王　艳 何萌萌 李晓红

纪丽瑶 秦　冉 范艳云 王申晨 刘瑞丹 吴柏星 陈强信

于　永 聂宏波 邵长凯 敖　锋 谢雷鸣 胡秦枥 李加森

许　红 张松文 盛安琪 袁润勤 申　浩 胡文平 曹毓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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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月 王　鹏 吴洪启 岳　珩 郝晓霞 郭书娟 李　万
师春青 刘学欢 张文娟

植保学院（６０人）
常海涛 吴　波 张辰生 李逢源 赵艳方 王　姝 郭亚华

刘　畅 马晨丽 王　楠 彭丽娟 王　欢 张　瑛 梅　峰
巩　菲 段永嘉 熊　鑫 孙忠贺 韩斐斐 闫晓楠 薛玉理

杨　恂 陈保送 陈树帆 张　娟 黄飞飞 徐　靖 武照伐

崔维军 马辰宇 杨爱华 徐桥桥 何祥祥 张　茜 孙迎超

邢莹莹 刘文婷 赵世垒 冀梦菲 陈雪倩 吕　佳 任红玉

赵梓博 张泽建 杜仕静 尹秋红 孟　洁 郭玉琳 赵　菲
雷娜娜 赵　毅 张永慧 张　超 王　康 张玉洁 王云霏

贾玉洁 齐梓懿 梁宁宁 武　欢
园艺学院（６０人）
王　玉 王玲慧 李树庭 宋金修 王得有 耿录锋 艾炳伟

杨梦怡 刘　洋 王艳 李亚莉 温小红 王　拓 郝美荣

刘　艳 余　航 陈　勇 吴梅梅 刘娜娜 张　莹 韩　淼
洪桂花 李冬霞 马　璐 兰桂花 张　军 向海东 朱兰英

杜天浩 张文参 张亚红 袁鹏丽 李　琼 刘　震 高玉荣

孟文芳 朱言媛 邵伊明 徐　超 林　芳 刘盼盼 张　婷
郭梦业 阴　悦 范　典 刘　举 刘晓娟 万芸芸 熊明磊

刘亚茹 岳钉伊 陈　平 田尉婧 鲍　睿 李　桦 张　磊
杜　璇 周斌扬 沈晨晨 胡玲玉

动医学院（７３人）
郭　琨（标兵） 陈姗姗 张　潞 陈西锐 齐宝珠 徐　桢
徐爱月 梁　超 张　龙 李　鑫 姬鹏超 高　晓 张冠世

万金霞 田蒙蒙 刘金鑫 王　薇 李明翔 杨　爽 杜帅之

王青伟 吴和海 任冠静 王　楠 田媛媛 刘　凯 吴　景
吴琼琼 朱　敏 田聪会 崔　博 朱云云 刘　琼 孔　蓓
李元元 高静静 牛婷婷 苏金辉 韩学宁 郝绥绥 何　杰
史云鹏 张金亚 梁　磊 张　倩 王曼曼 彭　媚 王海新

梁桂仙 丁来弟 梁书鑫 严城辉 李　洋 张　倩 钱静静

谢游龙 聂凯晓 刘　珊 杨　婷 俞　峰 曹军伟 王　涛
王　婷 张莉英 李　笑 步国花 曹　统 丁培阳 曹阳坡

尤志峰 朱振邦 李　程 马丙婷

动科学院（８８人）
崔洪菲 王　潇 白雪花 王　会 马　丽 赵丽媛 冯　雪
周　铭 胡如久 陈　思 杨　莹 甘　露 邹林源 段美艳

褚希彤 王迎新 靳　程 胡琰茹 段　瑜 杨　晶 王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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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鸽 何　杰 杨小娟 邹林虎 张　帆 孙洁洁 刘然然

冯瑞娟 王亚芳 杨雷云 赵　娇 刘红宾 郭丽君 韩戌君

石　涛 李　宁 蔺晓舟 安　杰 梁玉生 东　娣 张　楠
刘晓磊 马俊飞 赫秋亚 周小兵 杨　洲 曹玉曼 张璐璐

陈　博 韩成盛 贾聪慧 殷荣康 尚雪莹 杨金林 谷翰杰

程肖宁 吴菲力 崔正伟 胡　伟 唐　敏 岑　凯 隋伊宁

涂　笑 宋　巍 宋景普 夏　超 方燕利 樊海娟 李晓芳

侯　庆 董文静 房安 李妍昕 宋翠芳 翟夏楠 余　超
朱红梅 王亚宁 刘艳利 瞿珂珂 曲正祥 刘　娜 刘观女

陈　佳 白海霞 董　冬 许　晗
林 学 院（１１１人）
殷党跃 张淑娟 李钊琼 冀亚娟 李宏伟 刘　霞 宋　超
贾善重 宋　颂 董丽娜 宋福源 王冰洁 赵涧丹 王　璐
胡　鹏 刘慧媛 李　哲 罗米淇 郝津藜 王翻艳 常亚敏

金会鑫 王少伟 张　赛 焦　钰 赵青侠 胡秋丽 周　雪
苗　颖 刘　盼 周琳月 刘红月 王志祥 刘　洋 李海涛

姜文强 鄢　琨 邢振杰 蔡　云 陈　婕 曾祥勇 胡　刁
李轲娜 孙世猷 席乔悦 陈　琪 白　朕 李嘉伟 王亚飞

彭静妮 贾仕宏 梁　燕 张子良 黄景婉 史亚敏 凌行波

徐　会 宗　媛 苗亚宁 彭仁文 付方园 贾浩洋 伏阳阳

杨润溪 刘　婧 陈　成 陈孟娜 巩得强 邹凯丽 张　明
王　兵 樊　颖 臧洋飞 姚金星 魏丽莹 王　颖 刘琴丽

辛儒鸿 麻丽婷 王雪林 夏高辉 张久进 杨天鹏 乔芳芳

陈超奇 王敬枫 丁　申 陈珂璐 孟　艺 宗颖俏 王　琳
胡　悦 倪　妮 李　果 李定红 王丽美 陆顺程 董阳阳

潘瑰琴 黄新亚 叶占洋 刘登强 王秦乔丹 王　辉 伏　正
苏小丽 冯继广 张永利 赵小华 姜竺男 陈　晨
资环学院（１０４人）
薛　蕊 田　野 李　坤 宋沛林 黄清雨 黄佳玮 蒋永吉

刘海曼 闫怀德 张　塞 姜　洋 陈　雅 彭　琴 蔡函臻

刘建魁 程　虎 胡　翠 吴艺楠 张春晖 李致颖 周天娃

许纪元 郭　成 贾俊超 李会亚 孙彭成 巩东东 李慧娟

何　伟 聂真义 毕明飞 温伟强 于　洋 周　泽 张　健
赵　敏 陈圆圆 黄　聪 张雪辰 孟祥天 黄　浠 霍　毅
栾莉莉 房　

&

林青涛 刘月娇 王　薇 王　祺 王　芳
马龙帅 郭　茹 李印娟 邱倩倩 朱　岩 李　佩 田冬雪

殷梦茜 尹　昕 孙巧萍 丁　瑶 李　俊 夏梦洁 马兆伟

王　燕 杨　莹 梁化学 许广文 刘　烨 姚小萌 高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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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 李　欣 张　越 王重阳 刘星星 张　婷 姜　冰
窦凯歌 蔡　奕 焦晓敏 覃　超 张　涛 王　彪 张　朋
白　瑶 张维静 赵彦霞 曹　丽 李建业 刘剑超 占　敏
郭　超 杨国燕 王嘉薇 兰忠成 冯　辉 张　飞 齐　曼
孙艳芝 陈美婷 路　辰 毛晨鹏 崔　鸣 王　烁
水建学院（１４７人）
李　聪 李　凡 张　婧 牟　圆 黄克静 魏毛毛 赵为犁

刘冬梅 崔孟凡 付　坚 李海明 周如斌 刘　思 刘成福

李卫杰 张希栋 张晨笛 银敏华 葛茂生 谢建锋 刘　杰
刘振翠 王振营 安周鹏 王惠芝 孙召辉 黄海容 颜　婷
孟如真 高梦露 赵婷婷 牛艳芳 李　丹 高　歌 陈　琳
吉鸿敏 翟金金 袁文娜 郑艳妮 王怡璇 郭　静 陈　刚
刘继武 张虎志 张琳琳 郑丽娜 李　珂 张　睿 姚志鹏

李停停 宋晓伟 吴　莹 梁　倩 姚向平 刘云峰 杨荦源

吴　超 贺新娟 张雪才 王晓文 谢　锦 刘　丽 高佳安

郑小贺 曹启明 陈景茹 龙文珍 周元贵 冯苗苗 贺　琦
杨晓怡 张晓箫 钟　宁 姚　雨 郑　栋 高　猛 刘金芳

王晓翠 周海娟 沈长越 文明宜 杨丽慧 宋　悦 吴瑟其

王露露 史黎翔 崔　毅 张金红 田宝升 曹顺利 张　羽
陶　飞 史　祥 丁红丽 贾红晶 郑程阳 邱　静 陈佳玫

郭肖瑞 彭　涛 张君成 马瑞方 赵　华 常海宸 张建伟

刘亚萌 申家锴 曾　丹 张帅帅 孟岁利 聂　敏 钟　锋
张志强 武弘族 姜晗琳 朱永霞 孔全伟 张宏阳 胡志冬

胡杨勋 刘　勇 崔来浩 苏　旭 朱　岩 杨　涛 解增援

郑　旭 王　昕 熊保龙 李　杰 严　松 赵逸超 王化斌

宋　博 贾　涛 郭浩淼 郑艳琼 商玉娟 李昕尧 于敬舟

王琳琳 甄晶博 何　宇 鞠洪秀 汪美芝 郭重阳 李　博
机电学院（１５８人）
楚建祥 翟相雯 刘　慧 宋　蒙 林贵斌 詹亚威 王友明

韦利宁 周庆珍 袁　新 代建国 岳鹏飞 李建栋 张虹虹

宁东红 杨　辉 周传磊 范仁欣 姚雪峰 陈　佩 姬保平

伊　浩 陈红赢 卢英英 盘　旋 蒋瑞峰 席雪峰 李民民

王明杰 王　荣 商　亮 邱国峰 邵　睿 褚福势 张　刚
李　洋 陈　云 李希迪 凌　楠 张　欢 靳婷婷 李玉秀

周贤武 张毛毛 赵文静 张文岩 韩　丹 王　娟 黄远鹏

徐慧秀 王静宜 吴　维 苑　婷 铁智慧 徐小英 张志宏

张洪岩 杜欢欢 张继仁 李　娟 张灯明 赵巧颖 段治帅

宋爱伟 赵　明 李运志 杨永艳 蒋　楠 陈　龙 刘治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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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振 刘　瑞 郑家勇 宋元申 李连峰 张玉强 马昱龙

金祝岭 刘旺林 丁洪福 钱　曼 王广斯 曾伟祥 王　丹
杨　鹏 郝孟孟 刘　杨 李佳佳 林勤力 徐明珠 赵　欣
万　京 田凯丽 韩　玮 宋光喃 姬哓迪 鲁海霞 徐立青

王　鹏 杨兴莲 刘　源 韩艳华 邵　婷 李　杨 和慧灵

张　静 杨婷婷 程　浩 符　双 邵燕华 王　斌 王　童
夏海生 苏　磊 崔文祥 魏秋旭 李二波 李大利 秦　振
杜纵纵 石长青 宗天元 曾智伟 邓　敏 刘正道 隽　杰
张国远 赵丹丹 瞿济伟 牛磊磊 李　磊 郭晓潭 马宝童

郝晓燕 沈　政 陈友旭 唐承毅 吴少华 刘　洋 仲　艳
杜志国 吕宏强 孟　革 许永达 牛金玉 齐振芳 吕珊珊

路选枢 高志强 张淑伟 张　旺 彭　辉 韩　超 吴与伦

时婷婷 苑一丹 王　丹 宋雅风

信息学院（８７人）
赵　凯 董天琪 杨　溪 杨　琳 鹿增辉 张　荷 牛晓静

包振栋 冯国超 李　进 马锦辉 赵　静 许莲容 郭　婉
刘　彩 李　勇 勾志营 王小娜 张燕子 刘　彤 郝晓莎

韩芳芳 严正龙 陈先强 田　晨 李　婷 孟少鹏 胡英英

郭建美 续丽娜 梁祖利 杨　慧 王　恬 申爱丽 李小康

刘亚允 刘　娜 苗荣慧 王立昌 段亚雄 刘笑梅 王　梦
李瑞佳 何　丹 于　嘉 莫曙利 楼艳玲 张海丽 楼晓丹

夏茂庚 惠　瑞 常　雪 单　丹 王秋实 吴白冰 郭彦涛

陈晓倩 尹　强 王　毅 赵彩宇 刘　松 龚云松 门思鹏

王连平 李东辉 宋　磊 鄢天丕 洪　辉 王　峰 周　琪
管翊婷 徐　璐 吴　淼 宋鹏坤 赵子甲 刘超群 张世参

吕　霞 邹美辰 王玉宝 张梦鹿 张　妙 徐　洋 耿竹韵

王　宇 张文萍 李园园

食品学院（８１人）
张梦珊 张莉丽 高　萌 王嘉琦 崔璐璐 易兰花 朱明慧

刘　茜 齐国源 陈丽敏 张晓谦 胡　娜 黄　倩 吴　景
张　玮 吴海云 陈　军 高健雪 张　若 任骁萌 刘颖沙

杜　娜 刘小波 邹　晨 徐　敏 李毅然 杨　歌 孟晓风

薛金丽 李姗姗 余少瞡 贲　浩 张德举 蔡慧杰 李秀中

甘　婧 柏广玲 魏月媛 李　雯 王丽娟 龚　雪 王　静
田　芳 杜　静 贺　晖 吴的囡 周晓春 李　淼 张文娟

张　杰 党　静 屈婉婷 谢　果 曹　妍 罗顺意 宋子涵

陶晓亚 杨丽霞 王亚姗 丁涌波 何　伟 张雅靓 李培凤

张宇翔 黄　倩 赵茜茜 陆继源 刘　璐 梁秀君 李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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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静 王艺静 赵　玲 牛倩文 沈　静 郭会平 梁云霄

张春云 窦　芳 邢玉晓 韩晓培

葡酒学院（２９人）
雍子涵 田　? 杨世玲 冯　莉 胡　勇 陈露娜 张巧姝

张改改 任晓宁 李金璐 梁光纤 卢昌弟 张　丹 李洪涛

刘玺华 姜　娇 刘泽强 贾　丁 姚冠榕 朱红艳 程彬皓

张芳芳 宋　攀 周园园 韦智荟 钱　旭 鞠延仑 李娜娜

于　咏
生命学院（１０７人）
孙　奇 刘佳俊 符容婕 王金佩 陈春燕 金建水 陈培磊

杨　秦 乔朝晖 吉　磊 张　丹 贾梦珂 李　珍 李玉佩

刘冬颖 杨思佳 周顺帆 鱼海跃 孙新宝 王　强 刘　楠
李佳伦 王瑞萍 赵蒙蒙 邹江波 丁艺杰 赵　洁 南建宗

常　晖 马　群 范贺超 张洪培 牛冰清 李桂冬 董改改

孙雨蒙 谢小韦 李　欣 刘　杨 曹　璇 王燕峰 张　宇
刘　静 宋　爽 秦　冉 陈　寒 汪克红 赵亚会 赵　月
王　丹 陈　的 赵　 占杨杨 冯　帆 周　瑞 贺　耀
娄江曼 王　露 张　倩 宋　哲 刘舞贞 赵新杰 曹　丹
钟嘉欣 高志虎 王家悦 李　翠 孙　云 孙天慧 张玉鹏

黄　盖 王　扬 李奕琛 王志静 周海霞 乔　微 李　远
马　潇 饶继先 边志龙 兰子君 李东亚 郝明杰 韩　梦
张　瑞 李　静 赵美静 王青文 张长生 王倩楠 陶雨恬

邓　民 马婕妤 薛月晴 张枭将 赵强强 尚继云 赵宇佳

戴玉川 何玉洁 王　 沈　未 庄梁秡 赵士群 蔡花漫

于　峻 陈　悦
理 学 院（４２人）
李博蕾 范盈盈 谢　丹 张三丽 杜　娟 张效敏 张旭梅

李迪超 于　琴 陈　路 王　钰 廖　文 刘　娟 张悦薇

宋晓宁 张秀秀 史明淑 马兰 何梦妮 鲁兴改 周玉娟

孙　凯 王永良 刘瑞清 周　进 吕少辉 梅　娟 杨远征

黄杰波 李　丹 吴　佳 魏文君 王　欢 杨　倩 段雨欣

张　静 马文龙 袁明浩 卞一臖 散雪峰 董　芳 郝　雪
经管学院（１７８人）
王　珏 李　敏 高刘阳 袁晓园 颜秉政 王　娜 马　婷
金世华 杨　丹 成　宇 梁营营 曹亚运 曹山山 杨慧慧

邹莹莹 段匡哲 赵兴野 宋少平 张乔蕾 张梦洁 温　静
王理想 朱　江 穆　坤 许晓蕾 邢明明 耿倩茹 于　爽
贾丽丽 贺耀萱 孟　楠 周　璇 周鹏飞 张钟毓 刘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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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双双 白　云 马成银 禹小萍 郝培玉 贺水平 王　鹏
曾　玲 朱兴珍 刘彬彬 牛　杰 何凌霄 李允标 翟素青

相雯雯 莫　琴 李赵盼 陈佳莉 张译文 申志平 陆月月

王伟彬 王　刚 谢　辉 雷　蕾 杨　娜 李文婧 吴　渝
侯双艳 肖营营 陈甘霖 刘孟娜 孙　静 付多芹 周　静
肖振鑫 张丽楠 尹雨晴 梁晓宇 迟超楠 车秋楠 滕娟凤

黎丽萍 焦晶洁 杨　丹 王素素 芦　洁 赵思蠫 姚华超

郭　星 贾　茹 蔡路阳 张宝霞 王秀? 涂　姣 王立敏

王　癑 何　琼 陈祥民 丁　欣 李幸兴 王楠楠 尹会鹃

刘　敏 谢　丹 薛　璇 张　续 田凯花 王辛睿 史　雯
李雅静 李晓平 周　帅 周春阳 张　静 龙　佳 马双双

杨亚云 黄春桃 白雪芳 张　滨 高　平 杨陈玲 肖桂春

黄烈桐 周方舟 陈　丹 陈力华 付艳丽 王　斐 张　聪
马璇琨 吴　越 江　健 李怡烨 赵艳伟 张无坷 李　同
葛　贝 鲁欢欢 罗园园 王向婷 刘前龙 毕红停 李亚蓉

陈雅莎 卢施羽 侯淑曼 潘嘉仪 伍丹琪 王健枝 李朋轩

龚德机 王哲哲 郭一霖 李文彩 李金龙 刘盼盼 刘楚榕

朱旭东 赵广燕 桑　娜 王　迪 吴枚? 鲍哲哲 钟　敏
温武斌 李亚云 马庆超 刘春燕 杨海琳 曹倩云 李冬青

韩佳宁 江姗姗 张　琰 王　宁 钱春玲 李鹏丹 刘婉臖

李　鑫 王繁荣 曾媛媛

人文学院（６３人）
张艳青 徐治军 卢文玉 许林波 李瑞萍 王浩东 原兴男

任玉洁 王　鑫 刘兴花 崔　航 金凤芳 阳佳星 卢殿元

史慧楠 杨　萌 师山霞 杨　耿 肖　颖 李文平 黄莉鳗

任　正 高　琪 何　璐 朱　茹 刘小花 周小青 吕　婷
刘云飞 唐丹丹 史孟婷 胡　颖 何秋红 张文潇 李　玉
赵　昂 王　旭 荣　灿 贾雅琴 农春榕 杨　微 郝晓燕

刘金鑫 陈锦华 葛梦琪 鲍允瑞 刘　娟 方涯雅 梁玉卓

傅燕芳 周　妍 游启明 姜焕锋 谭　思 许　坤 张荣举

王　琦 汤国英 王　琴 娄梦玲 罗士竳 徐晓红 万志林

外 语 系（３２人）
范文杰 林阳扬 秦文龙 周阳光 梁　珊 席　蕊 张龙龙

赵　瑞 蒋淑媛 李东齐 刘　婷 李首男 刘　飞 乔彩霞

李施清 郑　洁 王　静 周　北 张臻雨 易腾飞 宋紫晗

侯晨茜 张　洋 杨大儒 樊秀玉 刘清晨 吴秀云 李　斌
刘金金 王玄玄 王　艳 周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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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学院（９５人）
郭壮玲 李佩藓 张华丽 侯小龙 廉燕燕 霍丽娟 卫萍萍

封文文 石东玲 李晓凤 谭瑞萍 姚永梅 吴振涛 申梦蕾

张顺霞 贾嫔嫔 胡小丽 高烽翔 陈　杰 焦慧敏 彭　倩
史斐娜 岳鹏飞 刘小宇 常卫锦 付　蕊 王玉梅 王娇龙

张芬芳 程艳洁 刘晓晓 程会敏 张　海 步新宇 李二攀

张亚娟 王　婵 黄会苗 王英英 黄玉婷 杜　艳 郜芳丽

张　瑜 刘文娟 岳艳珍 李亚慧 王　莉 赵星星 兰春彦

马朋辉 索新爱 沈淑言 杜娅丹 陈　洁 焦婉如 崔春玲

康灿灿 白　玉 段湾湾 李佩娜 林方园 邢如鹏 杨　颖
高亚东 卢　唤 詹延涛 王文刚 赵红旺 朱　健 赵浩楼

张　静 石　琼 张琳娜 王晓芳 杜　强 邓晓楠 扶丽萍

张　霞 苗文敏 郑天兵 马　鑫 张翠芳 李晓芳 郝翠平

吴帅飞 吴慧慧 郭慧评 肖亚敏 申　星 高国成 吴相龙

高　鹏 韩佳君 唐金玉 秦笑凯

创新学院（６６人）
王思涵 唐昊雨 张成宸 李　鑫 项　韬 方　芳 余　康
雷雪裴 古晨妍 王　悦 唐绍辉 钟　杨 崔　癑 边秀芳

刘立红 樊　丽 周　芳 孟　蕊 钟杨权威 张　凯 张慧丽

胡新德 张天颖 王　雪 于　洋 刘　璇 秦　丞 张　洁
刘　越 姚　冰 张　晶 梁传鹏 林吉辉 刘　鑫 高　扬
魏云鹏 吴忠寿 张　珊 王　娜 邸　宁 卞　展 张　强
武文强 费玲玲 方　俐 卫　帅 杨沁南 付映雪 张翔宇

张博文 孙润南 李长圣 杜鸣溪 谭筠怡 杨　鑫 石美虹

杨　魁 李雯雯 梁　姊 张笑人 司　玮 徐西占 颜润川

庞美俊 刘　昊 程　果

优秀研究生 （２６５人）

农 学 院（１６人）
岳忠娜 李建平 黄　娟 马　琳 张晓红 史秀秀 王智威

宋齐鲁 朱启迪 屈　洋 尉　倩 周文丽 周忠慧 王晓龙

蒋树怀 王　培
植保学院（２３人）
李焕宇 刘　扬 马　娜 岳　超 李正男 陈希恩 曹阳慧

冯　浩 白耀博 胡东方 孟　瑞 单宏英 刘丹丹 王美入

满建云 陈亚菲 李维娜 王梦琳 张俊霞 朱艳菊 曹雪梅

廖　珏 冯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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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院（１１人）
杜艳民 王荣超 冯宁宁 杜俊娜 索罗丹 马艳丽 孙三杰

陈凯利 黄琳琳 冯超红 余义和

动科学院（１８人）
王厚鹏 王　兰 赵向辉 吴婷婷 吴宗凡 刘　帅 吴春会

安小鹏 张婷婷 侯金星 黄永震 麻丽霞 王　锦 韩　莎
宋峰峰 陈利军 陈　征 陈　奥
动医学院（１９人）
高　曼 吴卫妮 吴敬超 周　莹 仇普斌 赵津子 张丽慧

孔祥雅 兰　莹 苏建民 杨忠财 宋玉洁 邱　爽 李红梅

王兴叶 高婉俊 宋宝兴 王仲慧 葛恒涛

林 学 院（２８人）
焦文月 徐洪宇 曹莹丽 曹艳春 韩晓阳 牛富荣 曲秋玲

慕德宇 修　娜 刘　婕 李红姣 李　欢 施　琳 张　磊
史中惠 李　姗 杨凤萍 李　玲 贾锦楠 王　岚 杨凤美

陈晓婷 白伟伟 崔　迪 李桂英 吕　亮 李晓鹏 包　蓉
资环学院（２９人）
吴光艳 龚时慧 尹武君 高佳佳 杨兴华 高海英 崔　娟
王　辉 江青龙 夏自兰 张应龙 王松山 李宏伟 牛文鹏

刘　霞 李　俊 陈　杰 张玉莹 李涛涛 张　维 臧逸飞

蒋　冲 梅　花 石　美 黄海波 张冠华 贾晓旭 王　丹
戴　健
水建学院（１４人）
卢泽华 王开拓 李建芳 景亚平 刘春成 王宏伟 刘计良

卓　拉 李一博 商艳玲 刘明珍 李学德 高改玉 王颖华

机电学院（９人）
王　婧 刘　驰 刘　世 蒋浩然 宋克鑫 孙秀轩 张卫华

杨　露 商　晋
信息学院（４人）
宋　真 董　艳 丁　悦 何佳珍

食品学院（１２人）
相启森 高清菡 郭神旺 聂　路 张静亚 纪学芳 汪　璇
李　璇 聂丽杰 马　园 吴　楠 岳亚楠

葡酒学院（６人）
郭志君 宁鹏飞 贺艳楠 高金珊 吴　婧 韩国民

生命学院（２０人）
曹鲜艳 肖正涛 温雪梅 代惠萍 温新宝 杜润峰 张圣仓

王　霞 李文欢 张炜炜 徐齐雯 杜俊波 张丁方 曹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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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兰 孔　龙 陈志刚 王美艳 杨丽萍 孙建丽

理 学 院（１２人）
马艳妮 李彦妮 卢玉超 金晓燕 高　洁 陈　岚 樊玲玲

马卫丽 王　寅 刘俊俊 孙惠莉 郑　帅
经管学院（２９人）
唐娟莉 薛继亮 王桂波 于金娜 唐玉洁 吕京娣 韩玉婷

常　亮 徐丹丹 汤荣丽 蒋　红 杜建宾 侯建昀 窦婷婷

魏李巧 史恒通 潘明远 乔　森 刘　斐 王丽红 王　乐
张忠杰 袁　航 王　琛 徐长进 季　健 郑俊英 郑　郑
韩飞燕

人文学院（１０人）
李　俏 仝西艳 王春芳 张珊珊 赵艳霞 刘一村 王　敬
王黎黎 张明波 张艺凡

外 语 系（３人）
许文艳 田　军 王子君

思 政 部（２人）
张金梅 申旭光

优秀学生干部（８２１人）

农 学 院（３３人）
秦　冉 邓志伟 郭文洋 俞嫒年 吕彦洁 吕厚波 朱　克
刘婷婷 纪丽瑶 薛　楠 刘彩霞 许　红 张松文 刘建国

李　扬 叶佳丽 张　驰 刘瑞丹 张艾岑 董若楠 谢　军
秦德彬 孙振杰 程　浩 李　礼 徐　昱 梁　珊 张铁怀

张　彤 高毓晗 马　博 郑晓青 何萌萌

植保学院（２９人）
常海涛 张学勤 祖　峰 李　乐 吴亮亮 王　毛 刘　杰
梅　峰 高世峰 陈维娜 崔维军 房竹青 张　楠 张存款

张　茜 孙光超 马　贺 丁　果 陈雪娇 魏建朋 张　煜
唐素清 高晋丽 刘晓燕 张强强 陈非凡 陈保送 刘雄军

郭亚华

园艺学院（３１人）
陈　平 张丽华 程　亮 沈丰彬 杨　珍 阴　悦 马　琼
向海东 胡　 吕　晶 盛宏亚 胡　晨 靳蜜静 李　涛
刘　博 王向斌 孙婷婷 杜修进 杨惠娟 郭梦业 张小龙

胡　尧 刘汉强 李禾子 温小红 王帅钦 王　瑛 王　玉
耿凤展 钮晓波 钟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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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院（４２人）
王亚芳 渠海洋 张　琼 崔洪菲 陈宇庭 赵　斌 赵丽媛

张　强 张效川 任晓龙 肖　梵 王明明 胡琰茹 相奥琪

刘天鸽 刘铁芫 杨　蕊 周　铭 王德光 严标 刘　鑫
白俊奎 蔺晓舟 杨　凯 李小鹏 廖丽莎 徐怀超 周小兵

贾聪慧 唐　敏 宋　巍 胡俊奇 李婉华 徐夏青 曲正祥

冯霭琳 李晓慧 武天骄 孙敬春 苏娟娟 管永晶 刘世胜

动医学院（３１人）
许鹏飞 赵青青 张　龙 高　晓 胡鹏翔 尚　康 杨　萌
高静静 乐玲玲 熊　康 孙　涛 梁　磊 张　倩 王雪娇

丁来弟 梁桂仙 谢游龙 李　洋 聂凯晓 刘　珊 任立鹏

韩　聪 丁培阳 王建松 齐茂振 王　璐 张　赫 杨羽茜

高　雅 欧阳癑玲 郭凯雨

林学院（５３人）
朱成功 胡秋丽 宋　颂 殷党跃 陶鹏旭 郭丽霞 王　皓
王志祥 赵庭隆 叶明军 邓宏兼 胡　滨 张舒瑜 刘　霞
李长有 杨　瑞 贾仕宏 彭静妮 张　宏 刘红月 白　朕
黄　杰 马亚琼 曾翠艳 纪玉姣 马　俊 王忠立 刘　婧
卢　山 巩得强 樊路遥 姚金星 肖　杰 唐　俊 张　亮
姜竺男 唐晓林 王艺芳 王可癑 乔冰勃 李定红 翟俊伟

董长鹤 刘梦珂 史亚敏 李　万 张楠楠 苗佳佳 孙善天

李晓宇 陈珂璐 王俊淇 王　辉
资环学院（４８人）
刘建魁 刘　鑫 李超然 李慧茹 孙勃岩 李晓娜 任璐璐

宋沛林 齐　璐 刘丽雯 王　媛 苏晓丽 李　赛 王思楚

沙　康 孙宝洋 张　骁 由　政 佘树林 王智增 靳学峰

邱勇兵 徐晓霞 吕　超 赵　珀 刘　振 党纪刚 黄　颖
李宝顺 卢冠男 杨　莹 郑萧逸 刘　烨 黄光清 安　相
杨　癑 侯玉萍 安　艳 沈士洲 陈玉鹏 杨宇晨 孙　路
艾思远 于卫洁 贺海英 靳丹丹 庞树鑫 张彦海

水建学院（７７人）
王艺臻 李　聪 宋莎莎 王海容 李　凯 李海明 田稳电

马改园 张润凡 吴　超 郑鹏飞 魏　翔 金海俊 于明哲

查家骏 常海宸 刘　新 余　坤 曾　岑 肖　欢 贺　琦
陈庆亚 高佳安 梁荣荣 禹　洪 李　博 刘莹莹 钟　建
孙　永 柳　超 乔伟云 申家锴 邢喜盈 胡廷贤 朱　婷
王鹏飞 张　帅 张帮强 杨晓怡 周　双 周　磊 肖苡

'

钟　宁 曹　越 张　跃 沈长越 周炜翔 张羽佳 赵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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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松 窦仲毅 陈　洁 商玉娟 景　琪 刘岭楠 吴　萍
李倩茜 尤传誉 崔　毅 赵孟哲 贾一凡 刘玉琼 程　俊
金瑞祥 李佳佳 张　璐 常　乐 温明星 张　羽 何　畏
刘建龙 周健武 邱　静 张宏阳 苏　旭 张树明 陈玉静

机电学院（７７人）
刘连飞 钱　程 武青海 梁晓明 田雪毅 陈冰冰 朱家荣

王　慧 李民民 王　荣 赵　龙 褚福势 李泽靖 李希迪

凌　楠 赵文静 王　洋 曹文雄 张志宏 王国风 高　成
张　博 刘治震 王　鹏 尤　利 刘艳军 张德智 杨　鹏
王　睿 邵小宁 郭海洋 范恺元 秦菊香 姚亚飞 李　杨
王超鹏 周　媛 苏　磊 康成松 邹文露 宗天元 刘正道

王岐允 杨连阳 张　杰 雷博伟 杜志国 白志鹏 路选枢

郜　欣 张晓兰 春丁瑞 李生浩 马　鑫 马昱龙 苗田路

马凡涛 张骆曦 何　浩 艾大阳 祁晓琳 金祝岭 宫家宁

罗亚雄 宋思哲 李大利 孔繁荣 苑梦婵 邹聪丽 郭晓潭

孙俊鹏 付存良 李盈慧 许永达 张绍春 沈高枫 钱家骥

信息学院（４２人）
张　晴 王利宝 郝　冰 赵　静 于东坤 刘　通 吴昌坤

王照浩 梁祖利 陈远明 张惠华 李雪鹏 段亚雄 张慕强

邱海森 李冰冰 于　嘉 李亚星 李瑞佳 贾伟洋 莫曙利

刘相龙 呼彦杉 王秋实 唐敏楠 朱建成 宋英潇 赵　赫
孙海天 陈金亚 张杰灵 李东辉 周颵星 周　琪 管翊婷

王玉宝 商诗艳 张　驰 祖　? 吴　淼 王瑞洁 冯爱玲

食品学院（４２人）
李　佳 闵　维 田芷涵 郑雅爻 李海侠 张彬艳 孙　婷
赵　蕊 谢　果 李　院 唐亚凡 杨雪娇 黄　倩 魏　丹
吴海云 孙黛君 唐晓双 牛雅杰 聂　耀 杨　帆 陆　慧
徐立荣 高　延 赵晓阳 郝建鹏 张志宇 曹　姗 侯　全
王小玉 肖　蕊 王　丹 高健雪 田一茹 徐明悦 赵　能
邹　晨 李　洋 吕曼曼 高海慧 席　德 贺余婷 陈　萍
葡萄酒学院（１３人）
阮仙睿 王松迪 卜　潇 王　珍 喻冉月 张巧姝 闵旭武

张改改 马佩佩 马　银 李洪涛 秦晓飞 马雪蕾

生命学院（５３人）
谢楚芳 钮　伟 薛瑞栋 吴　唯 张克瑞 邵婧婧 李华胜

安卫星 殷冬冬 张玉民 汪克红 张　敏 王凯丽 戴玉川

黄　颖 景　勃 何　娇 陈珂琪 符容婕 李尉涛 雷安华

石　静 王艺霖 郭　华 陈　的 陈　蕾 赵　 王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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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娇 刘柏岐 王向学 王艺瞡 刘　欣 葛云辉 丁艺杰

吴新亮 常　晖 张泽明 范贺超 李洪伟 刘昌桂 钟嘉欣

宋爱松 李　翠 孙　云 杨　琳 毛　琳 周新宇 吴小鹏

王晓癑 韩　梦 张　腾 陶雨恬

理学院（１７人）
李博蕾 张　威 闫晓铭 常　剑 张悦薇 刘　倩 李　洋
赵建龙 李　杨 马新爱 石　英 黎沙沙 梅　娟 周　玲
邓　杉 段雨欣 耿庆民

经管学院（８６人）
孔孟麟 孙利辉 郝　龙 赵兴野 张乔蕾 杨　旭 宋少平

张梦洁 金美玲 许　菁 周扬子 党白鸽 周鹏飞 王国栋

张金芳 田双双 王　鹏 张梦雅 许琳娜 宁楚婧 马淑英

张根洋 李荣耀 丁　利 翟　莹 薛　丹 姚志林 谢　辉
林均超 郝真真 吴　昊 任冠宇 肖营营 边素梅 候斐翡

李俊鹏 陈世健 李　敏 赵增阁 杨　丹 金正斐 王倩茹

赖阳萍 樊恩伟 刘佩佩 孙志欢 李　腾 时　翔 赵子谊

王乔旭 赵琳琳 李晓平 马　鑫 刘　茜 雷稼颖 张　滨
李金真 黄烈桐 张珍珍 闫　佳 辛　翔 侯　宁 肖桂春

杨　杰 刘　薇 谢　刚 万宇涛 骆占斌 张寒雨 刘树斌

刘　璐 罗苏潭 颜　俨 周　扬 田　丹 张小康 王哲哲

李金龙 张安琪 薛　朵 雍双渠 孙　帅 刘东梅 刘前龙

吴建伟 郭　敏
人文学院（２９人）
石志强 李　旦 朱　云 尹　琪 高翠翠 李海峰 许林波

杨　耿 王海钊 刘兴花 金凤芳 崔　航 王　勇 周博生

盖　青 薛培阳 甘小红 汤素瑜 王楠楠 余　萍 沈　杰
王　斌 崔旦旦 王　明 刘　杰 陈文斌 牛　璐 管荣琪

张鹏洋

外语系（７人）
谢肖肖 严　梦 李昕芫 杨大儒 李天亮 周梅梅 谢　虹
成教学院（４８人）
赵　旭 徐亮波 赵　伟 张海龙 吴相龙 杜　强 王晓芳

张东霞 覃泉扬 唐金玉 张　媛 李　艳 赵浩楼 李南男

马　鑫 张　飞 苗文敏 郑天兵 申　星 李月香 邓晓楠

扶丽萍 杨喜凤 杜　欣 郝翠平 范兴贵 吴振涛 高烽翔

杨晓琴 步新宇 岳鹏飞 卫萍萍 王玉梅 王　满 高亚东

卢　唤 李　璞 王　婷 赵星星 王爱国 陈　洁 马晓琳

崔春玲 王文刚 郭晓娜 刘　帅 游苗雨 刘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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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院（２６人）
于泽群 张　龙 吴忠寿 陈　超 姚　冰 林吉辉 汪　波
杨　魁 马明洋 王玉辉 庞美俊 朱文新 张晓辉 宋雅迪

焦　敏 姚明月 王梓年 于昊澎 崔　癑 闫东东 毕文璐

王海力 张　洁 赵　旭 刘　越 杨国力

校团委（３７人）
赵　栋 王阳修 翟　莉 徐传炳 鲍　睿 张明哲 胡卫光

苏亚儒 邹　颖 马现阔 骆占斌 张文潇 王　翠 郑远鹏

陈　会 答　婧 崔璐璐 任　正 王浩东 丁　迎 吴宏能

龙　艳 陈　昕 杨　凡 赵　勇 王　丹 周　瑞 李京笃

王卓异 李红梅 李幸兴 屈春亚 纪　鑫 解建蕊 张　美
汪将博 程肖宁

优秀研究生干部（１３４人）

农 学 院（５人）
曹　裕 班元元 刘玉秀 高明博 王宇糰

植保学院（８人）
李正男 张　磊 单宏英 李艳波 谭树乾 张俊霞 刘丙涛

胡　杨
园艺学院（９人）
陈　龙 刘美迎 李丽霞 张庆伟 罗　川 戴文静 周　鹏
燕　飞 张　毅
动科学院（１０人）
解　宝 吕　杰 王厚鹏 王　伟 汤际亮 刘　烨 张犁苹

陈　浩 暨　杰 马韶阳

动医学院（８人）
董　睿 李飞虎 蒋振兴 王文春 安　鹏 张成成 秦明鸣

王文丽

林 学 院（１０人）
刘昭军 曹艳春 邓　蕾 张雄飞 李红姣 王海泽 师阳阳

阙　怡 吕　亮 李桂英

资环学院（１４人）
杨晓芬 戴相林 张婷敏 田红卫 林　文 李玉进 王丹丹

陈龙飞 王　彬 谭向平 宫厚杰 贾　蓉 杨亚利 张　萌
水建学院（８人）
刘　丹 李林科 李浩东 孙艳琦 郝志鹏 李　敏 杨　康
武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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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学院（４人）
刘　珊 赵志翔 郭俊杰 赵川源

信息学院（２人）
李伟卫 张　星
食品学院（６人）
张丽华 王周利 严陇兵 张虹艳 王　华 凌圣宝

葡萄酒学院（３人）
康　毅 叶冬青 任章成

生命学院（１４人）
安　瑞 谢　靖 程　楠 杜小娟 卫晓彬 谢　艳 张　莹
王龙飞 王梦娇 朱伍凤 韩梦莎 苟维超 李建伟 郑罗崇都

理 学 院（５人）
闫宣凯 潘　萌 张　鑫 白玮玮 吕　东
经管学院（１３人）
王建华 王　静 刘　佳 向　勤 闫文收 杨明 张　博
何超蕾 张新帅 靳聿轩 于　燕 王　伟 胡　东
人文学院（５人）
李冠杰 刘　源 朱秋安 党　娜 王　潇
外 语 系（２人）
索佳丽 兰婷惠

思 政 部（１人）
张雷刚

研究生团工委、研究生会（７人）
吴　昊 李延荣 高晓东 马　璐 罗　波 周　强 殷兆伟

优秀少数民族学生

植保学院：米娜尔·奴尔斯坦

园艺学院：热比汗·木哈买提

园艺学院：迪娜·那扎尔别克

动医学院：吉巴

资环学院：扎西单增　　次旺欧珠
信息学院：泽旺曲珍

生命学院：肖强·穆萨

２０１１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３个）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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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工作单项奖（４个）

市场开拓与校园招聘组织奖：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葡萄酒学院
就业指导与服务优胜奖：经济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就业工作先进个人（５２人）

于修烛　　卫　丹　　马云飞　　毛　锐　　王军智　　王吉成　　王　佳
王高学 王淑珍 王　

(

申让平 白晓红 龙明秀 任晓萍

关冰艺 刘凤萍 刘庆芳 刘　杰 刘育生 刘海军 安梅兰

严　欣 严　艳 何玉杰 张义平 张丽萍 张建锋 张忠良

张艳玲 张逢军 李向拓 李　征 李艳芳 李京春 杨　阳
汪爱兰 陈永贵 房春红 金　花 姚　虎 胡国田 唐　勇
袁伟斌 郭亚宁 崔永健 崔　宇 彭科峰 温晓英 谢　心
谢恩魁 韩春霞 路伟伟

２０１１届服务边疆建设优秀毕业生名单

志愿服务西藏研究生（１人）

王　伟

志愿服务新疆研究生（５人）

何建平 毛　渐 葛彩莲 王云虎 张　伟

志愿服务新疆建设兵团研究生（１人）

李　威

志愿服务新疆本科生（１０人）

李瑞雪 刘　全 蔺财山 张娟红 康文超 张燕磊 李　帆
吴　欣 芦海青 王显花

志愿服务新疆建设兵团本科生（３６人）

薛宝琦 刘　灿 杨松彪 汪　晶 阎继宏 翟建华 吴　欣
郑英元 高　琦 张　鸿 徐　航 田小建 闫丽丽 仝建伟

孙宏章 汪德辉 吴　晗 吴　斌 李强强 贺登云 刁秀盟

周营营 宝福升 孙大伟 原屯飞 卢　静 李民恒 宋吉林

张亚江 张　航 王　博 杨仁才 华建利 田　倩 卢朝望

左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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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工作

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工作概述

２０１１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学校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工作在立足旱区农业，坚
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并举的同时，抢抓历史机遇，精心策

划，集成优势，科技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并在重点领域实现新突破。

一、科研基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各１个

根据学校优势研究领域的研究积累和成效，通过研究方向凝练，科技资源整合，先后

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地４０个，获批１８个省部级科研基地。其中旱区作物逆境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１个，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
重点实验室１个，９个农业部专业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６个农业部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药指纹图谱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成为省部共建重点科研基地。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再创历史新高，获批项目首次突破百项

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宣传国家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和要求，邀请国内资深管理专家、教

授对学校科技人员进行基金项目申报专题培训３０余次。邀请了５１位校外专家，２２３位
校内专家对申报基金项目进行预评审，策划组织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和

重点项目的申报。２０１１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４０项，较去年９１项增加４９项，
增长５３．８％，获批经费６６４６万元，获批率达到２２．０４％，创历史新高。在生命科学部位
列全国高校第四。单卫星、韦革宏教授获得了２０１１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实
现了２００３年以来学校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新突破。

三、“十二五”重大项目立项取得良好开局，合同金额累计达到４．８亿元

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和沟通，争取国家林业局和水利部的支持。围绕学校优势

学科和研究领域，凝练研究目标和主攻方向，组织策划了小麦条锈菌致病性变异及其控

制的基础性研究，中国北方半干旱地区水循环过程、机制及其调控，西北地区防护林可持

续经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及时向有关部委提供了项目建议书。

２０１１年共组织申报国家及省部各类科研项目１３８１项，推广项目２０７项，获批科研项目
８３０项，推广项目１８１项，其中，获批“９７３”计划课题２项、“８６３”计划课题６项、支撑计划
课题１４项、国家基础性工作专项１项、转基因重大专项１项、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
５项；获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２项；国家社科基金２项。科研项目合同经费４．８亿元，
到位经费３．１亿元。推广项目到位经费５７８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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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产出取得丰硕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１项，三大检索收录论文首
次突破千篇

学校注重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以及成果鉴定工作，总结、验收各类科研项目２４０余项，
推广项目２３项，组织鉴定科研成果４项，推广成果９项。对近几年验收的优势突出、成效
显著的重大项目和鉴定的成果，进行组装、集成。继续设立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唐仲英

育种专项、人文社科专项，支持团队建设，凝练重大科技成果。今年申报各类研究成果奖

２５项，推广成果奖１２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１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３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１项，获陕西省科技推广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１项；
组织审定、鉴定植物新品种３３个，较去年２８个增加１８％。其中国审品种２个，分别是西
农５０９小麦和陕油０９１３油菜品种；省级审定品种１７个，省级鉴定品种６个，省级认定品
种２个，省级登记品种６个。获得国家授权专利１７２件，较去年１１８件增加４５％，其中发
明专利１３１项。ＳＣＩ、ＥＩ和ＳＳＣＩ收录论文首次突破１０００篇，达到１２５２篇。

五、科研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技术转移取得新突破

制订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开发研制了学校科研管理系统，包

括科研人员、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等１１个系统，１７个管理模块，具备申报、查
询、统计、分析、考核等５大功能，为科研管理信息化、高效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签订科技转让协议、合同９份，合同金额４０７万元，到位经费３１２万元。

六、试验示范站配套设施与功能进一步完善，推广模式探索工作深入推进

学校投入项目经费９００多万元，完成了苹果、茶叶、猕猴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等
设施恢复工程等相关建设任务；投入项目经费２００多万元，完成了猕猴桃、茶叶、葡萄试
验示范站和青海乐都设施农业示范基地的田间数据监测与远程服务系统建设。各试验

示范站（基地）在大力开展试验研究、示范推广、科技培训的同时，承担了１５００余名本科
生实习与研究生实践研究工作，产、学、研三大功能全面发挥。

各试验示范站指导建立示范园近３万亩，涉及９４个乡镇２８６个行政村１０６３６户。
通过科技示范指导，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区域产业的发展，试验示范站已成为引领产

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学校在黄淮小麦主产区建立品种示范园１８个，示范展示我校小麦品种２５个；在陕
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召开小麦、油菜新品种推介观摩会６场。西农９７９在整个
黄淮麦区推广面积超过１２００万亩；西农９２８在黄淮旱地推广面积逾３０万亩。我校重点
加强了油菜新品种甘杂１号、成油１号、秦研２１１、陕油１５号、西农１８等品种的示范推
广，累计推广２７３．９万亩，增收油菜籽４３５５万千克，增加收益２．１８亿元。

七、加大成果推介与展示的力度，校地合作迈出新步伐

积极整合、精选学校的农业科技成果信息，先后赴宁夏、浙江、福建、山西等地参加博

览会、成果交易会十余次，通过展板、资料、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宣传了学校的农业科技成

果，推介相关先进实用技术信息３００余条，并与相关政府和企业界的代表进行了交流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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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与项目对接，得到了参会媒体和参会人员的广泛关注。２个项目获第九届中国·海峡
项目成果交易会高校优秀参展项目奖。

与山东、新疆、甘肃、宁夏、湖南等地签订合作协议，促成校地合作项目７项，合作经
费１００余万元；与陕西省委组织部合作，面向全省１７０００个村党支部开办了每月两期的
农业技术电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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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科研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依托单位 负责人 批文 成立时间

１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所 动科学院 姚军虎 校科发［２００８］３６８号 ２００８．１２．３

２ 水产科学研究所 动科学院 吉　红 校科发［２００８］３６９号 ２００８．１２．３

３ 干细胞研究中心 动医学院 王华岩 科发［２００３］４号 ２００３．６．１０

４ 能源与装备工程中心 机电学院 薛少平 校科发［２００７］３６６号 ２００７．１１．２８

５ 农村金融研究所 经管学院 罗剑朝 校科发［２００４］２４９号 ２００４．１０．１２

６ 应用经济研究中心 经管学院 郑少峰

７ 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经管学院 霍学喜 校科发［２００４］９１号 ２００４．４．１２

８ 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

中心
经管学院 姚顺波 校科发［２００８］１６４号 ２００８．６．５

９ 化学生物学研究所 理学院 高锦明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０ 污染控制研究所 资环学院 呼世斌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１ 板栗研究中心 林学院 吕平会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２ 核桃研究中心 林学院 翟梅枝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３ 红枣研究中心 林学院 李新岗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４ 杜仲研究所 林学院 苏印泉 校科发［２００８］２９５号 ２００８．９．２７

１５ 鼠害治理研究中心 林学院 韩崇选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６ 小宗粮豆研究中心 农学院 冯佰利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７ 油菜研究中心 农学院 胡胜武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１８ 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所 人文学院 王　革 办发［２００２］４号 ２００２．１．１５

１９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人文学院 樊志民 校科发［２００４］１４０号 ２００４．６．１８

２０ 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 生命学院 陶士珩

２１ 微生物研究所 生命学院 韦革宏 校办发［２００５］１１８号 ２００５．３．２１

２２ 中药材规范化研究中心 生命学院 梁宗锁 校科发［２００５］１５０号 ２００５．４．１４

２３ 水利水电工程研究所 水建学院 王正中 校科发［２００８］８９号 ２００８．３．２６

２４ 农业科技翻译研究所 外语系 董会庆 校科发［２００６］５４号 ２００６．３．１４

２５ 软件工程研究所 信息学院 张　阳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４２号 ２００７．７．２３

２６ 茶叶研究所 园艺学院 余有本 校科发［２００４］２４７号 ２００４．１０．１２

２７ 园林花卉研究所 林学院 张延龙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２８ 苹果研究中心 园艺学院 赵政阳 校科发［２００４］２４８号 ２００４．１０．１２

·５６２·



　　续表

序号 研究机构 依托单位 负责人 批文 成立时间

２９ 农业标准化研究中心 植保学院 李　鑫 校科发［２００７］２２５号 ２００７．７．１６

３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转基因动

物研究中心
动科学院 张　涌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肉牛研究

中心
动科学院 昝林森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免疫

学研究所
动医学院 周恩民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临床

病研究所
动医学院 王建华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物物理

研究所
理学院 王国栋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应用数学

研究所
理学院 张瑞明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森林培育

研究所
林学院 赵　忠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森林保护

研究所
林学院 陈　辉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研究

中心
农学院 张改生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３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物栽培

与耕作研究所
农学院 贾志宽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与葡

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葡酒学院 李　华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

研究所
食品学院 岳田利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

工程研究所
水建学院 蔡焕杰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研究所 园艺学院 王跃进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蔬菜研究所 园艺学院 巩振辉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施农业

研究所
园艺学院 邹志荣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研究所 植保学院 张雅林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

研究所
植保学院 康振生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药研究所 植保学院 吴文君 校学科发［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

节水农业研究院暨中国干旱

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

学校 吴普特 校人发［２０１０］２１４号 ２０１０．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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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序号 专家大院名称 大院地址 首席专家 技术职称 所在学院

一、宝鸡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１ 秦川牛专家大院 扶风县绛帐镇 昝林森 教授 动科学院

２ 辣椒专家大院 岐山县雍川镇马江村 庄灿然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３ 杂交小麦专家大院 岐山县宝鸡市农科所 张改生 教授 农学院

４ 麟游布尔羊专家大院 宝鸡麟游县 曹斌云 教授 动科学院

５ 奶牛疫病防治专家大院 宝鸡得力康乳业有限公司 李长安 教授 动医学院

６ 奶牛饲养专家大院 宝鸡得力康乳业有限公司 姚军虎 教授 动医学院

７ 唐村蔬菜专家大院 凤翔县唐村乡索落树村 刘建辉 副教授 园艺学院

８ 莎能奶山羊专家大院 宝鸡市千阳县曹家塬 曹斌云 教授 动科学院

９ 小麦育种专家大院 扶风县良种示范农场 王　辉 教授 农学院

１０ 猕猴桃专家大院 宝鸡市眉县金果公司 张有平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１１ 太白山蔬菜专家大院 太白县咀头镇塘口村 程智慧 教授 园艺学院

１２ 苗木花卉专家大院 宝鸡市陕西省苗木中心 郭军战 副教授 林学院

１３ 果业专家大院 凤翔县范家寨乡 李丙智 教授 园艺学院

１４ 花椒专家大院 凤县龙口镇苗圃中心 魏安智 教授 生命学院

１５ 陇州奶牛专家大院 陇县城关镇 昝林森 教授 动科学院

１６ 宝鸡麟游肉羊专家大院 宝鸡麟游县 周占琴 教授 动科学院

１７ 宝鸡陇县核桃专家大院 宝鸡陇县 刘朝斌 副教授 林学院

二、其他专家大院

１ 渭北旱塬苹果专家大院

（礼泉）
礼泉县赵镇泔河村 李丙智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２ 黄土高原苹果专家大院

（洛川）
洛川县朱牛乡白中村 安贵阳 副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３ 渭北旱塬苹果专家大院

（铜川）
铜川市耀州区 赵政阳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４ 茶叶专家大院 平利县女娲茗茶公司 余有本 副教授 园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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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情况

研究类别
课题数

（项）

当年投入

经费（千元）

当年支出

经费（千元）

当年投入人员（人／年）

小计
其中：

高级职务

参与项目的

研究生人数

合 计 ９６４ ３７４０１５ ２７１０４３ １０２６．１ ４０２．３ １９１５

基础研究 ５１１ １７６５２４ １２５５５２ ６３４．４ ２５５．２ １１４４

应用研究 ２４３ １３６０７１ １０６０６８ ２６６．２ １０５．４ ４６０

实验发展 ２３ ９３４７ ８２１３ １７．５ １０．５ ３１

科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成果应用
８ ５９７８ ５３８７ １１．０ ５．１ １３

其他科技服务 １７９ ４６０９５ ２５８２３ ９７．０ ２６．１ ２６７

自然科学 １３２ ４７１１１ ３８４９７ １５５．０ ７０．８ ２８０

工程与技术 ２３２ ４３０６４ ２２０７９ １５５．０ ３８．６ ３０５

医药科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业科学 ６００ ２８３８４０ ２１０４６７ ７１６．１ ２９２．９ １３３０

科技项目来源情况

研究类别
课题数

（项）

当年投入

经费（千元）

当年支出

经费（千元）

当年投入人员（人／年）

小计
其中：

高级职务

参与项目的

研究生人数

合　　计 ９６４ ３７４０１５ ２７１０４３ １０２６．１ ４０２．３ １９１５

国家“９７３”项目 ８ ４２５６ ３９８１ １６．０ ７．３ ４２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１３ １７０４８ １１３００ ３４．１ １７．４ ４６

国家“８６３”项目 １０ ２４７３１ ４９８３ １７．５ ４．４ 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３４ ４９６３４ ３３３８９ ２６８．７ １０７．９ ５３０

主管部门科技项目 １２１ ２３９１５ １９８３７ １２１．８ ４９．７ ２９４
国家部委其 他 科 技

项目
１４３ １１４４１１ ８９９３３ ２０５．０ ９８．６ ３６４

省、市、自 治 区 科 技

项目
１３４ ６０９６３ ５１０２４ １３６．５ ４９．１ ２８７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

项目
１７７ ４６８１３ ２８３６７ １１４．２ ３０．０ １４９

国际合作项目 １６ ６９３９ ６１３６ ２３．３ ５．７ ４５

自选课题 １０８ ２５３０５ ２２０９３ ８９．０ ３２．２ １２１

其　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２·



科技推广项目来源统计

申报部门 项目类别 项目数量（个） 金额（万元）

农业部

９４８项目 ３ ２００．００

９４８项目协作 ３ ７１．２５

产业技术体系 ３４ ２１９０．００

产业技术体系协作 ４ １７．００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 ３ ４２．００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１ ４５．００

农产品区试费 １ ７０．００

农业部认证 ２ ２８．６５

公益项目 ２ １００．００

农作物技术推广示范 １ ２０．００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２ ３３．００

农村沼气项目 １ ７８１．００

农业行业标准 ３ １８．００

小计 ６０ ３６１５．９０

国家林业局

９４８项目 ３ １１０．００

国家林业局重点推广 ６ １５２．００

推广示范合作 ３ １５．００

国家林业局重点推广协作 ２ １７．８０

种苗基地建设 １ ２０．００

小计 １５ ３１４．８０

科技部

国家级星火计划 １ ３０．００

国家级星火计划协作 ２ ６．００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计划 １ ８．００

小计 ４ ４４．００

陕西省农业厅

百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 ４ ９８．００

省级粮棉油作物高产创建 ２ １２０．００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３ ９３．００

·１７２·



续表

申报部门 项目类别 项目数量（个） 金额（万元）

陕西省农业厅

农业科技推广及科技示范 １４ ２５０．００

农村沼气建设专项 ２ ６５．００

动物防疫经费 １ ２０．００

畜牧产业发展及畜禽良种保护

专项
１ １５．００

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培训 １ ３３．００

旱农高产示范基地建设 １ １０．０２

农业产业化经费 １ ２０．００

小计 ３０ ７２４．０２

陕西省林业厅 日元贷款项目 １ １５．００

陕西省科技厅

科技扶贫 １０ ３２．５０

科技培训丛书编印 １ ２０．００

小计 １１ ６７．５０

陕西省果业

管理局
省级果业专项资金项目 １０ １４０．００

西安市科技局 科技计划 ５ ３０．００

其　他 横向项目 ４５ ８４５．７８

合　计 １８１ ５７８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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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著作统计

学科门类

学术论文

（篇）

三大检索

收录论文数
科技著作 编著

合

计

国
外
学
术
刊
物

ＳＣＩＥ ＥＩ ＩＳＴＰ 部 千字

国际（境）

外出版

大专院

校教材

部 千字 部 千字

部 千字

合　计 ２５６７ ４４６ ９３５ ２６６ １７ １０ ２４１０ ０ ０ ９ １０１２ ３５ ８０９７

自然科学 ６６０ １５０ ３２８ ５２ ０ ２ ６１５ ０ ０ ３ ５１３ ０ ０

工程与技术 ４３２ ６５ ５３ １５３ １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３０ ５ １３２９

医药科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业科学 １４７５ ２３１ ５５４ ６１ １６ ７ １７７５ ０ ０ ５ ４６９ ３０ ６７６８

国家级验收项目、鉴定成果情况

国家级项目验收（项）

合

计

其中

与其

他单

位合

作

项目来源

“９７３”
计划

国家科

技支撑

计划

“８６３”
计划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重

点项目

军工

项目

鉴定成果（项）

合计

其中

与其

他单

位合

作

鉴定结论

国际

水平

国内

首创

国内

先进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４ １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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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励情况

合计
国家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其他

合计 １０ １ ３ ５ １

工程与技术 １ １

农业科学 ９ １ ３ ４ １

第一承担单位 １０ １ ３ ５ １

第二承担单位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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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的科技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水平 组织鉴定单位

１
菌根真菌对黄土高原植被恢

复和生态系统重建的作用

机制

唐　明 林学院
国际领先

水平
教育部

２
陕西主要栎林恢复及可持续

经营技术研究
张文辉 林学院

国际先进

水平
国家林业局

３
甘蓝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

系建立与资源创制
张恩慧 园艺学院

国际先进

水平
陕西省科技厅

４
汉江流域枇杷良种选育及产

业化技术研究
吴万兴 林学院

国内领先

水平
国家林业局

５
线辣椒新品种及高效无公害

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赵尊练 园艺学院

国内领先

水平
杨凌示范区科技教育局

６
苹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示范

与推广
赵政阳 园艺学院

国内领先

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７
优质油菜新品种及配套栽培

技术示范推广
董振生 农学院

国内同类

项目领先

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８
关中地区食用菌害虫无公害

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仵均祥 植保学院

国内同类

领先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９
板栗优良品种及配套栽培技

术示范
吕平会 林学院

国内领先

水平
陕西省林业厅

１０
２０种大宗药材规范化生产技
术体系的推广

梁宗锁 生命学院
国际领

先水平
杨凌示范区科技教育局

１１
苹果生态果园建设及关键技

术示范与推广
李丙智 园艺学院

国内同类

领先水平
杨凌示范区科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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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水平 组织鉴定单位

１２ 陕西西部工程造林技术配套

示范推广
韩恩贤 林学院

国内同类

项目领先

水平

陕西省林业厅

１３ 沼肥生产与应用技术集成研

究及推广
邱　凌 农学院

国内同类

研究领先

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１４ 陕西主栽食用菌良种选育与

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推广
李鸣雷 水保所

国内同类

项目领先

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１５ 棉花品种陕 ２３６５试验示范
推广

邢宏宜 农学院
国内先进

水平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７７２·



获国家、省部级奖励的农业科技推广成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项目
序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专业评审

１ 线辣椒新品种及高效无公害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赵尊练 园艺学院 一等奖

２ 苹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 赵政阳 园艺学院 一等奖

３ 优质油菜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董振生 农学院 一等奖

４ 关中地区食用菌害虫无公害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广
仵均祥 植保学院 一等奖

５ 板栗优良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示范 吕平会 林学院 一等奖

６ ２０种大宗药材规范化生产技术体系的推广 梁宗锁 生命学院 二等奖

７ 苹果生态果园建设及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 李丙智 园艺学院 二等奖

８ 陕西西部工程造林技术配套示范推广 韩恩贤 林学院 二等奖

９ 沼肥生产与应用技术集成研究及推广 邱　凌 农学院 二等奖

１０ 渭北套袋苹果黑点病预防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张军科 园艺学院 二等奖

１１ 陕西主栽食用菌良种选育与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

推广
李鸣雷 水保所 二等奖

１２ 棉花品种陕２３６５试验示范推广 邢宏宜 农学院 三等奖

·８７２·



审定、认定、鉴定的新品种

序号 名称 类别
审定

级别
主要完成人 审定单位 备注

１ 西农５０９ 小麦 国家级 吉万全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２ 陕油０９１３ 油菜 国家级 徐爱遐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３ 陕单６０６ 玉米 省级 薛吉全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４ 西农５５８ 小麦 省级 高　翔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５ 西农６６８ 普通小麦 省级 谢惠民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６ 靖油１号 油菜 省级 徐爱遐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７ 陕单２２６ 玉米 省级 毛建昌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８ 陕麦１３９ 小麦 省级 任志龙 安徽省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９ 陕单６０９ 玉米 省级 薛吉全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０ 西农８２２ 小麦 省级 王　辉 陕西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１ 西农大棉５３９２ 棉花 省级 李　胄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２ 秦红 苹果 省级 高　华 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３ 方木枣 枣树 省级 李新岗 陕西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４ 陕北长枣 枣树 省级 李新岗 陕西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５ 饲仲１号 杜仲 省级 康博文 陕西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６ 普冰９９４６ 小麦 省级 张正茂 陕西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７ 嘉年华 葡萄 省级 王　华 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１８ 媚丽 葡萄 省级 李　华 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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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别
审定

级别
主要完成人 审定单位 备注

１９ 小红冠 林木 省级 刘淑明 陕西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２０ 秦芥２００８ 芥菜 省级 许忠民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１ 凌玉 萝卜 省级 赵利民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２ 永安５号 南瓜 省级 程永安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３ 春玉３号 西葫芦 省级 程永安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４ 永安４号 南瓜 省级 程永安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５ 凌翠 萝卜 省级 赵利民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鉴定

２６ 西农２０７ 番茄 省级 梁　燕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认定

２７ 西农２０６ 番茄 省级 梁　燕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认定

２８ 金香蜜 甜瓜 省级 张　勇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２９ 秋绿９８ 甘蓝 省级 张恩慧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３０ 西农２０１１ 番茄 省级 梁　燕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３１ 千玉一号 甜瓜 省级 张会梅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３２ 农城新玉１号 蔬菜 省级 孟焕文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３３ 陕甜１号 甜瓜 省级 李省印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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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专利项目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１ 一种荞麦蛋白生物活性肽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高　梅

２ 密封胶与被粘基材粘接试样剥离强力测试

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慧莉

３ 一种密封胶与被粘基材粘接试样界面抗剪

强度的测试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慧莉

４ 密封材料与混凝土粘结试样界面抗渗性能

的测试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慧莉

５ 一种黄色土壤固化剂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高建恩

６ 一种蓝色土壤固化剂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高建恩

７ 一种红色土壤固化剂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高建恩

８ 一种黑色土壤固化剂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高建恩

９ 一种春结球甘蓝育种保持自交系春性的繁

殖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张恩慧

１０ 一种基于超声波辅助浸提测定植物油料含

油量的方法
发明专利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于修烛

１１ 一种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流动特性差异

的演示仪器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根广

１２ 一种变幅式喷雾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　卫

１３ 一种喷雾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　卫

１４ 一种小麦断根机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　卫

１５ 一种甜菜收获机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　卫

１６ 富含α－亚麻酸、杜仲有效成分的杜仲软胶
囊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理学院 赵德义

１７ 一种玉米秸秆皮髓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朱新华

１８ 基于单片机的施药监测装置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朱瑞祥

１９ 一种防治套袋水果病害的药剂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郭云忠

２０ 一种压力可调式涌泉根灌灌水器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朱德兰

２１ 一种适用于树木的地下环形涌泉渗灌方法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汪有科

２２ 一种枣树果实防裂罩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汪有科

２３ 一种温室环境远程监测预警设备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张海辉

２４ 大棚植物补光系统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张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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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２５ 一种新疆沙地葡萄一次性施肥的辅助肥料

及施肥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郭春会

２６ 一种长柄扁桃的快速育苗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郭春会

２７ 小麦花药一步成苗培养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陈耀锋

２８ 一种杏、麦复合栽培模式下的小麦栽培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陈耀锋

２９ 小麦抗条绣多基因聚合的花培育种新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陈耀锋

３０ 小麦花药愈伤组织基因枪遗传转化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陈耀锋

３１ 一种测定黑刺菝葜及其制剂中皂苷元含量

的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３２ 从黑刺菝葜植物中制备拉肖皂甙元的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３３ 拐枣不溶性膳食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３４ 一种油松种子的水引发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３５ 一种沙棘种子的播前处理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张存莉

３６ 一种蛋鸡饲料添加剂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高玉鹏

３７ 一种专用于粉壳蛋鸡产蛋期饲喂的饲料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高玉鹏

３８ 一种专用于 ０～８周龄粉壳蛋雏鸡饲养的
饲料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高玉鹏

３９ 一种蛋雏鸡高效饲养的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高玉鹏

４０ 一种渗漏测量仪及用其测量渗漏量的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胡笑涛

４１ 一种根据点源临界入渗速度进行微灌的

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李援农

４２ 一种ＧＦＰ转基因棉花杂交种纯度检测方法 发明专利 机关处室 刘水利

４３ 一种猕猴桃授粉器 实用新型 农学院 安成立

４４ 一种小麦点播器 实用新型 农学院 安成立

４５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枯草芽孢杆菌碱性蛋白

酶的生产工艺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安德荣

４６ 一种从木醋液中连续提取抗菌物质和抗氧

化物质的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尉　芹

４７ 产皂甙元的盾叶薯蓣内生菌的筛选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秦宝福

４８ 一种植物源果蔬保鲜剂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马志卿

４９ 一种人工模拟降雨装置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吴普特

５０ 一种螺纹迷宫流道式涌泉根灌灌水器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吴普特

５１ 一种防衰老的中药制剂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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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５２ 一种水包油型紫苏子油纳米乳口服液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５３ 一种水包油型木香油、山苍籽油的纳米乳剂

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５４ 一种含有阿莫西林纳米粒和克拉维酸钾的

抗生素药物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５５ 一种藤黄酸聚乳酸纳米粒制剂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５６ 一种绞股蓝微乳剂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欧阳五庆

５７ 自流式粪污稀稠分流装置 实用新型 农学院 邱　凌

５８ 一种旋耕覆土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５９ 一种播种机的分层施肥播种装置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０ 一种自走式遥控喷雾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１ 一种自走式遥控喷雾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２ 一种自走式遥控采摘台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３ 一种播种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４ 一种开沟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薛少平

６５ 常温下可长期保存的核桃花生山羊奶饮料

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社果

６６ 一种果蔬采摘用的末端执行器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崔永杰

６７ 提高抗病无核葡萄胚挽救育种效率的双相

培养基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王跃进

６８ 一种丹酚酸Ｂ的超声波提取方法 发明专利 生命科学学院 董娟娥

６９ 一种稳流抗堵塞低压滴灌灌水器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范兴科

７０ 一种履带式自动行驶车辆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陈　军

７１ 一种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中的 ＤＮＡ银染
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曹斌云

７２ 一种可在常温条件长期保存的液态山羊奶

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曹斌云

７３ 一种杜仲、桑叶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机关处室 张康健

７４ 棘豆埃里格孢菌 ＦＥＬ２－ＯＧ及其分离方法
和应用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王建华

７５ 棘豆埃里格孢菌 ＦＥＬ４－ＯＯｃ及其分离方法
和应用

发明专利 动物医学院 王建华

７６ 一种相变蓄热保温多孔砌块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王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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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７７ 一种蒜苔收获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贵生

７８ 一种新鲜玉米须的人工抽雄生产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吴权明

７９ 一种新鲜玉米须的细胞质雄性不育生产

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吴权明

８０ 一种新鲜玉米须的人工套袋生产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吴权明

８１ 一种土壤保水保肥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吴淑芳

８２ 三取代二氢沉香呋喃类化合物及其杀虫

活性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吴文君

８３ 红景天多糖在制备抗冻剂中的新用途及其

产品和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李青旺

８４ 提高变量喷头组合喷灌系统流量稳定性的

喷头安装方法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韩文霆

８５ 一种植物根系采样器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李志军

８６ 一种圆盘式非饱和土壤水分扩散仪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明斌

８７ 一种用于番茄育苗的无土栽培有机基质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程智慧

８８ 一种打破苜蓿种子硬实休眠的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王?珍

８９ 平地机驱动桥和平衡箱的联接结构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王铁庆

９０ 小麦黄矮病毒的多重 ＰＣＲ检测的引物组和
试剂盒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吴云峰

９１ 小麦黄矮病毒的多重ＰＣＲ检测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吴云峰

９２ 自调节环状溢流堰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徐根海

９３ 一种带酒香的酒瓶 实用新型 葡萄酒学院 房玉林

９４ 一种发酵型仙人掌葡萄果露酒的生产方法 发明专利 葡萄酒学院 房玉林

９５ 一种用高效液相法测定葡萄组织中单体酚

含量的方法
发明专利 葡萄酒学院 房玉林

９６ 包装盒（媚丽桃红） 外观设计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９７ 酒标（媚丽桃红） 外观设计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９８ 笔记本（教师工作日志） 外观设计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９９ 笔记本（教师笔记本） 外观设计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１００ 笔记本（学生笔记本） 外观设计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１０１ 一种葡萄栽培多用十字形支架 实用新型 葡萄酒学院 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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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１０２ 一种用于防治小麦全蚀病的芽孢杆菌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黄丽丽

１０３ 一种淡紫灰链霉菌及其活性产物的制备方

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黄丽丽

１０４ 一种黑粪蚊的人工饲养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仵均祥

１０５ 一种梨小食心虫的人工饲养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仵均祥

１０６ 一种新型染色缸 实用新型 林学院 赵　忠

１０７ 一种含戊唑醇的注干液剂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唐光辉

１０８ 一种饲用杜仲灌丛状栽植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康博文

１０９ 一种培育超长根系苗木的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康博文

１１０ 一种利用分子标记淘汰辣椒感疫病育种材

料的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巩振辉

１１１ ２β－氯代鬼臼毒素芳香酸酯类化合物及制
备方法和在植物源杀虫剂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理学院 徐　晖

１１２ 一种大跨度内保温双层塑料膜覆盖大棚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李建明

１１３ 一种蔬菜自动收放式吊蔓器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李建明

１１４ 一种温室甜瓜灌溉决策系统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李建明

１１５ 一种农杆菌介导转化柳枝稷的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奚亚军

１１６ 一种获得柳枝稷转基因植株的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奚亚军

１１７ 苯并咪唑酮酰胺杀菌剂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姬志勤

１１８ 一种农用杀菌剂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姬志勤

１１９ 草酸二丙酮胺铜农用杀菌剂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姬志勤

１２０ 一种微生物代谢产物饲料添加剂环十肽及

应用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王高学

１２１ 牛蒡子苷元在杀灭水产动物体外寄生虫药

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王高学

１２２ 一种农药残留生物传感器薄层电极及其制

作工艺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３ 一种电动车辆驱动底盘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４ 一种电动车底盘控制装置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５ 一种重组材板坯铺装组坯方法及设备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６ 一种重组材板坯铺装机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７ 一种重组材板坯铺装均匀性检测方法及检

测装置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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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１２８ 一种重组材板坯加工设备 发明专利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郭康权

１２９ 一种爬地龙式葡萄种植方法 发明专利 葡萄酒学院 李　华

１３０ 一种植毛机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孙先鹏

１３１ 一种平板刷植毛机工作台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孙先鹏

１３２ 一种与根菌共生的芽砧嫁接培育板栗苗木

的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季志平

１３３ 一种杜仲栽培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季志平

１３４ 一种植物源果蔬保鲜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冯俊涛

１３５ 一种提高三倍体西瓜种子发芽率和成苗率

的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张　显

１３６ 一种西瓜多倍体选育的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张　显

１３７ 一种紫心大白菜新种质的选育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张鲁刚

１３８ 大白菜温度敏感不育系和温度钝感不育系

的选育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张鲁刚

１３９ 一种苹果郁闭园的三枝靠接的嫁接与树形

改形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李丙智

１４０ 一种高纺锤形的苹果树树形及其修剪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李丙智

１４１ 一种基于平行四边形机构的双向翻转犁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杨福增

１４２ 农业机械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杨福增

１４３ 一种精密筒体部件的冲孔装置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张　炜

１４４ 一种以保护性整地方式栽培瑞典能源柳的

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张文辉

１４５ 一种用于苹果杂交育种的高效聚合方法 发明专利 园艺学院 赵政阳

１４６ 一种防堵排肥器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张军昌

１４７ 枯草芽孢杆菌及用该菌株制备γ－聚谷氨酸
的方法

发明专利 林学院 张军华

１４８ 一种双重授粉控制系统生产高纯度油菜杂

交种的制种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于澄宇

１４９

化合物（ＲＳ）－５－乙基 －２－（４－异丙基 －
４－甲基－５－氧代－２－咪唑啉 －２－基）烟
酸及其铵盐用于作为植物化学杂交剂的

应用

发明专利 农学院 于澄宇

１５０ 一种化学杀雄杂交植物去杂保纯的方法 发明专利 农学院 于澄宇

１５１ 带有自交不亲和特性的油菜环境敏感核不

育系的选育及应用
发明专利 农学院 于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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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所属学院 作者姓名

１５２ 用于作物育种和栽培精密试验的点播器 发明专利 农学院 王成社

１５３ 一种利用土壤固化剂加固土修建集雨工程

集流面的施工及其养护方法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樊恒辉

１５４ 一种水泥基土壤固化剂及其制备与应用 发明专利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樊恒辉

１５５ 一种植物根系吸收土壤水分过程的测定方

法－１ 发明专利 水土保持研究所 樊　军

１５６ 秸秆直接沼气化利用的厌氧发酵装置 实用新型 农学院 冯永忠

１５７ 具有杀菌活性的双四氢呋喃类木脂素化合

物的应用
发明专利 植物保护学院 张秀云

１５８ 一种猪苓发酵酒的生产方法 发明专利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　元

１５９ 一种桑叶桑椹菊花复合颗粒饮料的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成人教育学院 李　宏

１６０ 绞股蓝总皂甙酸水解产物中分离的化合物 发明专利 理学院 高锦明

１６１ 银杏内生真菌菌株发酵液的乙酸乙酯萃取

物中分离的化合物
发明专利 理学院 高锦明

１６２ 从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枝叶中提取紫杉醇的

方法
发明专利 理学院 高锦明

１６３ 一种用ＧＤＦ５基因预示和鉴定秦川牛体尺大
小的分子标记方法

发明专利 动物科技学院 昝林森

１６４ 小型托盘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于伟（学）

１６５ 一种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于伟（学）

１６６ 一种中文与盲文复合注释酒瓶 实用新型 葡萄酒学院 李宗达

１６７ 一种全盲文酒瓶 实用新型 葡萄酒学院 李宗达

１６８ 一种中文与盲文复合注释酒盒 实用新型 葡萄酒学院 李宗达

１６９ 一种适于经济林灌溉的大流量灌水器 实用新型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李令媛

１７０ 一种绑蔓器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宁东红

１７１ 一种自动洗头机 实用新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宁东红

１７２ 一种新型防吸过自动吸放式刻度吸管 实用新型 园艺学院 孙三杰

·７８２·



编辑出版的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单位 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月
字数

（千字）
类别

１ 植物分子细胞遗传

学实验
王小利 农学院 上海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００ 编著

２ 农田集雨保水关键

技术研究
贾志宽 农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１ ７００ 专著

３ 遗传学１ 刘曙东 农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６ ６９０ 编著

４ 遗传学实验指导 王竹林 农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０２ 编著

５ 农业生态学 廖允成 农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４７８ 编著

６ 植物杀虫剂苦皮藤

素研究与应用
吴文君 植物保护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２ ３２７ 专著

７ 植物病理学创新引

智基地研究进展
康振生 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５ ２４５ 编著

８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刘同先 植物保护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

社，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０１ ７００ 编著

９ 农业标准理论化与

实践
李　鑫 植物保护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６５ 编著

１０ 国内外苹果产业技

术发展报告
韩明玉 园艺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４８０ 编著

１１ 桃优质安全高效栽

培１００问 王安柱 园艺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０１ 编著

１２ 早实核桃栽培技术 梅立新 园艺学院
陕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９０ 编著

１３ 农区科学养羊技术

问答
周占琴 动物科技学院 金盾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８２ 编著

１４ 肉羊饲养致富指南 陈晓强 动物科技学院
内蒙古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６ ２００ 编著

１５ 动物生殖免疫学 李青旺 动物科技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９ ６７８ 编著

１６ 家畜饲料高效生产 李　广 动物科技学院
内蒙古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５ ２５０ 编著

１７ 肉猪饲养致富指南 杜忍让 动物科技学院

内蒙古出版集

团，内蒙古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６ ２２０ 编著

１８ 动物 防 疫 与 检 验

技术
张彦明 动物医学院

高 等 教 育 出

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３１０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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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单位 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月
字数

（千字）
类别

１９ 干细胞及其分化细

胞彩色图谱
郑月茂 动物医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７６ 编著

２０ 兽医公共卫生学 张彦明 动物医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４ ６１１ 编著

２１ 干细胞、克隆与转

基因
郑月茂 动物医学院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５５ 编著

２２ 卵黄抗体技术 张小莺 动物医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５ ３００ 编著

２３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 张彦明 动物医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４０ 编著

２４ 轻松养兰一看就会 翟梅枝 林学院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５０ 编著

２５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同延安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４ １４５ 编著

２６ 北方果树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
同延安 资源环境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３８ 编著

２７ 土壤酶动力学及热

力学
朱铭莪 其他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１ ３３２ 专著

２８ 土壤侵蚀学 吴发启 资源环境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００ 编著

２９ 渠道衬砌与防渗工

程技术
何武全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黄河水利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９ ４００ 编著

３０ 计算机绘图 －Ａｕｔｏ
ＣＡＤ２００９ 蒋允静 其他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５ ４９２ 编著

３１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 程 序

设计
李书琴 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２０１１－０３ ５２０ 编著

３２ 食品化学 刘邻渭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９ ６０９ 编著

３３ 燕麦在膳食、医疗和

化妆品方面的应用
胡新中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陕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７０ 编著

３４ 第十七届全国葡萄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　华 葡萄酒学院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９ ６１９ 编著

３５ 陕西葡萄生产的理

论和实践
王　华 葡萄酒学院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７０ 编著

３６ 葡萄与葡萄酒文摘 王　华 葡萄酒学院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４ ５７５ 编著

３７
第七届国际葡萄与

葡萄酒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李　华 葡萄酒学院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４ ６８０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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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单位 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月
字数

（千字）
类别

３８ 现代生命科学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
梁宗锁 生命科学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０ ５０９ 编著

３９ 杜仲丰产栽培实用

技术
梁宗锁 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８１ 编著

４０ 用兵法经营市场 张克歧 其他 西安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８８ 专著

４１ 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 司汉武 人文学院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 ３５０ 专著

４２ 密尔论自由 樊　凡 人文学院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５０ 编著

４３
耕地变化与粮食安

全对策———以陕西

省为例

上官周平
水土保持

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３１７ 专著

４４ 中国耕地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李永红

水土保持

研究所
中国言实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９６ 编著

４５
中国旱区农业农业

高效用水技术研究

与实践

吴普特
中国旱区节水

农业研究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５５０ 编著

４６ 谁在发现 山　立 水土保持

研究所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５０ 编著

４７ 黄瓜间作套种高效

栽培
张和义 机关处室 金盾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７５ 编著

４８ 苹果 梨病虫害防治 谌有光 机关处室
陕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３６５ 编著

４９ 秋园居树木闲吟 周云庵 机关处室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７ 专著

５０ 柿树病虫害防治明

明白白
孙益知 机关处室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２９ 编著

５１ 群体遗传学、进化

与熵
袁志发 机关处室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２ ４３６ 专著

５２ 奋斗的足迹 张绍华 机关处室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０９ ２４２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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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科技期刊

序号 名称 国内刊号
创刊

日期
刊期 类型 页码

定价

（元）

印数

（册）

发行量

（册）

年载

文量

（篇）

０１ 自然科学版 ６１－１３９０／Ｓ １９３６０１ 月刊 学术类 ２３４ １５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４３４

０２ 社会科学版 ６１－１３７６／Ｓ ２００１０１ 双月 学术类 １４４ ８ ６００ ２００ １６０

０３ 西北植物学报 ６１－１０９１／Ｑ １９８００１ 月刊 学术类 ２１４ ３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３８

０４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６１－１０８８／Ｓ １９８３０３ 双月 学术类 ２７０ ２０ １５００ ８２０ ２８４

０５ 西北农业学报 ６１－１２２０／Ｓ １９９２０３ 月刊 学术类 ２０６ ３０ １０００ ３８６ ４８０

０６ 陕西农业科学 ６１－１０８９／Ｓ １９５５０１ 双月 技术类 ２８０ １５ １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３４

０７ 西北林学院学报 ６１－１２０２／Ｓ １９８４１０ 双月 学术类 ２２８ ３０ １０００ ９３０ ２９０

０８ 麦类作物学报 ６１－１３５９／Ｓ １９８１０７ 双月 学术类 １８０ ２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１０

０９ 昆虫分类学报 ６１－１０８４／Ｑ １９７９０３ 季刊 学术类 ８０ １５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０

１０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６１－１４０４／ＴＶ １９９５０９ 双月 学术类 １６４ ２０ １３００１２００ ３０４

１１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６１－１４１３／ＴＶ １９９００１ 双月 学术类 １７６ ２０ １２００１１００ ３０４

１２ 陕西林业科技 ６１－１０９２／Ｓ １９７３０１ 季刊 技术类 ８０ ６ ２０００１６５０ ３００

１３ 动物医学进展 ６１－１３０６／Ｓ １９８００３ 月刊 技术类 １２８ １０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３７８

１４ 家畜生态学报 ６１－１４３３／Ｓ １９８００２ 双月 学术类 ８０ ６ ８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０

１５ 中国牛业科学 ６１－１４４９／Ｓ １９７５０１ 双月 学术类 １００ ８ ９００ ６７０ １３５

１６ 畜牧兽医杂志 ６１－１０８５／Ｓ １９８２０７ 双月 技术类 １３４ ９ ８５０ ９００ ３００

１７ 北方蚕业 ６１－１２９７／Ｓ １９８００１ 季刊 技术类 ６４ ８ ７５０ ６２５ １１０

１８ 水土保持学报 ６１－１３６２／ＴＶ １９８７０１ 双月 学术类 ２５６ ２５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３３０

１９ 水土保持研究 ６１－１２７２／Ｐ １９８５０３ 双月 学术类 ２７２ ２５ １０００ ６８０ ３６０

２０ 水土保持通报 ６１－１０９４／Ｘ １９８１０４ 双月 学术类 ２４０ ２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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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交流与港澳台工作

国际合作交流与港澳台工作概述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港澳台）工作紧紧围绕“人才强校”战略大局和创建世界一流

农业大学的总体目标，坚持“以外促内”的指导思想，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努力提升学校

的国际影响力、学术竞争力和国际化办学水平。

一、进一步拓展校际关系，继续推进合作办学

１．加强校际交流，扩大人才培养合作领域，进一步提高对外交流层次和水平。学校
分别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挪威生命科学学院、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学院、英国皇家农

学院、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巴基斯坦拉瓦

尔品第农业大学、英国普拉姆普登学院、日本北海道大学、叙利亚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中心、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台湾义守大学等１３所高校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或
备忘录，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台湾嘉义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加拿大阿尔伯

塔大学、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续签了学术合作协议，就人员交换、科研合作、硕士生

与博士生合作项目等达成合作意向。至此，学校已与３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１８所国（境）
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

２．国际合作办学继续推进，提高实质性合作水平。学校在本科生“２＋２”培养项目上
取得了较大进展，除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外，全校共有９６名学生出国访
问、攻读学位、参加国际会议等，其中１６名学生出国参加本科生“２＋２”项目，３８名学生出
国（境）攻读硕士学位。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合作的“优等生项目”３６名学生顺利结业，
７名同学已赴瓦赫宁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为提高学校学生的英语水平，邀请了校内外
５名外籍教师，面向全校举办了三期英语培训班，分别从雅思考试技巧及强化训练、欧美
文化、社会及生活习惯认知、英语口语强化训练等不同专题进行了授课，培训学生涉及博

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各个层面，培训人数达到１５０人次左右，为学生面对面地与外教交
流、进一步营造英语学习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广泛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教授，不断提高学术交流层次

学校共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３５个国家的知名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计２４３批，１３２１人次。全年共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３３８场，有
力提升了实质性合作交流力度，拓宽了师生的国际视野。

１．接待校院级领导团组、知名专家学者：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校长 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ｌａｎ
Ｆｒａｎｋ一行１１人、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Ｈａｎｄ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一行２人、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
校长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ＭｃＣａｌｌｕｍ一行４人，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校长 ＨａｒｖｅｙＰｅｒｌｍａ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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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副校长ＮａｎｃｙＢｕｌｌ一行４人、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校长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
Ｃａｒａｍｅｌｌｏ一行３人、荷兰格罗宁根校长ＳｉｂｒａｎｄＰｏｐｐｅｍａ一行２人、法国赛尔齐—蓬多瓦
兹大学副校长ＨｕｎｇＴ．Ｄｉｅｐ一行４人、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校长 ＪｏｈｎＩｎｇｌｅｓｏｎ一行２
人、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副校长 ＡｎｄｒｅｗＭａｕｌｅｙ一行３人、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副校长
ＭａｒｉＳｕｎｄｌｉＴｖｅｉｔ一行４人、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副校长 ＥｌｅｎａＣｅｃｃａｒｅｌｌｉ一行３人、加拿
大阿尔伯塔大学副校长ＣａｒｌＡｍｒｈｅｉｎ一行５人、芬兰科学院主席 Ｍａｒｋｋｕ－ＫａｌｅｖｉＭａｔｔｉｌａ
一行３人、巴基斯坦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ｓｈｒａｆ、美国马里兰大学农
业与资源环境学院院长 Ｃｈｅｎｇ－ＩＷｅｉ一行 ６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Ｄａｌｅｙ一行３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分子生物医学学院院长 ＤａｖｅＡｄｅｌｓｏｎ一
行２人等共计２１２批次，５０５人次。
２．接待的各种专业机构、社会团组：美国农业部副部长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Ｗｏｔｅｋｉ一行３人、欧

盟委员会科研创新司司长ＭａｉｖｅＲｕｔｅ一行５人、澳大利亚国家植物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
心主席ＳｉｍｏｎＭｃｋｉｒｄｙ一行５人、世界妇女银行前行长ＮａｎｃｙＢａｒｒｙ一行２人、哈萨克斯坦
前总理谢尔盖·亚历山大维奇·捷列先科一行６人、奥地利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主席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Ｗｉｎｋｌｅｈｎｅｒ女士、加中教育基金会理事会主席ＭｉｌｔｏｎＬｅｅ先生、法国波尔多葡萄酒
名庄协会主席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Ｊｏｈｎｓｔｏｎ、教育部“春晖计划”中国留德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专
家团８人、２０１１旅法华人专家团２９人、２０１１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环境调控新技术培训学
员１５人、加拿大农业部奶业代表团１０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迈阿密大
学和波尔大学学生交流团２０人、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学生篮球队２０人、美国纽约州农业
大学参观团３９人、泰国农业部一行１２人、韩国北方农业研究所一行８人、巴西马托格罗
斯大豆协会代表团３７人、发展中国家农作物种子生产与管理研修班３９人、东盟１０＋３
“了解中国”一行１６人等共计３１批次，８１６人次。

三、大力引进国外智力，积极争取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１．大力引进国外智力，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建设和项目合作。２０１１年学校
获批教育部及国家外专局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３９６万，资助学科创新引智计划１项，引
进海外高层次外国文教专家项目１项，海外名师项目２项，学校特色项目２项，及学校常
规项目等。另外还获批陕西省外国专家局２０１１年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计划１项，
资助经费５万元。根据教育部通知精神，上报了２０１０年度外国文教专家常规项目总结
５０项以及２０１０年度海外名师项目以及学校特色项目总结。并征集上报了２０１１年度外
国文教专家聘请工作总结以及２０１２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其中，学校重大引智项
目１项、重点项目１２项、学校常规项目１２０项。向省外专局申报２０１２年引进海外技术、
管理人才项目２项。向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２０１１年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２项，获批１项，
资助经费９万元。

特色项目“秦岭水源涵养区流域可持续森林培育技术合作研究”，中方已从科技部申

请到一个中德合作研究项目“秦岭水源涵养区典型林分可持续森林培育技术合作研究”，

资助额度为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德方合作伙伴也已经向德国环境部递交了相应的项目申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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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燕麦活性成分的功能评价及利用”主持人通过与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

部圭尔夫食品研究中心、曼尼托巴大学理查德森功能与保健食品研究中心、加拿大食品

研发中心等部门相关专家开展交流与合作，主持人于今年又获批农业部燕麦荞麦现代产

业体系项目“燕麦加工与综合利用”３５０万元。
重点项目“葡萄酒挥发性成分呈香机理研究”通过与西班牙葡萄酒学学科带头人之

一，拉里奥哈大学ＭａｒｔａＤｉｚｙ教授合作，主持人于２０１１年继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１
万元，此外获批拉里奥哈科技研发经费５万欧元，并发表ＳＣＩ论文两篇。

常规项目“小麦抗旱性遗传改良”邀请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植物所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ｅｒａｒｄ
Ｃｏｎｄｏｎ博士来访，配合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ＡＣＩＡＲ）中国地区代理主任 Ｇｕａ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先生对学校承担的ＡＣＩＡＲ项目“提高中国和澳大利亚旱地小麦水分利用效率”进
行中期评估，获得由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ＡＣＩＡＲ）近８２万澳元资助，中澳双方将
从小麦抗旱相关性状的鉴选及利用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和技术培训。目前已通过中期

评估，进展顺利。

２．充分发挥国际平台作用，积极争取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目前学校承担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２５项，项目经费１３７１万元。２０１０年起，学校每年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种子基金
１００万元，旨在培育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２０１０年获批２４个项目，２０１１年获批２９个
项目，目前均在执行当中。今年获批农业部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中英可持续农业

创新协作网”、“中英两国养分资源利用及管理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比较研究”各２０万
元经费资助。中日“利用工业植物原料杜仲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杜仲胶生产技术”获日方

资助９．８６万元，“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高分子聚异戊二烯生产植物”项目获日方资助
１６．４３万元。

５月１３日，学校与美国普度大学成立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普度大学联合研究中
心”，该中心将围绕作物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应答机理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工作，同时为

联合培养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至此，学校共成立了７个国际平台。
９月，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对２００７年立项建设的５１个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进行了评估。学校康振生教授牵头的植物病理学创新引智基地顺利通过评估，被纳

入新一轮引智基地计划继续获得支持建设。在“十二五”首批“１１１计划”引智基地的建
设工作评审中，学校吴普特教授牵头的旱区现代节水农业技术创新引智基地顺利通过评

审，正式立项，经费额度为９００万元，执行期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创新引智计划（简称“１１１
计划”）对于提高学校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推进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具有深远

意义。

四、召开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

根据学校２０１１年重点工作安排，为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进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
办学水平，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９月２８日至２９日，
学校隆重召开了学校合并组建以来第二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大会，会议紧紧围绕学校

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总体战略目标，全面总结了２００５年以来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
作的主要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思路，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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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的具体意见、工作部署和改革举措。

会议提交讨论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

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充分吸纳多方面意见基础之上进行了多

次修改和完善，并经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颁布施行。《意见》主
要从我校“为何实施国际化战略”、“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四大工程”和“如何实施国际化”３
个方面作了阐述，共分８个部分、２３条具体内容。这是指导学校全面推进实施国际化战
略的纲领性文件。

五、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学校各学院举（承）办相关国际学术组织的年会、相关专业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议的积

极性不断高涨，办会水平逐步提高，全年共举办重要国际会议５个，极大地活跃了学校学
术气氛，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化程度。

１．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有力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极大
地推动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参加本届论坛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

瑞典、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和叙利亚等１２个国家的大学和机构
的７６名国外代表，以及来自国内３１个科研单位的８１名代表，共计１５７人。论坛共安排
发言报告１１７场，其中大会报告１５场，专题报告１０２场。校内参会教师９６０余人次，研究
生２３００余人次，本科生８６０余人次，对口学术交流教师５３人，学术交流学生志愿者５８
人，参会代表共计４１００余人次。
２．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１年中国首届国际园艺植物超低温保存学术会”、“２０１１中国肉牛

选育改良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旱区农业高效用水国际学术会议”、“第七届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学术研讨会”等４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会议的举办，极大地开拓了我校师
生的国际视野，促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六、严格选派程序，继续做好公派研究生项目

学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选派工作按照优先选派专业目录，指

导学生申请学科专业，基本实现按需选派。２０１１年学校共有１５３人被公派研究生项目录
取，其中攻读博士学位９７人，联合培养博士５６人，攻读博士学位人数占派出总人数的
６３％，其中本科生录取２４名。

七、强化出国（境）管理服务，加大赴外培训派出力度

严格遵照上级相关政策与规定，规范审批程序，全年共组织选派校级访问交流团组

１３批６９人次，参加上级单位组团出访４批１１人次；审批并办理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
（境）访问考察、参加会议、交流学习、合作研究等手续１２５批３４０人次，较２０１０年增长近
１５％；为青年骨干教师项目、西部项目以及其他教职工长期出国研修项目录取人员办理
出国手续４７人次；审核办理因私护照（因私赴港澳通行证）申请表１１５人次；审核材料、
签发“被授权单位签证通知表”９２批１４５人次，较２０１０年增长近１倍，保障了各类外籍教
师项目和重要国际会议的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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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出国培训项目，大力拓展教职工国际视野，努力提升学校国际化程度。学校第

三期“科教管理人员海外培训”项目也进展顺利，培训团于７月１６日至８月１４日赴美国
马里兰大学培训，学习借鉴马里兰大学学院（系）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的

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特别是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强化

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科学管理方法和成功做法。９月，学校组织各院系和教务处教学
管理干部共２０人赴澳大利亚进行业务研修和培训，通过实地考察西悉尼大学、麦考瑞大
学、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学习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方面

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为学校的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另外，还分别选派了２０名科教推广人
员参加为期２１天的“美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培训”项目，２０名经济管理学科教师参
加为期２１天的“经济管理学院教师英国研修”项目。

八、积极推进对台交流，促进两岸教育科技合作

学校对台交流工作愈发活跃，两校交流互访更加密切，学术交流更加深入，对台交换

生项目取得新突破。

１．先后接待了港澳台访问团组１４批次、１６１人次。校院级领导团组有台湾义守大学
副校长颜志荣一行２人、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吴文希教授一行６人、台湾大学前
农学院院长陈保基教授、嘉义大学沈再木副校长一行４人、台湾中兴大学农资学院院长
黄振文院长一行２２人、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理工学院潘吉龄院长一行２人、香港中文大学
善衡书院院务主任刘贻琦先生、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院长徐源泰教授、副院长林

长平教授一行及台湾西安美庭建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一行５人、台湾明道大学陈世
雄校长等。

接待的学生交流团及访问团组有香港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获奖教师交流团一行４１
人；第三届华夏农耕文化渊源体验营台湾中兴大学曾秋隆教授等师生代表３９人；第五届
海峡两岸高校学生“同根·同源”暑期文化交流活动台湾师生交流团成员２８人，台湾义
守大学首次参加该项文化交流活动，交流成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台湾中兴大学黄振文

院长率全英文硕士学程班成员一行２２人等。
２．学校出访台湾高校也取得丰硕成果。５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孙其信校长随陕西农业

科技交流团一行１０人，赴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嘉义大学等高校和机构进行了考察交流。
与嘉义大学续签了两校学生交流协议，每年两校４名学生可以相互交换学习，嘉义大学
今年还为学校提供了１０个免学费学习交流学生名额。５月２１日，孙其信校长主持了由
省农业厅、杨凌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的“２０１１陕台农业科技合作恳谈
会”。双方就今后促进陕台农业科技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和合作意向。

７月１１日至１８日，学校组织２０多名师生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为期一周的“２０１１年台
湾农业体验营”活动。分别参观了台湾自然博物馆、台大兰园及百泰生技公司等台湾知

名农化公司、南投鹿谷农会、惠荪林场、临海有机农场等与农业有关的场所，并请多位台

湾知名专家对参访团员作演讲报告，就农林技术及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在一周的交流活

动中，体验营的足迹遍布台中、台南、台北，两岸同学深刻感受到了海峡两岸加强农业技

术合作交流的发展前景，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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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继续推进与台湾大学的交换生项目。推荐了学校农学、林学、食品、资环等专业６
名学生申报中兴大学交换生项目，最终４名学生被成功录取，其中两名学生已于今年９
月赴对方大学学习，另外两名将于明年２月派出；推荐了学校经管、农学等专业２名学生
申报嘉义大学交换生项目并被成功录取，目前两名学生正在嘉义大学学习。与台湾义守

大学签订了校级交流合作协议。

九、加强外事管理队伍建设，提高业务能力

为全面落实国际化办学战略任务，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进程，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

业大学步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提高学校外事工作管理干部素质和工作能

力，１２月１７日至１８日，继续举办了２０１１年外事工作培训会议。有关处室负责人、各学
院（系、所）主管外事领导、外事秘书等９０余人参加了培训会。

会议邀请了国家外国专家局、省外事办公室、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省外国专家局领导

分别就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专家引智工作、外国人来华管理、国际会议审批、涉外事件的

处置、境外非政府性组织管理、两岸形势分析及对台工作、目前陕西省因公出国（境）管理

面临的形势及相关工作要求和我省引进外国高层次人才规划等做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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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统计资料

教育事业经费收支情况

教育事业经费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年初数 本年累计数 年末数

合计 ４７７０６．４３ １７２０４３．８１ ４４３４６．７８

１ 一、教育经费拨款 ２３８７．２５ ９６２８０．６６ １５０３．５０

２ 　中央教育经费拨款 ２３８７．２５ ９６２８０．６６

３ 　其中：专项经费拨款 ２３８７．２５ ２７０３７．８４

４ 　　１．“２１１”工程专款

５ 　　２．“９８５工程”专款 ３６６．８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 　　３．高校化债专项资金 １２０２．３５ １２８９．００

７ 　　４．修购专项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

８ 　　５．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２１７７．００ ４２１．１４

９ 　　６．基本建设拨款 ７８１．００ ５３５５．００ １０８２．３６

１０ 　　７．其他专项资金 ３７．０３ ３２１６．８４

１１ 　地方教育经费拨款

１２ 　其中：“２１１工程”专项资金

１３ 　　“９８５工程”专项资金

１４ 二、科研经费拨款 ４５３１９．１８ ３１７０３．５９ ４２８４３．２８

１５ 　中央科研经费拨款 ３２３２１．４３ ２９２２２．００ ３１５６６．８５

１６ 　其中：教育部科研经费拨款 ２１６２．６９ ８２０１．００ １２８１．８５

１７ 　地方科研经费拨款 １２９９７．７５ ２４８１．５９ １１２７６．４３

１８ 三、其他经费拨款 ９９９６．５１

１９ 　中央其他经费拨款 ４９８８．１３

２０ 　其中：住房改革拨款

２１ 　 外交拨款

２２ 　引进国外人才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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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次 项目 年初数 本年累计数 年末数

２３ 　事业单位离退休拨款

２４ 　地方其他经费拨款 ５００８．３８

２５ 　其中：公费医疗拨款

２６ 四、上级补助收入 １３．００

２７ 五、教育事业收入 ２３１８３．３３

２８ 　专户核拨预算外资金 １４８６３．００

２９ 　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８３２０．３３

３０ 六、科研事业收入 ５９１７．２１

３１ 　科研开发与协作收入 ４７５６．４６

３２ 　科技成果转化收入 ２４０．１５

３３ 　科技咨询收入 ５６．６８

３４ 　其他收入 ８６３．９２

３５ 七、经营收入

３６ 八、附属单位缴款 ２２１．１９

３７ 九、其他收入 ４７２８．３２

３８ 　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

３９ 　其他对外投资收益

４０ 　捐赠收入 ８３２．６１

４１ 　利息收入 １２７２．１２

４２ 　其他收入 ２６２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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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经费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务

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

其他资本

性支出

债务利息

支出

一、事业支出 １４３７０８．９９ ３９４９７．３０ ５２７３６．３９ ３３０８１．００ １８３１９．０６ ７５．２４

（一）基本支出 ９３５６５．５１ ３５９１５．４２ ２５２８９．８９ ２６４６３．３２ ５８２１．６４ ７５．２４

教学支出 ３０２２２．７１ １６０２６．４９ ９０９２．６４ ３１４６．８５ １９５６．７３

科研支出 ８４４３．４６ ３２６４．５０ ４４９３．７１ ６０２．７２ ８２．５３

业务辅助支出 ６１７３．７０ ４２２８．３３ １１７２．４７ ５１５．７７ ２５７．１３

行政管理支出 ９５７１．５５ ６０８５．６２ ２６７０．６８ ５６３．４７ ２５１．７９

后勤支出 １５７７６．０５ ５１６７．０５ ６９１４．００ ５４３．８５ ３１５１．１４

学生事务支出 ６８２２．４５ ７３６．０６ ６０７９．３３ ７．０７

离退休人员保

障支出
１５０２７．６１ ０．４６ １１６．２１ １４８８５．１１ ２５．８２

其他支出 １５２７．９８ １１４２．９７ ９４．１２ １２６．２２ ８９．４３ ７５．２４

（二）项目支出 ５０１４３．４８ ３５８１．８８ ２７４４６．５０ ６６１７．６８ １２４９７．４２ ０．００

教学支出 １５２５８．３８ ２０５５．５４ ４０７３．６１ ３０６１．００ ６０６８．２３

科研支出 ２８７４０．５５ １５２６．３４ ２２７７２．１４ ５５８．０２ ３８８４．０５

业务辅助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１４５．８９ １４０．７６ ５．１３

后勤支出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９９ ２５４０．０１

学生事务支出 ２９９８．６６ ２９９８．６６

离退休人员保

障支出

其他支出

二、经营支出

三、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

四、上缴上级支出

五、结转自筹基建 １６１８９．００ １６１８９．００

六、基本建设支出 ５０５３．６４ ５０５３．６４

合 计 １６４９５１．６３ ３９４９７．３０ ５２７３６．３９ ３３０８１．００ ３９５６１．７０ ７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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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平方米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

投资额

计划

面积

本年计划

投资

当年累计

完成投资

合 计 ２０５８０ ７８３９５ １１０２５ １１０２５

１ 北校区理科综合实验楼 １１９６４ ４９６２３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及室外工程 ３２００ ５８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

３ 北校区西区学生七餐厅改造为清真食堂 １６５ ６５０ ８２ ８２

４ 北校区西区学生七餐厅改扩建天然气

改线
１７ ／ １７ １７

５ 北校区网球场增安高杆照明灯 １１ ／ １１ １１

６ 北校区游泳池及室外配套 ７２１ １１７０ ７２１ ７２１

７ 北校区学生东区１、２＃楼拆除 ３１ ／ ３１ ３１

８ 引进人才公寓６＃、７＃楼室外工程 １２０ ／ １２０ １２０

９ 南校区温室及附属用房 １５００ ５４６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 南北校区基础设施———北校区大学生活

动中心周边１＃、２＃道路 １０５ ／ ５０ ５０

１１ 南校区２＃教学楼扩建 ９０ １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２ 南校区植物组培实验平台炼苗网室 ４３ ５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３ 南校区实验楼组培室改造 １４０ ６９３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 南校区电信楼改造 ５５ １４１４ ５５ ５５

１５ 南校区实验楼门厅装修及电梯改造 ３５ １４０ ３５ ３５

１６ 南校区实验楼千人计划实验室（彭长辉） ５３ ５５０ ５３ ５３

１７ 南校区实验楼门前道路改造 １０ ／ １０ １０

１８ 南校国际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装修 ３８ ２２３ ３８ ３８

１９ 樱桃试验站看护房及库房等 ５０ ４６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宠物医院供氧、安防监控、放射防护 １４ ／ １４ １４

２１ 海南玉米试验站综合楼加层及车库 ７２ ３１１ ７２ ７２

·４２３·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

投资额

计划

面积

本年计划

投资

当年累计

完成投资

２２ 合阳葡萄研究所试验站综合楼 ３８４ ２２１５ ３８４ ３８４

２３ 白水苹果试验站培训楼 ３１７ １７１７ ３１７ ３１７

２４ 西乡茶叶试验站原办公楼屋顶水塔维修 ８ ／ ８ ８

２５ 西乡茶叶示范站综合楼室外（包括绿化

及排水）
２６ ／ ２６ ２６

２６ 旱农平台微喷灌大厅 ３２３ ２３３４ ３２３ ３２３

２７ 旱农平台地下水分及旱作实验室 ４６４ ５０００ ４６４ ４６４

２８ 旱区农业研究院庭院铺装及绿化 ４５ ／ ４５ ４５

２９ 旱区农业研究院实验区灌溉 ２６ ／ ２６ ２６

３０ 旱农平台室外电缆敷设、道路及给水 １７０ ／ １７０ １７０

３１ 旱农平台抗旱棚内植物根系工程 ２１ ／ ２１ ２１

３２ 旱农平台抗旱棚后续改造工程 ２５ ／ ２５ ２５

３３ 畜禽生态养殖场饲料厂附属设施 ７１ ／ ７１ ７１

３４ 畜禽生态养殖场沼气发电站外部水、电

配工程
２２ ／ ２２ ２２

３５ 安康水产试验站饲料中试车间、循环水、

繁育设施、池塘修复、机井、绿化等工程
６５ ／ ６５ ６５

３６ 山阳核桃板栗试验站水毁园区覆土及整

平工程
３５ ／ ３５ ３５

３７ 阎良甜瓜试验站库房、彩钢棚、道路 １９ ／ １９ １９

３８ 三原试验站维修田间灌溉系统地埋电缆

工程
２３ ／ ２３ ２３

３９ 官村葡萄基地沼气厕所 １２ ／ １２ １２

４０ 太白试验站展示区二期生产用房及配套

工程
９ ／ ９ ９

４１ 眉县猕猴桃试验站冷库建设工程 ３２ ／ ３２ ３２

４２ 第十八届农高会展位搭建工程 ２９ ／ ２９ ２９

４３ 陕西教育博览会展位搭建工程 ２０ ／ ２０ ２０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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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藏情况

单位：册

总计

（含电子）

文献总量 当年新购置

７８６４７３７
补充指标

印刷本图书

小计 １６６８７０５ ４５１４３

中文 １４８４９４８ ４４７１６

外文 １８３７５７ ４２７

电子本图书

小计 ５３１５３７５ ３３１６０２

中文 ５１７４９０２ ２８２１２９

外文 １４０４７３ ４９４７３

期刊

（含电子期刊）

小计 ８８０６５７ ３３３９３份

中文 ５８１３４３ ２８１３７份

外文 ２９９３１４ ５２５６份

其他

音像 ５２０１ ０

缩微 ４４６ ０

古籍 ５００００ ０

善本 ２４０ ０

１．职工数：１３６人；
２．年度总经费：１１１４．５７
万元；

其中文献资料购置：

８６８万元；
３．馆舍面积：３２１０４．３４
平方米

４．阅览室座位：２２５０个；
５．计算机：８０６台，其中阅
览室用５８８台。

·９２３·



档案馆藏情况

截至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类别 档案归档数 当年归档数 当年档案编研利用情况

综合档案

案卷（卷） １３０７７０ ２５０９

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件） ２６１５９ ３４８３

录音、录象、影片档案（盘） ３４３ ０

照片档案（张） １７２８２ １３５

底图（张） ０ ０

资料（册） ６８８２ ４６

电子档案 １８６ ０

其中：磁带（盘） １９ ０

磁盘（张） ３２ ０

光盘（张） １３５ ３４

人事档案

合计 ３１５８０

教工 ７３９６

学生 ２４１８４

１．本年利用档案：３３８０
人次，６６７４卷６１２件；

２．本年复制档案、资料：
１２３００页；

３．本年编研档案：其中公
开出版１种７２万字，内
部参考１种１０万字。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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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有关情况

项 目 单位 数量

绿化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５．５

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３９．６

供暖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６

耗电量 万千瓦时 ４１６８．９

水消耗量 万立方米 ３９３

天然气消耗量 万立方米 ７９５．６

柴油消耗量（通勤） 吨 １６７．８

汽油消耗量（通勤） 吨 ５．６

原煤消耗量 吨 １３２０５

锅炉总容量 吨／台 １４８吨／２８台

机井 眼 ２１

通勤实习车辆 辆 ２１

住宿保障
公寓楼数 栋 ４５

房间数 间 ６０１１

饮食供应

食堂数 个 １０

营业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０６

座位数 个 ７７８４

幼儿保教

园区数 个 ３

入托幼儿人数 名 ８１０

师资数 名 １１１

住宅区物业管理

总面积 万平方米 ６２．９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５．８

住宅区数 个 １３

住宅楼 栋 １３０

·４３３·



校医院基本情况

人 员 情 况 设备情况

合计
主任

医师

副主

任医

师

主治

医师

主管

护师

主管

检验

师

主管

药剂

师

主管

工卫

医师

主管

技师
医师 护师 医士 护士

住院

部床

位数

１０万
元以

上

５万～
１０万元

５１ １ ９ １５ ４ １ ３ １ １ ９ ３ ０ ４ ５０ １２ ８

·５３３·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櫐

殾

殾殾

殾

表彰与奖励

获厅局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单位

单位 授予称号 授奖部门 授予时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 陕西省先进基层党委 中共陕西省委 ２０１１．０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省教育系统“五五”普法

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１．０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先进集体”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２０１１．１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
２０１１．１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技统计先进集体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１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资源清查先进集体

教育部科技司

教育部社科司
２０１１．１１

民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委员会
先进集体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１．０３

党委宣传部
全省高校二级部门“五五”

普法先进单位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１．０８

党委统战部
无党派人士工作“先进单

位”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２０１１．０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委
“创先争优奉献世园”主题

实践活动先进基层团组织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１．１２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年全省教育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

先进集体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植物保护学院党委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动物科技学院党委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离退休职工党委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人文学院党委教工第一

党支部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６３３·



　　续表

单位 授予称号 授奖部门 授予时间

离退休工作处
全省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

先进集体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１．１２

离退休职工党委
陕西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

分党委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１．０６

后勤管理处
２０１０年度陕西省高校后勤
系统先进单位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高校后勤管理研究会
２０１１．０１

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土

保持学报》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科技部 ２０１１．１２

水土保持研究所重点实

验室党支部
优秀党支部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党组 ２０１１．０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全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
２０１１．１０

杨凌农科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２０１１年度经济
发展突出贡献奖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２０１２．０１

杨凌金诺种业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２０１１年度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工作先进

集体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２０１２．０１

博览园
全国“国土资源科普教育基

地”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１．１１

博览园
争创游客满意单位活动“先

进单位”

陕西省政府纠风办

陕西省旅游局
２０１１．１２

·７３３·



获厅局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个人

姓　名 授予称号 授奖部门 授予时间

廖允成
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

人员
国务院 ２０１１．１２

王　辉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康振生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张彦明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杨中平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吕　欣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徐　晖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张雯佳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赵西宁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赵武军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郭建东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霍卫平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张平社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秦步玉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卢宗凡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郭东花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孟江飞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刘笙楠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张龙龙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邸玉玺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王　瑞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薛建鹏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王吉成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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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授予称号 授奖部门 授予时间

何卫军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邓　谨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赵军虎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徐三友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何玉杰 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１１．０６

山　仑 优秀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０７

邵明安 优秀导师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１０

邵明安 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１１

汪有科 院地合作先进个人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０６

程积民 “十一五”科学传播先进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０７

安韶山 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０４

武高林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１．０４

王　飞 优秀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党组 ２０１１．０７

张耀增 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党组 ２０１１．０７

高　鹏 青年科技新星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１１．１０

刘玉峰 舆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陕西省委宣传部 ２０１２．０２

王玉良
陕西省教育系统２０１１年度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个人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０２

罗建峰
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１０周年突出
贡献个人

教育部 ２０１１．１２

李海峰 陕西省优秀团员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１．０１

张长宪
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工作者
全国教育系统关工委 ２０１１．０５

姜志德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１．０８

党德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委员会优秀裁

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联合会
２０１１．１０

李春祖
２０１１年度全省教育系统信息工作优
秀信息员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１．１１

李为民 陕西省“交通安全文明驾驶人”

陕西省道路交通安全委

员会　陕西省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领导小组

２０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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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授予称号 授奖部门 授予时间

胡代欣
全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先进

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
２０１１．１０

赵惠燕 先进个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会
２０１１．０３

昝林森 先进个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会
２０１１．０３

张保军 先进个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会
２０１１．０３

王忠贤 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１．０９

杜军宝 陕西省平安景区创建活动先进个人

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
省公安厅和陕西省旅

游局

２０１１．０３

蔡焕杰 陕西省教学名师 陕西教育厅 ２０１１．０６

仵均祥 陕西省教学名师 陕西教育厅 ２０１１．０６

李　广
罗建峰

吴继东

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十周年突出

贡献个人
教育部 ２０１１．１２

王晓君
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

先进个人

教育部科技司

教育部社科司
２０１１．１１

薛瑞栋
“创先争优奉献世园”基层优秀共产

党员
陕西省委组织部 ２０１１．１２

徐　海 “创先争优奉献世园”优秀团干部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１．１２

刘　倩 “创先争优奉献世园”优秀共青团员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１．１２

刘春雷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团中央　全国学联 ２０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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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表彰的先进单位、
单项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

先进单位

生命科学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

纪检监察办公室　　学生工作处　　 离退休工作处　　 博览园

政策研究室

单项工作优秀单位

人才工作：林学院　理学院

本科教学工作：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研究生教育工作：植物保护学院

科技推广工作：猕猴桃试验示范站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农学院

学生工作：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创新：实验室管理处　党委统战部　科研处　研究生院　科技推广处　教务处

服务管理：后勤服务中心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先进个人（以姓氏笔画排序）

优秀教师（３６人）

王建华　　王晓杰　　冯永忠　　石相玉　　司汉武　　刘天军　　吉文丽

仵均祥 朱宏斌 张凤云 张军华 张宽地 李 娜 李建明

杨晓峰 邹宇锋 陈帝伊 罗剑朝 苗　芳 范崇辉 唐晶磊

海江波 郭文川 陶永胜 曹社会 曹斌云 梁东丽 黄懿梅

曾文先 焦菊英 程积民 雷　蕾 雷亚芳 蔡焕杰 樊明涛

颜　霞

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２人）

刘占德 董振生

党政管理先进工作者（２４人）

王　雄 王亚翠 刘晓正 孙玉瑗 成密红 闫祖书 何东健

张　蓉 张　静 张正新 张振华 李　伟 李　蓉 李京春

杜永峰 杜军宝 罗建峰 卿明华 贾俊刚 程晓盈 谢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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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涛 滕艳萍 戴　军

服务保障先进工作者（２６人）

万晓红 于新智 王　旭 王　翔 王立宏 王宇涛 王宏运

刘凤营 吕长荣 安庆元 齐永勤 何振华 张　晴 杜四选

杨　暾 杨军楼 单本民 周　元 周小武 岳　浩 郑武农

费攀峰 徐西平 聂俊峰 高爱琴 董征兵

优秀辅导员、班主任（１１人）

王文慧 王有材 吕　欣 张成凤 李春梅 岳　原 郭建东

韩新辉 路　浩 雷　鹏 魏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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殾殾

殾

大 事 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大事记

１月

６日，我校召开２０１０年大学推广模式建设项目工作汇报会。
１１日，我校“千门课程上网工程”启动仪式举行，３０００门次课程三年内将实现网络

辅助教学。

１２日，我校举行２０１０年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述职测评。
２５日，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有关领导来校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孙其

信任我校校长（副部长级）；因年龄原因，孙武学不再担任校长职务。

２月

１５日，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在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陪同下视察我校。
１８日，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助理副校长 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Ｃｌａｒｋｅ博士来我校访问，并面试我

校２０１１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候选学生。
２３日，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凯瑟琳·渥特基（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Ｗｏｔｅｋｉ）女士来校访问。
２５日，学校２０１１年工作会议召开。
２８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视察我校。

３月

１３日，杨凌现代农业国际研究院理事（扩大）会议在我校召开。
２６日，中西部地区高校２０１１年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在我校举行。
２８日，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下达２０１０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名单的通知》，我校获准增列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２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社会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轻工技术与工程、水产等６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４月

７日，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国际发展副校长 ＪｏｈｎＩｎｇｌｅｓｏｎ教授以及国际关系办公室
主任ＤｉａｎｅＤｗｙｅｒ女士来我校访问，与我校商谈进一步开展合作交流事宜，并续签了两校
合作协议。

７日，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教育副校长 ＭａｒｉＳｕｎｄｌｉＴｖｅｉｔ女士，植物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３４３·



ＯｙｓｔｅｉｎＪｏｈｎｓｅｎ先生，挪威农业和环境研究所主任 ＮｉｌｓＶａｇｓｔａｄ先生和该所高级科学家、
中国关系协调员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ｕＣｌａｒｋｅ女士一行访问我校，分别与我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１５日，我校与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ＨａｒｐｅｒＡｄ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商讨硕士研

究生培养的合作意向，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２０日，第七届“金葡萄创业奖”颁发仪式在我校举行。
２１日，我校举行２０１１年田径运动会。
２２日，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受聘为我校名誉教授。

２７日，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分院在我校隆重成立。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
邦、陕西省副省长姚引良为分院揭牌。

本月，我校申报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科技部批准立项

建设。

本月，经国务院批准，我校黄丽丽、李孟楼、韦革宏、马锋旺、韩恩贤、汪有科６名教授
获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本月，作为唯一参展高校，我校参展了“２０１１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并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

５月

３日，我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９２周年音乐会暨工作表彰大会。
６日，我校召开“十二五”水利科技发展研讨会。
１３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普度大学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植物病理与食品

安全学术研讨会举行。

１４日，我校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
２１日，我校召开２０１１年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会议。
２５日，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来我校视察。
２７日，安踏水泥克星校园联赛西安赛区决赛在我校举行。ＮＢＡ火箭队队员路易

斯—斯科拉亲临现场观战。

２７日，英国皇家农学院副校长ＰａｕｌＤａｖｉｅｓ教授访问我校，并签署了校际备忘录。
２７日，我校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学生歌咏比赛。
本月，我校“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实验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计量认证水利评

审组的监督评审。

本月，我校校园安防监控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

６月

３日，我校举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教职工歌咏比赛。
１０日，教育部和水利部在京举行签字仪式，共建河海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８所高校。
１３日，我校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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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我校与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１７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校长ＳｉｂｒａｎｄＰｏｐｐｅｍａ博士和国际事务负责人ＸｕｅｆｅｉＣａｏ女

士来校访问，并签订合作协议。

２１日，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我校签订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检学研”合作备忘录。
２３日，我校隆重举行２０１１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２４日，教育部党组任命梁桂同志为我校党委副书记。
２５日，我校参加“陕西首届教育博览会”。
２６日，我校隆重举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表彰大会暨文艺晚会。
本月，“宝钢教育奖”正式在我校设立。

７月

７日，陕西省大熊猫发展研究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１１日，全省大型养殖场和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场长（理事长）大学生助理下派工作

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１１日，２０１１年“ＷＷＦ秦岭青年使者”活动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２２日，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副省长祝列克来我校视察。
本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民政部、教育部同意设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８月

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副省长朱静芝、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陪同
下来校视察。

３日，“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滨州市人民政府”三方“加强农业科技与
产业合作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签约仪式”在山东省滨州市举行。

７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来校视察。
１８日，对口支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会议第一次例会在我校召开。
２９日，２０１１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北校区体育场举行。
本月，教育部与陕西省政府签署协议重点共建我校等五所高校。

９月

１０日，我校举行２０１１级本科生军训阅兵式暨总结大会。
２５日，我校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２８日，我校召开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会议。
本月，我校获批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

本月，我校“陕西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顺利通过了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

审小组的监督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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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２日，我校２０１１级ＭＰＡ（公共管理硕士）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１９日，我校举行“校园无线网络开通仪式”。
２９—３０日，第七届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中国象棋决赛在我校举行。
本月，我校植物病理学创新引智基地顺利通过评估，被纳入新一轮引智基地计划继

续获得支持建设。

本月，我校五名博士后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本月，我校世园会志愿者开展系列活动，并圆满完成服务工作。

１１月

１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与我校签订共同促进农村青年创业和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５—７日，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在我校举行。
５日，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一行视察我校。
５日，科技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郭向远视察我校。
１１日，我校党委书记张光强当选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专委会副主任。
１２日，我校杨陵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顺利完成，我校共产生２５名杨陵区人大代表。
１４日，我校博览园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成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

景区。

１５日，我校安防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学校验收。
１６日，陕西省委决定王万忠同志任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

（兼）。

１７日，国家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来校视察。
１７日，２０１１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名单揭晓，植保学院康振生教授指导

王晓杰博士完成的《小麦与条锈菌互作机理研究及抗条锈相关基因的功能分析》博士论

文入选。

１９日，我校上海校友会成立。
２１—２２日，陕西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依托我校建设的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与“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评估验收。

２１—２２日，中央组织部选人用人工作检查组对我校选人用人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
２５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一行视察我校。
２６日，我校举行２０１２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２４—２７日，我校博览园被命名为国土资源部第二批“国土资源科普教育基地”。
本月，农业部全面启动和部署了“十二五”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我校正式获

批了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１个综合性重点实验室，“西北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质
创制”、“西北地区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等９个专业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北方农
业装备技术”、“合阳农业环境科学”等６个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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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

２日，我校主办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水土保持学报》、《西北植物学报》四种期刊入选第二届（２０１１年度）“中国精品科技
期刊”。

６日，我校对口支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协议在北京签订。
１６日，我校举行２０１１年大学推广模式建设项目总结表彰会。
１７—１８日，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在我校演出。
２０日，学校举办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学生表彰暨新年音乐会。
２６日，我校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竣工通过验收。
本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入选 ２０１１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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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重 要 文 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１年是学校“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贯彻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实现新的奋斗目标
的第二年。学校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围绕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努力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拓展社会服务效益，切实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深

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创建产学

研紧密结合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打好基础。

１．科学谋划学校发展。系统总结“十一五”办学经验，科学谋划事业发展，以学校《总
体发展战略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为指导，制定学校《“十二五”规划》。
２．加强学科基层组织建设，优化配置学科资源。实施《学科建设规划》，着力加强学

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实施学校《研究机构管理办法》，制定出台研究机构考核评价办法；

探索建立适合学科团队建设的组织、运行模式，出台《关于加强学科团队建设的意见》及

考核评价办法，重点加强动植物育种及新兴、交叉学科团队建设；做好“２１１工程”项目总
结工作，为国家验收做好准备；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实施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

划》；积极争取建设经费，统筹做好“９８５工程”三期项目实施与管理，制定学校《“９８５工
程”、“２１１工程”设备管理与购置实施细则》；开展重点学科预评估，为２０１２年国家重点
学科评估工作做好准备；做好学科布局调整，进一步理顺学科体系。凝练学科方向，强化

优势学科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基础学科、特色学科、新兴交叉学科水平。

３．切实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积极申报“十二五”期间“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力争
有大的增加；深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力争有新的突破；加强学院（系）教研室

（组）建设和教学条件建设，制订《本科课程建设质量管理办法》、《教师教学评价办法》和

《课程质量标准》；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以杨凌示范区企业和试验示范基地为载

体，推进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加快教学信息化建设，实施好“千门课程上网工程”；

扩大对外合作办学，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开展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

平；制订学分制选课的指导性意见，完善学生学业预警机制；２０１１届毕业生大学英语四级
通过率达到９０％、升研率达到３０％。充分发挥院系的积极性，加强招生宣传和就业创业
指导，本科招生第一志愿率保持在９５％以上，２０１１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９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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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

４．稳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
推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和选课机制；编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

二五”规划》，修订完善本科生推免攻读研究生办法；优化配置博士研究生资源，鼓励和支

持重点学科的高水平、有大课题的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加强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吸引更

多博士后来校工作；实施以大学农业推广体系为依托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

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合作）导师遴选，扩充实践一线导师队伍；力争获批教育部博士点基

金２０项、教育部研究生创新项目３项，研究生发表 ＳＣＩ论文数较上年增长３０％，力争获
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
５．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根据国家和省部有关科技规划，组建优势创新团

队，加强重大科技项目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项目的研究、策划和立项申报工作；力争

获批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统筹各类试验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好校本部

试验基地。启动动物实验中心、作物温室群和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强校地、校企合作，联

合开展科研创新工作；到位科研经费４．５亿元，获批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０
项，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１～２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２～３项、获准国家发明专利
１００件，完成国家审定品种１～２个、省级审定品种５～７个；以学校为第一单位的 ＳＣＩ收
录论文数较上年增长２５％左右。新增国家级研究基地１个，省部级研究基地２～３个。
６．深入推进科技示范与成果转化。深入推进大学推广模式建设，完善试验示范基地

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良性发展；吸纳多学科的力量，形成多学科的专家团队，为区域

产业发展提供全程科技支撑；重视原创性科学研究，发挥试验示范站在农林牧新品种选

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科学的科技推广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全面验收总结“十一

五”以来的各类推广项目，集成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进一步拓宽科技推广的领域和区

域，扩大黄淮麦区小麦、油菜新品种示范园建设区域和规模；加强对重大推广项目的跟踪

管理，获批科技推广项目１６０项以上，到位科技推广经费５０００万元（不含财政部推广建
设专项），获省部级科技推广成果奖５项以上。
７．继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完善人才引进和选聘机制，制订出台学校《人才引进

工作实施细则》、《二级学科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修订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

法》，改进引进人才考核评价办法；力争引进“千人计划”入选者２～３名、“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１０人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１～２名、学术带头人５～１０名、学术骨干１５～２０
名，新增“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２～３名、教育部创新团队１～２支、新世纪优秀人才８～１０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２人。实施好“后稷学者”人才工程；继续支持在职教
师、管理干部和实验技术人员参加国内外进修学习，力争有６０名教师在职获得博士学
位，选派３０名管理干部赴国外知名大学学习、培训，选派１５０名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赴国
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进修、学习和培训；引进、选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所博

士毕业生１５０名以上，进一步提高新进教师的层次、质量和水平；加大管理队伍和实验技
术队伍建设力度，多渠道补充人员数量，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８．进一步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召开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会议，制定出台推进和加
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意见；规范外籍教师项目管理工作；加强国际学院运行管理，稳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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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留学生规模，提高培养质量；办好“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发挥国际科技合作
平台作用，力争获批项目经费１２００万元；举办重要国际学术会议５～６次。全年来访外
国专家１５００人次以上，举办学术报告会２００场次，来校长期工作外国专家达３０人；进一
步扩大本科生出国留学规模，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研究生

１６５名。
９．加强支撑保障条件建设。启动农科综合楼、食品综合楼建设，启动文科综合楼等

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力争年内启动引进人才公寓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建设大型仪器设

备基本参数数据库，提高仪器设备工作效率；制定出台学校《图书馆馆藏规划方针》；完善

信息资源平台和办学条件数据库建设；完成“数字校园”三期建设工程；继续改善教学、实

验、实习条件。

１０．深化资源配置管理改革。加强院系和部门办学收入管理，强化学校统筹资源能
力；勤俭办学，在完成公务用车管理初步改革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学校公务用车、公

务接待等公务经费控制措施，规范科技经费使用与管理；继续推进公共房屋、试验用地有

偿使用改革，实现全年使用费收缴４００万元；全面执行水电收费改革，大力推进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与有偿使用改革；深化校办产业改革，提高生产经营效益，资产经营公司实现税

前利润较上年增长２５％。成教学院实现办学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完成博览园国家４Ａ级景
区申报工作，实现收入 ２６０万元。出版社全年图书出版销售收入、利润均较去年增加
２０％以上；完成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获准设立工作，制定出台《教育发展基金管理条例》，
争取各类捐助２０００万元以上；全年实现办学收入１６亿元。
１１．深化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与管理。做好第二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制定出台

学校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考核办法；修订完善学校《岗位绩效工资和津贴分配办法》，

建立有利于团队建设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教职工待遇，缩小收入差距；探索非事业编

制用人机制，逐步建立多元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１２．改善师生员工学习生活条件。完善后勤服务质量监督与量化指标考核体系，进
一步提高后勤服务保障水平；继续实施校园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推进校内职工家属区

社会化服务；继续实施教职工免费体检；完善资助体系，做好资助育人工作；办好学生食

堂，改建完成北校区清真餐厅，逐步解决学生食堂供暖问题；提高离退休工作的管理和服

务水平；加强社区卫生中心建设，加强传染病预防和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继续办好

高新中学和幼儿园；完善场站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场站对教学、科研、推广服务支撑功能；

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全面加强学生宿舍安防设施建设，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１３．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根据中组部、教育部党组有关精神，制订《重大事项议
事决策规则》，修订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组织实施好获批的３项国
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进一步理顺水保所管理体制；研究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章

程》，实施《学院工作规则》，进一步规范各学院（系、部、所）的管理与运行。扩大教授委

员会试点，出台《院系教授委员会条例》，大力推进教授治学；完成规章制度清理工作；深

化校院两级财务预算改革，探索建立院系办学绩效评估体系。

１４．大力推进民主办学。充分发挥两级教代会在推进民主办学中的重要作用，继续
完善校务、院（处）务公开制度；加强预算执行与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的财务收支审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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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审计和建设工程审计。建立校内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制和绩效拨款机制；加

强对基建（修缮）工程、物资采购、招生考试、财务管理、科研经费使用与管理等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的全程监督。

１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实施《大学文化建设与发展规划》；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
师生行为举止；做好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和应用，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景观建设；

继续办好素质教育报告会，开设名家讲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浓厚校园文化

氛围。

１６．结合建党９０周年，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校第十九次党建工作

会议精神，做好新修订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工

作，加强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办学治校能力和学校党建科学化水平；认真抓好庆祝

建党９０周年、评选表彰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活动；修订出台学校《基层党组织工
作条例》，做好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做好中层干部特别是新任“两委”委员和正处级干部

培训工作，建立干部网上教育学习平台；加强在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提

高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认真贯彻《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修订完善《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

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切实改进机关部门工作作风，增强服务

意识，建立机关部门工作规范；重视统战工作，发挥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类辅助

决策机构的民主监督和参政职能；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

施办法》，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调动辅导员和导师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切实做好面向全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好学校第二届团代会。

１７．完善目标责任制，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做好２０１１年度各单位工作目标任务
书编制工作；抓好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督办工作；完善目标

责任管理和考核，改善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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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强书记在２０１１年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

同志们：

刚才，孙其信校长对学校去年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对２０１１年的工作做了全面部
署，讲得很好，我都赞成。希望大家会后做好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并结合学校２０１１年
工作要点，制定好本单位、本部门今年的工作计划。

与前几年相比，这次会议的规模变小了。我们前几年的主要考虑是，学校在发展方

向、目标定位以及重点工作方面，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任务还非常重，问题和困难还非

常多，让全校教职工每年都参加一两次全校工作会议，听听领导班子对学校长远发展和

战略发展的考虑和谋划，从而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经过第二次党代会特别是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后，这些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规模虽然小了，但会议的精神

和主要内容，还是要设法让每一个师生清楚，因为如果全校师生员工都能比较清楚地知

道我们今年想什么、干什么、要干到什么程度，大家劲往一处使，我们的事业发展会更快。

会后，宣传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各单位要对会议进行学习传达。今后，我们要继续精简

会议、文件，缩小会议规模，提高工作效率。继续推行先进表彰工作，在全校形成崇尚先

进、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下面，我结合今年的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科学研判形势，积极抢抓机遇

全面科学地分析和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准确把握对社会发展

趋势起主导作用的重大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加明了面临的外部环境，从而为我们想问题、

办事情提供一个重要条件和依据，有利于我们把握好机遇，战胜挑战，增强信心，乘势

而上。

１．关于国际形势。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国际金融
危机导致的急剧动荡逐渐缓解，今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性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仍然较多，复苏进程仍将艰难曲折，这是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总的判断。从几个大

的经济体来看，美国受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可能继续低速徘徊；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一些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拖累经济增长；日本

内需持续疲软，可能导致经济减速和通货紧缩加剧。现在只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经济有望继续较快增长，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增大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

险，保持经济稳定难度加大。今年以来，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

家政局持续动荡，也会给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一些评论家认为，石油

价格可能会出现新的高位运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将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这样一

种状态会埋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隐患。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在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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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四个趋势，我们也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第一，世界经济结构

进入大调整阶段。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

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输出国试图调整

单纯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多元化。我们的对策

是，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态势下，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加快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

国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保持贸易大国优势，同时形成以国内市场支撑我国参与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优势，用这两个优势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二，世界经济治理

机制进入变革期。这两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无论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还是国际

金融组织体系改革，都出现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但是发达国家仍处于国际规则制

定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还是要增加话语权和参与权，推动形成平

等参与的世界经济治理体制。当然，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实力，所以我们必

须在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谋略水平，主动引导舆论积

极参与和推动形成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在这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处于主动和

有利地位。第三，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气候变

化的双重压力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科学技术储备孕育着新的产业变

革，人类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正在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

必须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在一些领域与发达国家

差距不大的有利条件，加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实现发展的跨越。第四，新兴市

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总体上看，世界的形势对我们还是有利的。所以，十七届五中全会做了两个判断：一

个是我们“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既面临难得的

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基于这样的形势和世界

经济发展的四个趋势判断，我国制定了“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

２．关于国内经济形势。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０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出现
了恢复性增长。去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４０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１０．３％，增速比
上年加快１．１个百分点，总量跻身世界第二，贸易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同时，我国的经
济结构也明显优化，“十一五”期间，我国的ＧＤＰ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８万亿元增长到了２０１０年
的近４０万亿元，人均ＧＤＰ从１７００美元增长到现在的４０００美元，国家财政收入从３万
亿元增长到８万多亿元，都是翻了一番多。目前，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确定主题是科学
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同志迎来的一个发展机遇。

３．关于高等教育形势。现在，我国的教育、科技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去年
７月，教育界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
布了《教育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刘延东同志有一句话，说这个纲要

标志着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场壮观、精彩的大剧拉开了序幕。纲要的内容也非

常好，大家也都学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后五年，国家对教育、科技事业投入仍将

保持大幅增加的态势。《纲要》提出，２０１２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 ＧＤＰ的４％，而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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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是以１０％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的。因此，每年的基数也都在增长。如果今年达到
４％，那就是近１．６万亿元。所以，大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学校的未来，要充满信心，
要尽一切可能抓住当前和今后可能面临的任何一次机遇。

４．关于陕西经济形势。相对于五年前，陕西现在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几个主要经
济数据在全国的位次在前移，比重在增加。陕西的经济总量在五年前占全国总额的

２．１％，２０１０年达到２．５％；经济总量五年前是全国第１９位，现在上升到第１６位。而且去
年６大指标都创历史记录：作为第１６家，进入了中国“万亿元俱乐部”；过去五年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入２．６万亿，是“十五”期间３．９倍；人均ＧＤＰ从五年前的第２２位前进到第
１４位；财政收入１８００多亿元，从“十五”初的第２１位上升到第１７位。可以说，陕西的经
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这样一种快速发展势头和日渐宽松的经济状况，使得省上将投入

更多资金用于教育、科技和农业领域，这对我们学校来说也是很好的机遇。

５．关于杨凌的发展形势。去年，示范区也是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全区生产总值完成
４７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３３亿元，招商引资落地资金４０亿元，每年都有一批重点
企业入驻杨凌。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１００元，高出陕西省平均水平３０００多元。另外，通报
几件与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一是计划投资３２亿～４０亿的杨凌城市集中供热工
程，得到刘延东国务委员和国家发改委的高度重视，今年有望开工建设。二是石头河引

水工程年初已经开工建设，杨凌人明年就可以喝上石头河的优质水。三是投资２０亿元
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今年也将开工，渭河杨凌段今后五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渭河

两岸绿树成荫，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四是西安到宝鸡中间最大的货运站，高速客运以

及８车道的西宝高速已经开始建设，预计两年内建成，届时将大大地改善我们的出行条
件。五是学校与示范区联系，争取为教职工再建设一批住房，主要用于解决青年教职工

的住房问题。这些重点工程，会使杨凌人民特别是我校教职工的生活环境进一步得到

改善。

这几年，学校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对照创建世界一

流农业大学的目标，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认

清形势，想方设法抓住并利用好各种机遇，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发展实力，不断提高办学质

量和水平，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二、继续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建设

今年要以学习贯彻第二次党代会精神为主线，把贯彻、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高等

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重点，校、院（处）两级领导班子要坚持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切实为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

保障。

１．关于学校制度建设。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在１９９６年版《条例》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相关规定
进行了补充、细化和完善。一是强调了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

作，并通过统一管理党政干部和人才，统一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纪律检查工作，

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对高校党委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更完整、更全面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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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了高校党委的工作机制。提出高校党委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

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就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运行规则和方式。

三是充实了高校党委的主要职责。详细列举了高校党委八个方面的主要职责，使高校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目标任务更加清晰、实现途径更加明确、落实措施更加具体。

新修订的《条例》，从两个方面完善了院（系）级单位党组织的工作机制。一是正式

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为院（系）级单位党组织的工作体制和决策方式，这就使得院

（系）级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有了明确的制度保障。二是明确列举了院（系）

级单位党组织六个方面的主要职责，扩充了职责范围，也为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

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因此，我们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中央和教育部的有关精神，进一步修订完

善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万忠同志在寒假牵头拟定了学校《重要事

项议事决策规则》，目的就是想通过制度建设，使学校议事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这

个文件参考了国家《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是在总结学

校多年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待进一步完善之后常委会审议印发。

２．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条例》中一项重要工作。
年前调研时也发现，学院（系、部、所）以及研究中心的党组织建设还很薄弱。系（所）教

工党支部、学生班级党支部也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特别是《条例》明确指

出，大学生党支部要成为引领大学生刻苦学习、团结进步、健康成长的班级核心，其五项

职责中有一条是“积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向有关部门

反映。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

下，最近几个月以来，学校连续发生了几起学生意外伤害事件，对此，我们非常痛心，也很

不安。我们都要认真反思，加紧研究制定相关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方式方法，发挥辅导员、班主任和研究生导师的作用，学生班级团支部、班委会、党支

部也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３．关于机关作风建设。去年，机关党委在教职工中做了一个“机关服务态度”的问卷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对机关工作作风还是存在一些意见的。我年前到部分学院调

研时，不少教师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我在第二届教代会闭幕式上把这些问题也说了。这

些问题，虽然反映在部分单位和少数人身上，但对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反

映出的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宗旨意识”淡薄等不好的倾向。

我们今年要下力气好好抓一抓。我想，机关工作还是需要有个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提高

办事效率，各处（室）的领导一个季度要到学院（系）调研一次，了解一下基层的情况，倾

听一下教职工的意见，坐在办公室里出不了好政策、好办法。总之，机关作风改进，不能

空讲，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要有“抓手”。我看这个“抓手”，就是建立一套严密的、可行

的“机关工作规程”。

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要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要
认真贯彻《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确保“一岗双责”落到实处。二是重视加

强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特别是大额科研经费的使用管理和后勤上学生食堂的采购

工作，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学校和学生利益不受损害。三是预防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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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继续实行“零容忍”，一旦发现，绝不姑息迁就。

５．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这是我
们党的一个重要创新的理念，主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最

近，我在《新华文摘》上看到钟礼同志的一篇文章，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大意义和科

学内涵讲的很透彻。在这里，跟大家把这篇文章一起学习一下。

一是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

要。人类社会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学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始终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加

强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的学习作为巩固和发展党的政治优势的根本途径。在领导革

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我们党总是根据时代条件、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

对性地组织全党的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我们党才一次次达到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的新高度，一次次形成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新动力，一次次实现攻坚克难、推进发展的

新跨越。实践证明，学习是我们党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自身活力的可靠保障，是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开拓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信息更新之快前所未有，社会实践发展之深前所未

有，对学习的要求之高前所未有。面对时代大潮，谁能学得早、学得好，谁就能抓住先机、

占据主动。

二是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还有很多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还有许多矛盾、

问题、困难要解决。这就需要加强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学习，更加重视学习。只有更

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基础上深化认识，在深化认识中推进实践，才能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转变发展观念，把握发展规律，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使我们的

目标变成现实。一切变化和进步从学习开始。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

的。只有强化学习意识、提升学习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转化为坚定意志和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实现我们的预期目的。

三是通过学习要达到的目的。首先，进一步提高思想理论素养，不断增强战略思维

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加强学习，最具基础意义和根本意义的是，通过学习不断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提高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把握正确前进方向的能力。其次，进一步焕发创

造激情、激发创造活力，增强创新能力。创新的基础在于学习，前进的动力源于学习。只

有加强学习，才能知不足而奋起，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提高。再次，完善工作思

路、措施和办法，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进一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

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能力。

四是必须树立的学习理念。要求人们树立体现时代特征、顺应发展潮流的学习理

念，这是打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总开关”。主要包括：学习是全党政治责任的理念，把

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态度，以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精神主动

学习；全员学习的理念，在学习中实现整体提升、共同进步；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作为

永恒课题，形成终身习惯；工作学习一体化的理念，把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习工

作化、工作学习化，实现工作与学习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习是创新之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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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把学习作为创新的重要基础，通过学习实现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制度模式的重大

变革。

从我们学校来看，这几年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认真地抓学习，并

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观念和思路。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改善学习方法，继续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

想观念，跟上时代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央的理论、政策接上头，才能更好地完成国

家使命，推动学校工作实现大的发展。

三、今年的几项重点工作

孙校长在刚才的讲话中，对今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我在这里再补充强调一下

几项重点工作。

１．关于人才工作。年前我到学院调研，看到令人可喜的是，每个学院人才工作势头
都很好，学院班子和老师对人才工作的重要性也形成了高度共识。学校目前的发展态势

证明，我们在七年前提出的“人才强校”战略是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的。去年我们引进了

３０名国外博士和５５名国内博士，选派了５０名教师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参加１年以上的进
修，人才工作实现了新的重要突破。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合

校１１年了，我们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没有实现突破，当然这次“旱区逆境作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还是很有希望的，两院院士、“杰青”也少的可怜，高等级奖项、顶尖学术论文、

一级重点学科没有大的起色，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人才队伍不够强。要想在这方面实现突

破，唯有把人才工作继续抓好。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学院的院长、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人才工作上，继续提高引进人才质量。另外，人才工作的环境要继续改善。总体来看，惜

才、爱才、新老人才相互尊重的氛围正在形成。一方面，学校的原有教师职工是很有胸怀

的，另一方面，引进的人才也是尊重老教师的，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好的势头。“英雄不问

出处”，不管来自哪里，今天走到一起，在一起工作就是一家人，都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千

万不要把人才分成两类。此外，要结合第二次岗位聘任，统一明确岗位职责标准，加强对

各类人才的考核。

２．关于办学条件建设。学校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中，把继续改善办学条件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今后五年，将有８００名左右教师补充进来，加之原有建筑有些已过了使用
年限，有些条件太差，也无法形成浓郁的学术氛围。因此，今年我们要启动农科综合楼、

食品与葡萄酒综合楼建设，启动文科综合楼等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力争年内启动引进

人才公寓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明年还将开工文科大楼，改善经管学院、人文学院、思政

部、外语系的办学条件，还要设计水建大楼、艺术中心、体操健身小球馆等建筑，进一步做

好校园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学校的面貌会越来越好。

３．关于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明年将进行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评审，竞争肯定异常
激烈，我们一定要提前准备，抓紧抓实，确保新增２～３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新增国家二
级重点学科数要有大的突破。学校计划今年花一些钱，用来加强学院教学科研基础条件

和平台建设，各学院（系）班子要认真研究，把钱用到刀刃上。要进一步理顺学科体系，凝

炼学科方向，强化优势学科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基础学科、特色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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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另外，今年计划启动动物实验中心、作物温室群和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改善学校育

种实验条件。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校地、校企联系，开展多种多样的合作。我们可以争取

把企业的研发中心放到学校，搞联合的研究院、研究中心，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

结合、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校企合作新机制。

４．关于办学经费筹措。去年，学校办学收入是１４亿元，今年预算是１６个亿，我们这
届班子的目标是要突破２０亿元。在可能的情况下，各学院（系）可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一
些有偿的社会服务，比如我上次看葡萄酒学院与企业签了两个协议，都超过１００万元。
经管学院的ＭＢＡ班第一届就收了学费３００万元。成教学院要争取早日拿到国家级农村
干部培训基地的牌子，继续做好培训工作。此外，我们学校的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经通过

了教育部的审批，报到了民政部，今年六七月份有望得到批复。要调动各单位、各位教职

工的力量，积极争取社会捐助资金。

总之，学校今年的发展任务依然很重，同志们要继续振奋精神，求实创新，推动学校

各项工作实现更好地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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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其信校长在２０１１年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

同志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学校２０１１年工作会议。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总结上年成绩，表
彰奖励先进，部署今年工作，目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思路，鼓舞干劲，乘势而上，在

“十二五”开局之年，将学校各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刚才，我们对上一年度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推广成果一等奖，

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我校历史上首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

发表论文的单卫星教授，以及校级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这些同志和单位都

是工作在学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代表和光荣模范。在此，我代表学校，也包括我个人，向

同志们表示祝贺！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保持这种昂扬的工作劲头，共同为

把我校建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下面，我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回顾总结学校２０１０年工作，二是根据学校党委研究
确定的学校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谈几点意见。

一、２０１０年工作回顾

经过合并组建十一年的改革发展，学校近几年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取得的成绩有目

共睹。特别是２０１０年，这是学校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各项事业都迈出了
新的重要步伐，圆满完成了各项建设发展任务。如果要总体概括２０１０年的发展成绩，可
以用三个“重要突破”来表述。

（一）抢抓机遇，科学谋划，办学目标和办学思想有了重要突破

２０１０年年初，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
目标，正式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到２０３４年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初步建成产学
研紧密结合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战略“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从今年开始的

未来五年，主要任务是汇聚人才、夯实基础，在这一阶段性目标指导下，校党委提出了当

前的六项重要任务：一是人才强校，二是学科建设，三是人才培养，四是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五是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六是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事业也迎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去年１月份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了贯彻国务院《批复》

的意见。这两个重要文件进一步凸显了我校在旱区农业发展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的

重要地位，为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７月份，学校召开暑期工
作务虚会，围绕“人才、质量、管理”主题开展了深入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了重要

共识，进一步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根据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先后修订完善了

学校《基础能力与校园建设规划》、研究出台了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学校顺利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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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５工程”二期验收，三期建设顺利启动，争取到国家和陕西省建设经费共计５．６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３．６亿元，陕西省配套资金２亿元），为实现下一轮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

（二）苦练内功，强化内涵，核心办学指标和综合实力有了重要突破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全年投入６６００万元专项经费，选派１２５名教师参加国内外研
修，其中出国研修５５人，引进高层次人才３３人（全部为国外博士、博士后），其中“国家千
人计划”入选者４人，选留优秀博士毕业生５４人。目前，学校专任教师博士学位比例为
３７．３％，较上年提高了５个百分点。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１支，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
２人。遴选“后稷学者”特聘教授３人、讲座教授１０人，创新团队４支，拔尖人才６人，教
学名师４人。

教育教学工作方面，２０１０年获批国家级精品课程５门，国家级教学团队２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２个。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１８０余项，其中国家级奖励１２项。
研究生论文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２３８篇，较上年增长１２２％，其中一名博士生在《细胞》杂志子
刊《细胞代谢》上发表学术论文１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１篇，获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１４项，１０名博士生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学科和科研工作方面，投入４０００万元建设了５个重要学科平台，整合成立了１５个
研究所和４个研究中心。新增博士后流动站１个，专业学位授权点５个，２个学科领域首
次进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ＥＳＩ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与国
际接轨、开展学科评估的时候，引入的国际通行指标，有很高的权威性。２０１０年学校到位
科研经费３．３６亿元，较上年增加３０％。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９１项，较上年增加
２８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４项。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学校申报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通过科技部评估，这个

平台来之不易，是学校合校十一年来新增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全校上下齐心协

力、努力奋斗的硕果。学校全年培育植物新品种２８个，其中国审品种７个，获批国家发明
专利７７项。５２个项目进入国家“十二五”首批农村科技领域预备项目库，居农业高校第
２位。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收录论文８７２篇，较去年增加４３％，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６２０篇，ＳＳＣＩ
收录论文由上一年的２篇增加到１４篇（其中第一作者署名单位５篇）。ＳＳＣＩ是人文社科
领域的ＳＣＩ，ＳＳＣＩ收录论文充分反映了我校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突出进步。特别是刚才受
到表彰的单卫星教授，作为通讯作者之一，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论文１篇。
这篇论文是我校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法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发表的，我校是第二作

者单位，单卫星教授是第二通讯作者。按照学校有关奖励政策，只奖励第一作者单位成

果，但我们认为对单卫星教授给予奖励是适当的。《细胞》、《自然》和《科学》是全球公认

的三大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主要发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成果，《自然》和《科学》是综

合性杂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细胞》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超过１０篇，单卫星
教授的文章是３０多年来大陆学者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第２篇论
文，是能够体现学校的水平和声誉的。

社会服务方面，全年到位推广经费６６１６万元，争取地方配套资金４１５万元，获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３项。新建小麦新品种示范园２０个，示范展示小麦品种２２个。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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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等６省区新建立１００个油菜新品种示范点。我校试验站指导的２名农民走上哈佛大
学讲堂，引起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孙武学校长亲自带队，带领有关专家和两位农民在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进行演讲。两位农民讲述了在我校农业科技推广专家帮助

下，如何实现了脱贫致富。这是我校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此我也向指导两位

农民的专家表示感谢。

开放办学方面，我们成立了国际学院，新招收留学生３７名，在校留学生数量超过百
名。全年与２２所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９次、学术报告会２８３场，来校外国专家１４００人次，较上年增加了４０％，短期出国交流访
问或合作研究３７５人次。学术交流的活跃程度，反映了一个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
望。回想一下，五年前谁都很难想象我们这样一所大学有如此广泛深入的国际学术交

流。我们成功举办“２０１０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１６５人，其
中攻读博士学位１１０人。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领导评价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利用国家
公派留学项目培养研究生方面，在全国所有项目签约高校中，是做得最好的。孙武学校

长在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举办的全国公派留学工作会议上多次做过典型发言。公派

项目为我们利用国际学术资源、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和平

台，也对今后补充师资力量，提升办学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我们认识到位，工作成

效显著，国家留学基金委把我校公派指标从１００名增加到１６５名。大家知道，公派培养一
名研究生，国家每年要资助十几万元，成本非常高昂。仅公派研究生一项，我们就相当于

每年又从国家争取经费超过２０００万元。
（三）深化改革，改善条件，“软件”、“硬件”建设有了重要突破

大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制订了《学院工作规则》，在９个学院试行教授委员会
制度。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制定了《教职工岗

位职责及考核办法》，继续调整津贴分配政策，完成第一轮聘期考核，启动了第二轮岗位

聘任工作。继续深化资源配置管理改革，推进公共房屋、科研试验用地有偿使用改革，实

现全年使用费收缴３４１万元。启动科研用实验室（试验地）水电暖收费改革，大力推进大
型仪器设备共享。实施了行政公务用车管理改革试点。教育部和中科院在水保所管理

体制方面达成了基本意见，水保所运行体制进一步理顺。２０１０年学校到位办学收入达
１４．１３亿元。北校区理科大楼开工建设，专家公寓建设进展顺利，全年新增校园建筑面积
７．１万平方米、绿化面积２．１万平方米。完成第三轮４５岁以上职工免费体检，为３７９１名
在职职工发放住房补贴１２８９万元。１２２３０人次学生获得各类奖励、资助３６５７万元，受
奖助学生占在校学生的５６％。完成“数字校园”二期建设，科技文献保障能力大大增强，
校外场站支撑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后勤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档案管理、离退休服务、医疗

保障、资产经营、图书出版、校友工作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

举了。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凝聚着全校师生员工的心血和汗水，在

此，我谨代表学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在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内兄弟高校相比，特别是与建设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相对照，我校还有很大差距：一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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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二是学科优势和特色还不够突出，三是人才队伍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四是条件保障

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五是思想观念、管理水平还不能够适应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要求。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

二、关于２０１１年的重点工作

２０１１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全面落实之年，
是“十二五”发展开局之年，也是贯彻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关键

一年。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明确，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发展任务是：汇聚人才、夯实基础。按照
这样一个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校党委研究决定，２０１１年学校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工
作重点是：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奋斗目标，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拓展社会服务效益，切实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增强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学校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经过３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
已经通过并印发。下面，我结合学校的总体工作部署，就２０１１年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牢固树立质量意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
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育人是大学的永恒主

题，培养质量是育人工作的核心。２０１１年，我们要在稳定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招生宣传力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也就是吸引优质的生源，实施

一流的教育，实现高质量的就业。

第一，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是深入推进“质量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２００８版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突出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效结合，进一步完善“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培养机制。三是加

强教学组织和课程建设，进一步强化学院（系）教研室（组）建设，出台《本科课程建设质

量管理办法》、《教师教学评价办法》和《课程质量标准》。四是加强教学条件建设，推进

教学信息化，实施好千门课程上网工程。五是扩大对外合作办学，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

育资源和开展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六是提出学分制选课的指导性意

见，完善学生学业预警机制。七是充分发挥院系的积极性，加强招生宣传和就业指导工

作，进一步提升生源和就业质量。

第二，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一是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推进教学内容和方

法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和选课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

构联合培养研究生。二是优化配置博士研究生资源，鼓励和支持重点学科、承担重大项

目的高水平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三是加强博士后工作站建设，吸引更多博士后来校工

作。四是加强专业硕士培养，实施以大学农业推广体系为依托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依

托国内大中型企业建立培养基地，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专业硕士培养新途径。加强专业

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扩大具有丰富一线生产实践经验的导师队伍。

第三，利用学校资源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不断增强办学综合效益。

第四，加强国际学院运行管理，提高外国留学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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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科建设为统筹，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

建设一流大学，根本是建设一流学科。明年是国家新一轮重点学科评估和增补年。

学科建设是学校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今年，我们要按照“９８５工程”建设总体规划，全
力推进学科建设上水平。

第一，继续扩大学科基层组织建设试点工作，完善学科体系，推动进位升级。一是继

续完善基层学术组织。在对原有校级学术机构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再组建一批研究机

构。制定《研究机构运行管理工作细则》，推动研究机构实体化运行，建立研究机构评价

评估办法。二是探索建立适合我校实际的学科团队组织、运行模式，制定出台《关于加强

学科团队建设的意见》，指导建立以教授为核心的基本团队，以校级研究机构为依托的学

科团队，以省部、国家级科研基地为依托的创新团队，构建学术团队建设的三级体系。三

是在实施“农科创优、工科振兴、理科强基、社科繁荣和交叉发展”五大学科建设计划的基

础上，瞄准学科前沿和新兴学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学科方向，高起点制定每个学

科的建设规划。我们已经制定了学校总体学科发展规划，下来还要具体落实每个二级学

科的发展规划。这几天，我到几个学院进行调研，真切感受到各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认

识很到位、信心很饱满，说明我们在加强学科建设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四是做好学科布

局调整，进一步理顺学科体系，突出重点，强化优势学科的水平和竞争力，提升特色学科

与新型交叉学科水平，构建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发展的，我们

要构建符合一流农业大学要求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的

生态结构。

第二，深化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夯实学科发展的人才基础。一是完善人才引进和选

聘机制，改进引进人才考核评价办法，制订出台《人才引进工作实施细则》，修订《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加快建立充满活力的人才工作体制和机制。二是加大力度做好

人才引进和选留工作。抓住国家实施“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机遇，积极引进领

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坚持从国内外一流大学、一流科研机构、一流学科、一流导师的毕

业生中选留优秀人才。２０１１年，我们要力争引进“千人计划”２～３人、“青年千人计划”１０
人以上，引进、选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所博士毕业生１５０名左右。三是要做好
现有人才的培养提高，有计划地继续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习进修和科研合

作，使他们尽快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科技创新前沿。

第三，大力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借助国际资源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一是

积极推进实质性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制定出台《推进和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意见》。二

是继续设立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基金，进一步挖掘国际科技资源，拓宽国际科技立项渠

道，提升学科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三是积极支持中青年学术骨干出国研修和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实施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做好学生出国留学服务工作。四

是鼓励各学院、各学科承办各类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继续办好“杨凌国际农业科技

论坛”。

关于学科建设，我想展开讲一讲。今后五年内，按照“三步走”战略要求，要汇聚人才

队伍、夯实发展基础，人才和学科是关键，全校上下要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对建设一流农

业大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这里有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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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建设一流学科。当我们谈到一所大学是一流大学的时候，他们总有

若干个学科处于世界的前沿。比如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政治学、哲学、化学等学科，毫

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先后培养了７位美国总统，这与其雄厚的政治学学科分
不开的。再谈谈和我校情况类似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１９７１年荷兰政府决定把瓦赫宁根
大学和荷兰农科院进行合并。如今瓦赫宁根大学的农业科学、食品科学和农村发展学科

都是世界一流的，农业科学在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Ｉ）排名第四位，是世界农科领
域的一流大学。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无论是综合型大学还是特色型大学，总有若干个优

势学科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二是学科建设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紧密

相连，学科水平决定了人才培养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在人才培养方面，

我刚才谈到了哈佛大学培养了７位美国总统。在社会服务方面，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
谷，它被称为世界信息技术的圣地麦加。硅谷最初是依托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园发展起

来，斯坦福的科技人员和校友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方面的杰出贡献促成了硅谷奇迹。

三是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把握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现大学的跨

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于

１８６８年由加利福尼亚学院以及农业、矿业和机械学院合并而成。在“二战”之前，加州的
经济是资源依赖型的，主要是采矿、石油和农业，伯克利大学的学科主要是与农业、采矿、

石油加工相关的。“二战”中，伯克利大学积极开展与战争有关的新武器研制，他的劳伦

斯国家实验室研制了美国的第一颗氢弹。“二战”后，加州大力发展现代科技产业，包括

微电子、航空等，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迅速发展崛起。到２０世纪后
期，伯克利大学看到生命科学的广阔前景，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当今世界上

３０％的生物技术公司都设在离其校园３０英里之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伯克利大学的
每一次发展和突破都紧紧抓住了加州经济的转型，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强化优势学科和

学术创新能力。可以说，学科的兴衰与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要求是紧密相关的。除

此之外，学科的发展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只有高水平的创新性成果，才能

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校把学科建设作为建设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举措，是

完全正确的，准确抓住了学校建设发展的核心要素，把握了核心竞争力的增长极。学校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

建设一流的学科，也要抓住学科建设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讲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什么是学科建设？要全面认识。学科建设不是狭义的科研，不是狭义的推广，也不是狭

义的人才培养，而是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有机

整体。一个学科如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没有突出的成绩，没有一流的大师和学

术团队，没有坚实的科研条件和平台支撑，没有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就很难说是

一流的学科。明年国家将进行新一轮重点学科评估，学校要确保现有７个二级国家重点
学科顺利通过，还要力争２个培育学科转正，成为正式的国家重点学科。这还不够，我们
还希望有更多的省部级重点学科进入国家重点学科行列，同时若干个一级学科进入一级

国家重点学科队伍。我校目前有９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还没有一级重点学科，中国农
大有６个一级重点学科，南京农大有４个一级重点学科。客观地说，我们还有还很大的
差距，还要做很多的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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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建设方面，有专家说，一流学科应到达五星级学科水平。那么，五星级学科有

什么样的内涵呢？第一，在人才队伍方面，要有一批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为代表的拔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学术队伍要有国际

竞争力，比如拥有国际学会的主席，国际学术杂志的主编，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第

二，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可供比较的通用指标，包括生源质量、学科和

创新竞赛奖励、就业率、就业满意度等；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指标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第三，在科技工作方面，要有重大成果，在基础研究上有重大原创性发现，在应用

和转化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更形象地说，要有国家科技奖，特别是一等奖，要

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第四，在平台建设方

面，要有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野外台站为标志的高层次

研究平台。第五，在学科方向方面，既要符合国家发展需求，又要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只

有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方面，才能达到五星级学科的标准。我们要按照五星级标准，来评

判我校的学科水平，明确学科发展目标，谋划学科建设思路。

最近到各学院进行调研，我从调研中了解到，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紧密围绕国

家重大需求，推动和引领西部旱区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比如小麦育种、肉牛研究。我理解，各个学科特别是农学学科，一定要找到国民

经济的主战场，紧跟国家重大需求，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一个学科领域的某一

个方向，能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那一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肯定是国内

领先的，在国际上也必定是有影响力的。以果树学为例，华中农大的果树学是全国排列

第一的。提起华中农大的果树学，大家就会想起柑橘和邓秀新院士。在柑橘的产业链

上，从育种到生产加工，华中农大绝对是国内龙头老大。所以，华中农大承办了２０１０年
国际柑橘大会，邓秀新院士是大会主席。再比如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华中农大傅廷栋院

士的油菜研究是国际先进水平，世界杂交油菜种植面积的一半，都来自于傅院士发明的

波里玛细胞质不育学的研究成果。

抓好学科建设，首先要凝练好学科方向。凝练好学科方向，首先要抓住国民经济的

主战场，入主流、上大舞台，如果不在主战场做文章，仅仅是小打小闹，也很难建成一流的

学科。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意见》。农作物

新品种选育是国家需求，是农业科学研究的主战场。我们的育种学科如果不抓小麦、玉

米、水稻等主打粮食作物新品种选育，那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以赵洪璋院士、李振声院士

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在小麦新品种选育方面的杰出成就、对国家农业发展的卓越贡献，确

立了我校作物遗传育种学科的学术地位，确立了学校在国家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所以，

每一个学科都要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需求，抓住国民经济主战场，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凝练好学科方向，这样才能建设一流的学科。

在学科建设上，除了国家重大需求，还要紧跟国际学术前沿。我们要建设的大学不

仅是国内一流的，更应当是国际水平的。什么是国际水平，有什么衡量标杆呢？外国很

少有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等重要奖项，他们的衡量标准是重大原创

性的科学发现和高水平学术论文。我们要建设国际水平的大学和学科，就要与国际接

轨、走国际化道路，遵守国际学术规则，这也是我校大力引进优秀人才、鼓励发表高水平

·５６３·



学术论文的重要原因。从学科评价来看，国际通用指标是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ＥＳＩ），这是我国学术界最近几年、特别是“９８５工程”建设中引进的学术评价指标。中国
农业大学有４个学科进入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我校的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科学进入了
ＥＳＩ的前１％，南京农大有３个，华中农业大学是２个，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有１３个。
我们现在刚刚跨入这个门槛，在前１％里，还有相对排名的问题，这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比如，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戴维斯加州大学位居全球前２名，在
农业科学领域，美国农业部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全球排名第一。中国农大提出，到２０２０
年农业科学要进入前１％的１％，就是全球排名前万分之一，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从学科的内涵来看，我校这几年在基础研究发展很快，重要标志是高水平论文增长

幅度很大。去年的增长率是４０％，ＳＣＩ收录论文达６２０篇（第一作者、第一署名单位４１２
篇），但是我们决不能沾沾自喜，６２０篇仅相当于中国农大２００６年的水平（６１３篇），中国
农大２０１０年发表ＳＣＩ论文就达到了１００９篇。建设一流大学，学科是内核，学术是灵魂，
这就是我们狠抓学术创新能力，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原因。

（三）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完善产学研结合机制

研究型大学应当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和“推动

机”。我们要坚持走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道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科技创新和社

会服务齐举，做好“顶天”和“立地”这两篇大文章。

第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大幅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一是精心组织好各

类科技项目申报和立项工作，确保到位科研经费快速增长。近年来，国家在科技方面投

入很大，全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增长都很快，中国农大２０１０年就达到了１２亿元，我校今年
的到位科研经费目标是４．５亿元。要做大国家自然科学项目申报基数，提升立项率，力
争在杰出青年基金、国家基金重点项目上有所突破。面向“十二五”，加强重大科技专项

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项目的研究、策划和立项申报工作。二是加强科研基地建设。

继续做好“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和建设工作，做好农业部综合性、

专业性重点实验室申报，力争获批１～２个综合性实验室，３～４个专业性实验室。国务院
《批复》下发后，科技部对示范区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我校也将获得更多的倾斜

支持。最近科技部张来武副部长和曹健林副部长先后来杨凌视察，都明确表示在国家

“十二五”农村科技领域预备项目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调研

中，农学院、植保学院等学院都反映校内平台条件不能满足科研和教学需要，学校今年工

作要点特别强调要统筹做好校内外科研和实习基地建设。我们要深入推进科研用地、实

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逐步构建布局合理、设施先进、运行高效的平台体系。

三是强化科技成果产出能力。积极培育、集成有优势、有潜力、有特色的重大成果申报国

家和省部级奖，力争在国家奖数量和等级上有所突破。四是改进科研管理，广开渠道，完

善机制，提高对科教人员申报科研项目的指导和服务水平。完善科研信息管理平台，促

进日常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第二，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不断完善产学研结合机制，提升社会服务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一是要继续深入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科技推广模式。我校是一所国家

“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承担着重大的国家使命，我们一定要胸怀宽广，放眼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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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服务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在试验示范基地建设上，要立足陕西，遍及西北，辐射全

国，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在省内外新建一批产学研“三

位一体”的试验示范站，在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建设育种试验站，及一批农作物新品种

示范园。在服务产业领域上，要在大宗粮食作物和畜禽的试验示范基地建设上有新动

作、取得新进展。二是要充分发挥试验站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功能，将试验站建设成为

技术创新的源头、成果示范的窗口、技术培训的讲堂、创业实践的“孵化器”。以示范园、

示范户建设为核心，专家教授与基层科技力量密切配合，进一步探索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的有效机制。三是要紧密依托杨凌示范区做好技术示范与成果转化。同时，充分利用驻

区高新技术企业，为学生搭建实习、创业平台。张来武副部长和曹健林副部长都强调学

校建设发展和示范区发展要紧密集合，互利共赢。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我们

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平台，发挥好近水楼台的优越

条件。

（四）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今年，我们要继续启动、深化一些管理改革。

第一，全面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第二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制定出台科

学、合理的岗位职责和考核办法。进一步提高教职工待遇，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有利于团

队建设的激励机制。探索非事业编制用人机制，逐步建立多元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第二，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研究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章程》，积极推进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全面实施《学院工作规则》，进一步规范各学院（系、部、所）的管理与运

行。学院是学校的基本办学单元，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是学校改革的重点，只有办好学院，

才能办好现代大学。扩大教授委员会试点，大力推进教授治学。深化校院两级财务预算

改革，探索建立院系办学绩效评估体系。

第三，深化资源配置管理改革。加强院系和部门办学收入管理，强化学校统筹资源

能力。进一步完善学校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等公务经费控制措施。继续推进公共房屋、

试验用地、水电暖和大型仪器设备有偿使用改革。深化校办产业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

第四，深入贯彻教育部和中科院关于水保所的意见精神，理顺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

制，进一步加大对水保所建设支持力度。

第五，加强机关服务作风建设，大力提升管理效能。科学精细管理是建设高水平大

学的重要保障，我们要着力加强机关服务作风建设，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五）加强支撑保障条件建设，改善师生员工学习、生活、工作条件，构建和谐校园

第一，启动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半年要完成农科大楼、食品综合大楼的

规划设计，力争年内开工。启动文科综合楼、引进人才公寓的设计工作，以及动物实验中

心、作物温室和种质资源库的规划设计，部分项目根据学校财力和论证进展，适时启动

建设。

第二，完成“数字校园”三期建设工程。扩展校园“一卡通”使用范围，加强教学、财

务、科技、服务保障等信息资源库的对接共享。

第三，提高后勤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学校美化、亮化、绿化建设，完善供水、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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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系统，办好学生食堂，逐步为学生餐厅安装暖气。

第四，继续为教职工办实事。加强社区卫生中心建设，实施第三轮４５岁以下教职工
免费体检。提高离退休工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继续改善教学、实验、实习条件。办好

高新中学和幼儿园。全面启动学生宿舍安防设施安装工作，确保校园和谐稳定。

从年前宣布到任至今天开会，我来校时间刚好一个月。在此期间，我拜访了朱显谟

院士、山仑院士，部分老教授和引进人才，以及一直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老领导，

走访了一些管理部门和负责同志，利用春节假期研读了学校的一些文件，最近又到３个
学院进行调研，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只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以上所讲内容，不是很

全面，也不很到位，希望同志们结合学校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实际，提出积极的意见和建

议，我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强和改进。这学期，我要到每个学院、处室走一遍，全

面了解学校情况，欢迎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谋划和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

同志们，未来五年，是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关键奠基阶段。我们一定要紧紧

抓住国家实施教育、人才、科技三大规划的战略机遇，按照“三步走”的总体部署，坚持内

涵发展，强化质量提升，坚守使命、追求卓越，不动摇、不懈怠，努力开创学校“十二五”事

业发展新局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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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施国际化战略
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教
育规划纲要》）及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推进我校国际化办学进程，努力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步伐，现就

实施国际化战略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１．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

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

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

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就要求国内高水平大学必须借鉴世界知名大学发展经

验，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增强国际协同创新能

力，开展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具实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国际影

响力快速提高。

２．实施国际化战略是我校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我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明显的成效。但

是，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国际化办学的理念、层次和深度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师生员工

对国际化办学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国际视野还不够开阔，国际合作交流的意识还不够强

烈，管理组织体系还不适应国际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抓住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

机遇，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快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国际化进程，是实现

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

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总体思路和目标

１．总体思路。按照创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目标
要求，主动适应、积极跟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以强化国际化办学理念为先导，以

建设国际高水平农林水学科、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加快推进与

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合作，重点实施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提升工

程、人才培养国际化推进工程、国际科技合作能力建设工程和留学生教育发展工程，全面

构建、营造与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切实将国际化战略贯

穿在教学、科研、推广和管理服务的全过程，着力推动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战略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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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总体目标。借鉴、吸收国外著名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形成多层次、多
渠道、务实化的国际合作交流新格局，在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等领域建立一系列适应

国际化要求的体制机制、运行规范和标准体系，为学校全面突破，整体跨越，实现创建世

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目标创造环境、奠定基础。

到２０１５年，力争与１０所以上的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紧密、实
质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师资队伍中有海外经历的专任教师比例达到７０％以上，在学
校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外籍教师达到１００名左右。具有海外交流经历的在校生比例
累计达到１０％左右。留学生总规模达到６００名以上。“十二五”期间，有３～５个本科专
业在人才培养专业目标、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等方面初步实现国际化。建成面向国际学

生的研究生全英文授课专业３～５个。实施多边或双边国际合作人才培养项目３０个以
上。建成１０个以上实质性运行的中外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达到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到２０２０年，推动重点建设学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若干学科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学校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农业和生命科学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国际农业科技与教育合作的重要平台、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

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三、实施“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提升工程”

１．加强海外优秀人才引进。围绕学科建设规划，结合国家 “千人计划”、“长江学者
计划”、“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中科院“百人计划”、陕西省“百人计划”和“三秦学者计

划”等各项重大人才计划的实施，着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面向海外知名高校和科研

机构，加快延揽优秀博士和博士后。积极探索按“学术团队”引进机制。力争“十二五”

期间，引进海外优秀人才２００名以上。
２．实施海外研修（培训）项目。继续实施“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和“管理干部海

外培训计划”，启动实施“实验技术骨干海外进修计划”，不断丰富师资队伍海外经历，开

拓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国际视野，提升管理人员的国际化意识和管理能力。“十二五”

期间，每年选派１００名左右青年教师、实验技术骨干和５０名左右管理干部出国研修或
培训。

３．实施外籍专家聘任计划。设立专项资金，在重点学科和特色优势专业领域，探索
实施海外讲座教授、课程教师岗位制度，按年度或课程聘请一批高水平外籍专家学者来

校开展讲学或进行学术研究。“十二五”期间，各学院都要建立聘请高水平外籍教师为学

生授课的机制，各重点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改良中心、野外台站、试验

站等）都要形成聘请外籍专家开展合作研究的制度。

四、实施“人才培养国际化推进工程”

１．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吸收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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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和评价方式，推动学科（专业）整合、课程建设和学制改革，逐步建立具有我校特

色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积极引进国外优质课程和教材，充分利用数字校园平

台和现代信息技术，吸纳国际优质网络教学资源。积极推进双语教学，将双语课程建设

纳入精品课程和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体系。到２０１５年，引进和联合设计开发国际化课
程３０门以上，并实现全英文授课；每个本科专业和硕士学科专业至少开设１～２门双语教
学课程。

２．实施学生海外访学计划。继续实施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制订
并启动“本科生国际视野拓展计划”、“研究生国际竞争力提升计划”。设立专项资金，鼓

励和支持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和形式多样的访学活动，在欧美等地一流高校或研

究机构建设海外访学基地。到２０１５年，力争达到每年选派３００名左右的本科生和２００名
左右的研究生到国外交流访学，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高科研素养和交流能力。

３．创新国际合作培养模式。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加快推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研究
机构）合作培养人才进程。积极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开展“２＋２”、“３＋１”、“３＋２”及
“２＋１”、“１＋２”等本科生、研究生合作培养项目，探索建立双方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
位互授联授机制。把我校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优等生项目建设成为高水平示范项目，带

动合作培养模式的改革。积极发挥学校各个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基地）在人才培养中的

作用。

五、实施“国际科技合作能力建设工程”

１．实施“国际合作伙伴计划”。各院系和重点科研机构要本着实质合作、互惠双赢的
原则，确定若干个长期、稳定、富有实效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

术交流等方面全方位开展深度合作。“十二五”期间，每个学院和重点研究机构都要与２
所以上的国（境）外知名大学的相关院系、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每

位教授都应有国际合作“伙伴”。鼓励各学院和重点科研机构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协同

创新研究。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伙伴单位的专家资源，组建我校学科建设国际咨询委员

会，探索建立学科和人才的国际评估、咨询机制。

２．加强国际学术研究平台建设。加强现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的建设，明确各平台的
功能定位和建设规划，加强多学科协作创新，发挥平台的聚集效应，实现规范化、实质性

运作。依托学校的优势学科以及重点发展领域，进一步扩大与国外一流大学（研究机构）

合作，新建一批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不断增强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的开放

功能，使其成为我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以学校试验示范站为依托，加强

科技推广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３．积极承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制定激励政策，支持科教人员参与多边、双边和区
域性、全球性的重大科研合作项目。鼓励科教人员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委援外农业科技

项目。发挥“国际科技合作种子基金”作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孵化和培育。探索

构建国际合作平台、海内外人才、重大研究项目集成机制，力争在旱区农业、资源环境、食

品安全、生物技术等优势学科或国际热点领域，汇聚一批优秀人才，承揽一批重大项目，

实现国际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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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支持、鼓励主（承）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和支持学院
及重点科研机构主（承）办国际学术组织的年会、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举办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１０场（次）以上。进一步加强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的品牌建设，
使其成为国际农业科教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

支持师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鼓励科教人员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力争有５人以上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国际重要期刊担
任重要职务。借鉴国际办学经验，探索实施教师学术休假制度，使科教人员有充分时间

参与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

发挥学校重点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窗口作用，积极争取在旱区农业研究领

域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提高国际化办刊水平，加强与海外学术机构的期刊交流，力争１～２
个期刊成为ＳＣＩ、ＥＩ或ＳＳＣＩ的源刊。

六、实施“留学生教育发展工程”

１．扩大留学生规模。抓住教育部实施“留学中国计划”的重大机遇，加大招生宣传力
度，创新招生机制，扩大留学生规模。积极争取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招生指标。设立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吸引、鼓励海外各类自费留学生来校攻读学位或进修。

选择我校优势学科和特色研究领域，建设针对海外学生的访学基地，吸引海外学生来校

访学交流。

２．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健全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机制。加强留学生教
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优化留学生培养方案。充分发挥学校特色学科优势，启动全英文授

课专业建设，打造一批全英文授课精品课程，使之成为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

３．提高对外汉语教育能力。选聘优秀对外汉语教师，提高对外汉语教育质量。积极
筹划申办对外汉语专业，吸引更多的国外语言生来校进修学习。力争将我校建设成为国

家外国留学生农林类汉语预科教育基地。结合学校国际合作交流需求，探索在海外建立

孔子学院。

七、创造良好的国际化办学环境

１．营造浓厚的国际交流氛围。加强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强化观念
引导，增强广大师生推进国际化的决心和信心。开设提高学生跨文化理解力和国际交往

能力的专门课程，举办国外名师讲堂、国际文化节等活动，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

化交流。完善学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规范各类管理和服务系统的中英文标识，全方位

创造良好的国际交流校园环境。

２．加大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办好校、院和重点科研机构英文网站，着力提升
设计水平，丰富网页内容。系统策划、制作宣传学校形象纪念品、画册、影像等对外宣传

媒介，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力。积极与新闻媒体合作，有效宣传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充分发挥海归人才对外联络和交流的作用，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加大海外校友工作力

度，探索建立海外校友支持学校发展的新机制。

３．加快国际化办学条件建设。校园基础能力建设要适应国际化办学的要求，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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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留学生公寓和外国专家公寓，为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提供良好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八、加强领导，创新机制，确保国际化战略取得实效

１．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实施国际化战略领导小组，负责战略规划和政策制订，
协调重大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和考核、评价工作。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承担国际化战略

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各有关职能部门承担相关任务的落实。各学院院长、

书记要亲自部署推动本学院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分管院领导要具体负责国际化办学有关

任务的落实。各职能部门和学院要密切配合，明确任务，形成强大合力，全力推动学校国

际化战略的实施。

２．理顺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各职能部门、学院、科研基地、教授专家的作用，建
立学校主导下，以学院（系、所）、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平台、基地）为主体，以教授

专家为主角，职能部门合力推动，教职工和学生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新机制。

有关职能部门、学院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强化协同管理与服务。承担

专项任务的职能部门和学院，要确定领导具体负责，责任到人。有关部门可根据工作需

要，设立专门机构或专职岗位，负责组织实施。注重加强管理、服务队伍的国际交流能力

建设。

３．加大经费投入。统筹“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经费，设立实施国际化战略专项经费，每年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以保证国际化战略的各项
工程、计划、项目落到实处。

４．加强考核评估。建立国际化战略实施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根据总体目标任
务，将指标分解到各学院及有关单位，并将工作业绩作为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单位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书必须明确国际合作与交

流的任务指标，学校将其完成情况作为年终考核和评优依据。学校设立国际合作与交流

工作专项奖，对年度考核先进单位给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实施国际化战略是推动学校加快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

任务，各有关部门及各学院（系）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抢抓发展机遇，深

化改革创新，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项目（计划）实施方案或意见，着

力推进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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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制发的管理文件索引

序号 发出日期 文 号 内容摘要

１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 校教发［２０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千门课程上网

工程建设方案》的通知

２ ２０１１０１１３ 校研发［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日常教育

管理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３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校人发［２０１１］９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二轮岗位设

置意见》的通知

４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校人发［２０１１］１０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二轮岗位聘

用实施办法》的通知

５ ２０１１０４１３ 校人发［２０１１］１０１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职工出国管

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６ 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校教发［２０１１］１１１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委员会条

例》的通知

７ ２０１１０５０４ 校财发［２０１１］１２１号 关于对科研、推广项目经费按比例收取水电

暖资源使用费的通知

８ ２０１１０５１６ 校研发［２０１１］１３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

位论文评选及奖励办法》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

暂行规定》的通知

９ ２０１１０５１８ 校财发［２０１１］１３５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小金
库”专项治理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１０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校研发［２０１１］１６２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

业与申请学位前学术水平基本要求暂行规

定》等三项规定的通知

１１ ２０１１０６０３ 校研发［２０１１］１６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

位授予工作的暂行规定》等六项管理规定和

办法的通知

１２ ２０１１０６２０ 校人发［２０１１］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１３ ２０１１０６２０ 校人发［２０１１］１７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推广系列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１４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校教发［２０１１］２２０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班学

生校内选拔办法》的通知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７３１ 校产发［２０１１］２４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及支持大学科技园发展的政策》的通知

１６ ２０１１０８３１ 校学发［２０１１］２５８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宝钢教育奖评

选办法》的通知

１７ ２０１１０９０５ 校研发［２０１１］２６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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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２０１１０９２１ 校人发［２０１１］２９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接收应届毕业

生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１９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校办发［２０１１］３７０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的通知

２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校研发［２０１１］３７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

术新人奖评选办法》的通知

２１ ２０１１１２０７ 校研发［２０１１］３８７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补充办法（试行）》的

通知

２２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校财发［２０１１］３９１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网络收费办法》

的通知

２３ 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校后发［２０１１］３９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础设施维修

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４ 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校科发［２０１１］３９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管理

办法》的通知

２５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校财发［２０１１］３９９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项目经费

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６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校学科发［２０１１］４０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１１工程”建
设项目仪器设备购置与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

２７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校学科发［２０１１］４０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９８５工程”建
设项目仪器设备购置与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

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校学发［２０１１］４３０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宣传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校教发［２０１１］４３５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业预

警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３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７ 校党发［２０１１］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３１ ２０１１０１１９ 校党发［２０１１］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院工作规则

（试行）》的通知

３２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 校党发［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总体发展战略

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３３ ２０１１０１２１ 校党发［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化建设与发

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３４ 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校党发［２０１１］１６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宣传思
想工作要点》的通知

３５ ２０１１０５０５ 校党发［２０１１］２１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要事项议事

决策规则（暂行）》的通知

３６ ２０１１０５０９ 校党发［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进一步理顺水土保持研究所管理体制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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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２０１１１０１１ 校党发［２０１１］４２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施国际

化战略，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意见》

的通知

３８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校党发［２０１１］４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法制宣传教育

第六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３９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校党发［２０１１］５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的意见

４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校党发［２０１１］５３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实施办法》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处级

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４１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 办学发［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恒大助学金评

选办法》的通知

４２ 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党办发［２０１１］２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工作要
点》的通知

４３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党办发［２０１１］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学校两级党委中心
组政治理论学习提纲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

安排的通知

４４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党办发［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重点工
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４５ ２０１１０９０７ 党办发［２０１１］１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学校两级党委中心
组政治理论学习提纲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

安排的通知

４６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党办发［２０１１］１５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委常委会议和校长办公会

议有关准备和组织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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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发表媒体 作　者 日　期

１ 高校学生无限创意过新年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３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千门课程上网

工程”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构建产学研紧密

结合办学新体制
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４ 启动“千门课程上网工程” 光明日报
杨永林　张哲浩

靳　军 ２０１１－１－１８

５ 国家奶山羊良种繁育及产业化技术体

系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新华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８

６ 西北农林科大一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８

７ 国家奶山羊良种繁育及产业化项目通

过验收
中国国门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９

８ 奶山羊良种繁育及产业化技术通过

验收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９

９ “种”出高品质的葡萄酒 科学时报 张双虎 ２０１１－１－２４

１０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１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凤凰网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２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３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新华网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４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５ 孙其信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１６ 西北农林科大校长孙其信与学生共度

除夕夜
科学时报

李晓春

张行勇
２０１１－２－９

１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提出小麦抗旱

三措施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２－１５

１８ 西农大专家深入抗旱一线指导工作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２－１６

１９ 大会前夕记者探访委员驻地 同商国是

政协委员准备好了
金融时报 庞东梅 ２０１１－３－３

２０ 两会聚焦：牢牢把握“十二五”发展的正

确方向
陕西日报

卓九成　孙文生
张　鑫 ２０１１－３－５

２１ 挑战极不寻常　成就历史少有 中国网 施　维　王　瑜 ２０１１－３－５

２２ 创新推广模式　促进农业现代化 经济日报 张　毅 ２０１１－３－７

２３ 陕西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为破“垃圾围

城”出谋划策
西安晚报 ２０１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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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１－３－８

２５ 解“垃圾围城”难题须城乡一体通盘

考虑
中国网 崔晓刚 ２０１１－３－８

２６ 我们的“十二五”保供给：基础夯实，再

夯实

人民网—

人民日报
陈仁泽　崔　鹏 ２０１１－３－８

２７ 张光强解析现代农业 需要高科技更需

要现代营销方式
人民网 ２０１１－３－９

２８ 代表热议西部人才问题：让更多的“孔

雀”西部飞
新华网 ２０１１－３－１３

２９ 代表委员议教育：抓住机遇发展职业

教育
中国教育新闻网 孙　巍 ２０１１－３－１３

３０ 中国农业大学赵广永教授与学院国家

基金申请人面对面交流
中国网 黎登寨 ２０１１－３－１４

３１ 又一个五年开新局 凤凰网 王　炜 ２０１１－３－１４

３２ 张光强：让农民看到科技的威力 和讯网 安　娜 ２０１１－３－１８

３３ 国家公益性行业苹果科研专项通过农

业部验收
陕西日报 支勇平　郑　栋 ２０１１－３－２１

３４ 国家公益性行业苹果科研专项通过农

业部验收
新华网 ２０１１－３－２２

３５ 杨凌示范区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新华网 ２０１１－３－２２

３６ 赵乐际、赵正永、张光强在京看望李岚

清同志
西部网 赵广东 ２０１１－３－２５

３７ 中西部地区高校２０１１年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在陕西举行

新华社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３８ 中西部地区高校１１年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在杨凌举行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３－２７

３９ 中西部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举行 三秦都市报 苗嘉诚 ２０１１－３－２７

４０ 中西部高校２０１１年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在杨凌举行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３－２７

４１ 共同努力积极支持建设一流农林大学 中国绿色时报 焦玉海 ２０１１－３－２８

４２ 农业科技推广专家的一天 新华网陕西频道 陈　晨 ２０１１－４－１０

４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展园将亮相西安世

界园艺博览会
中国新闻图片网 支勇平／摄 ２０１１－４－１０

４４ 科技助力农民迈过致富“最后一道坎” 新华网 陈　晨 ２０１１－４－１１

４５ 河北农大毕业生群体事迹在高校引起

强烈反响
中国教育报 杨晨光　章仙踪 ２０１１－４－１１

４６ 陕西著名作家走进杨凌 用文学关注西

农与杨凌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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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陕西著名作家走进杨凌采风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４－１８

４８ 高校博物馆如何走出“深闺”服务大众 陕西日报
王晓阳　王　鹏

刘　露 ２０１１－４－１９

４９ 高校博物馆如何实现由“校内”向“公

众”服务转变
中国教育新闻网

王晓阳　王　鹏
刘　露 ２０１１－４－１９

５０ 第七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术研讨会

在杨凌举行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４－２１

５１ 姚引良陪同徐冠华刘遵义在杨凌考察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４－２３

５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专题报告会特

聘徐冠华刘遵义为名誉教授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４－２４

５３ 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分院

成立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５４ 西北农林科大探索产学研有效结合体

制纪实
中国教育报 姜乃强 ２０１１－４－２８

５５ 产学研结合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１－４－２８

５６ ２０１１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园迎宾 科学时报 ２０１１－５－３

５７ 强化农作物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 农民日报 ２０１１－５－６

５８ 全国农科专家聚首杨凌 探讨做强植物

源农药产业
西部网 张　琳 ２０１１－５－１０

５９ 中外专家杨凌研讨中国肉牛选育改良

与产业发展
西部网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５－１０

６０ 西农科大小麦优良品种挺进豫皖鄂苏 陕西日报 郑　栋　郭　军 ２０１１－５－１５

６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展园在西安世园会

竣工亮相
中青在线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５－１７

６２ 西北农林碱性蛋白酶生产技术获国家

发明专利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５－１８

６３ 专家聚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讨创新

人才培养
中国日报 靳　军 ２０１１－５－３１

６４ 专家聚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讨创新

人才培养
新华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５－３１

６５ 高校代表齐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讨

创新人才培养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５－３１

６６ 中国肉牛品种亟待走出“引进—退化”

怪圈
科学时报 李晓春　张行勇 ２０１１－６－１

６７ 高校代表齐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讨

创新人才培养
重庆晨报 靳　军 ２０１１－６－２

６８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在杨

凌召开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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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发表媒体 作　者 日　期

６９ 杨凌：小镇变身农科城 甘肃经济日报 何成军 ２０１１－６－３

７０ 记 ２０１０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刘
春雷

陕西日报 张　梅 ２０１１－６－３

７１ 中外专家聚杨凌研讨我国肉牛选育

改良
科技日报 史俊斌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６－３

７２ 陕西优良小麦新品种表现优异 科技日报 史俊斌 ２０１１－６－９

７３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　服务国家水
利事业科学发展

人民网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７４ 直播世园会　走进西农生态科技馆感
受别样农业与环保

西安网 张　钊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７５ 收获的季节 中国教育网 张学军 ２０１１－６－１１

７６ 农林科大培育的杂交小麦品种亩产连

续多年超６００公斤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６－１４

７７ “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培训班在西北

农林科大开班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６－１５

７８ “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培训班在西北

农林科大开班
新华网 易同民 ２０１１－６－１６

７９ 西北农林科大培育的杂交小麦品种亩

产超６００公斤 新华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６－１６

８０ 我省番茄新品种“西农２０１１”通过省级
鉴定

陕西日报 程　伟 ２０１１－６－１８

８１ 西北农林科大举行毕业典礼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６－２８

８２ 西北农林科大嘹亮歌声庆党９０周年 中国林业新闻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６－２９

８３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杨凌共识” 求是理论网 杨中华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８４ 杨凌成为农业科技人才培训的“黄埔军

校”
和谐陕西 张晓奇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８５ 女研究生当“猪倌”做村官　嫁到山村
引轰动

西安晚报 石俊荣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８６ 昆虫馆蝴蝶标本琳琅满目　温室孕育
着蝴蝶的生命

西部网 黄亚平 ２０１１－７－３

８７ 羽化成蝶 西安晚报
黄亚平　文　刘

珂　图 ２０１１－７－４

８８ 杨凌博览园与共青团西安莲湖区委建

课外实践基地
西部网

靳　军
何　涛 ２０１１－７－４

８９ 陕西百余名中职学校教师在农林科大

学接受培训
西部网 汪月琴 ２０１１－７－４

９０ 周卫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调研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２０１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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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题 发表媒体 作　者 日　期

９１ 海峡两岸学生“同根·同源”暑期文化

交流活动举行
人民网

邓　楠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６

９２ “同根·同源”血脉情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６

９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领导会见台湾客人 中国台湾网 ２０１１－７－７

９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会见台湾大学林

达德一行
中国台湾网 ２０１１－７－７

９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育成早熟甜油桃新

品种
中国食品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９

９６ 西北农林科大育成早熟甜油桃新品种 中国绿色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９７ 陕西实施大学生助理下派计划 新华网 沈忠浩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９８ 全国２００名大学生赴秦岭宣传保护大
熊猫　为期１０天 华商报 卢红曼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９９ 西北农林科大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启动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１００ “ＷＷＦ秦岭首年使者”再次奔赴秦岭 中国图片新闻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１０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热议中央水利

工作会议
西部网 杨远远 ２０１１－７－１２

１０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入选“美景中

国”１５强 西部网
靳　军
何　涛 ２０１１－７－１２

１０３ 赵正永高度肯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红

枣试验站工作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７－１４

１０４ ２００余名ＷＷＦ秦岭首年使者奔赴秦岭 中国绿色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８

１０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育成早熟甜油桃新

品种
农民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８

１０６ 西北农林助力“凤椒”腾飞 种植水平和

质量不断提高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７－１９

１０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助力“凤椒”腾飞 新华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７－１９

１０８ 海峡两岸大学生“同根·同源”暑期文

化交流活动在陕举行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７－１９

１０９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陕西分营活动在

西安举行
陕西日报 万　君　许朝阳 ２０１１－７－２０

１１０ 《自然》文章：中国科研重“量”更需重“质” 科学网 张　笑／编译 ２０１１－７－２１

１１１ 赵正永在杨凌调研 陕西日报 杜朋举 ２０１１－７－２３

１１２ 现代农业发展的杨凌模式 陕西日报 孙文生　万　君 ２０１１－７－２５

１１３ 庆祝十周岁生日 三秦都市报 苗嘉诚 ２０１１－７－２８

１１４ 举行创刊十周年座谈会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７－２８

·１８３·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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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杨凌：科技创新驱动内生发展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７－２９

１１６ 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建５所高校 新华网 许祖华 ２０１１－８－３

１１７ 教育部与陕西省政府签署协议重点共

建五所高校
中国教育报 杨晨光 ２０１１－８－３

１１８ 陕西与教育部继续共建部属高校 西安晚报
刘　振　刘　青

赵　超 ２０１１－８－３

１１９ 记“陕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郁飞 陕西日报 李琼燕　高　媛 ２０１１－８－５

１２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推广助力“凤

椒”大丰收
陕西日报 靳　军　郭　妍 ２０１１－８－５

１２１ 滨州与西北农科大、杨凌示范区达成三

方合作协议
人民网

王　新　裴庆力
杨瑞卿

２０１１－８－５

１２２ 女村官考上公务员　女研究生的别样
人生路

三秦都市报 ２０１１－８－１０

１２３ 陕西全面启动基层干部　科学发展主
题培训行动

陕西日报 杜朋举 ２０１１－８－１０

１２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抗旱节水小麦新品

种选育成功
陕西日报 靳　军　张　梅 ２０１１－８－１２

１２５ 西北农林科大帮村民科学养殖致富 中国教育报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８－１５

１２６ 全国玉米栽培学术研讨会在陕召开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８－１９

１２７ 陕西：抗旱小麦新品种普冰 ９９４６选育
成功

农民日报 靳　军 ２０１１－８－２２

１２８ 旱区农业咋节水 西安日报 刘　剑 ２０１１－８－２２

１２９ 旱区农业高效用水学术会议在杨凌

召开
陕西日报 郑　栋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８－２３

１３０ 全国玉米栽培学术研讨会在陕召开 陕西科技报 支勇平　张　梅 ２０１１－８－２４

１３１ 杨凌：培养我国旱作农科人才的“黄埔

军校”
陕西日报 孙文生　张晓奇 ２０１１－８－２９

１３２ 陕西开始集中培训换届后乡镇主要负

责人

陕西广播电视台

新闻联播
周建龙　张　勇 ２０１１－９－２

１３３ 中国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

重建研究中取得成果
凤凰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３

１３４ 中国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

重建研究中取得成果
新华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４

１３５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研究结硕果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６

１３６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重建研

究取得重大成果
陕西日报 支勇平　郑　栋 ２０１１－９－６

１３７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重建研究获

突破
陕西科技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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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我国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重

建研究获新成果
中国绿色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８

１３９ 我国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重

建研究获新成果
中国绿色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１１

１４０ 新生冒雨军训　校长敬礼致意 中国青年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１２

１４１ 一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西安新闻网—

西安晚报
２０１１－９－１４

１４２ 百余专家聚会杨凌共商半旱地农业发

展问题
西部网 靳　军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１４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两海外高层次人才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陕西日报 郑　栋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２３

１４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批旱区作物高效

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２３

１４５ 杨凌博览园接受国家 ４Ａ级景区创建
验收

西部网 靳　军　雷和涛 ２０１１－９－２６

１４６ 山仑院士：黄淮海地区应实行半旱地

农业
科学时报 张行勇　贺根生 ２０１１－９－２７

１４７ 从“杨树林”到“摇钱树”———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山阳核桃试验示范实录
科学时报 张　晴　张行勇 ２０１１－９－２７

１４８ 西农大博览园成为国家４Ａ级景区 西安晚报 刘　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２７

１４９ 西北农林科大博览园通过国家４Ａ级景
区验收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２７

１５０ 新生军训上演“雨中曲” 科学时报 支勇平／摄影报道 ２０１１－９－２７

１５１ 周长奎看望慰问世园会“小蜜蜂” 中国青年报 孙海华　朱美玲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１５２ 西北农林科大新增两位“千人计划”入

选者
科技日报 史俊斌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１５３ 记者走基层：跳出“龙门”进农门 “我当

农科技术员”
西部网 王渭征 ２０１１－１０－９

１５４ 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立足

优势　以人为本 科学新闻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１５５ 刘同先的西进路线 神州学人 段风华 ２０１１－１０－１１

１５６ 西北农林科大 ５００名志愿者服务世
园会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１５７ 百名代表聚杨凌共商高校博物馆建设

与发展
西部网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１５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５００名志愿者服务
世园会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１５９ 第十一次全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

在杨凌召开
陕西日报 王晓阳　郑　栋 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１６０ “农民”教授刘同先　获首批国家“千人
计划”入选

西部网 段风华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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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大学生志愿服务世园会 中国教育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１６２ 全国百家党报老总走进杨凌采访活动

拉开帷幕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１６３ 全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杨

凌召开
人民网 田亚玲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１６４ 杨凌模式造就中国绿色硅谷 西安日报 程建设　肖持纲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１６５ 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首批试点部署 科技日报 马爱平　操秀英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１６６ 杨凌，希望的田野 郑州日报 张云波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１６７ 全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召开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１６８ 西北农林大５００名志愿者服务世园会 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１６９ 苹果熟了，农民笑了 科学时报 杨远远　张行勇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７０ 团省委与西北农林科大签署协议 促进

农村青年创业和人才培养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１－２

１７１ “两地三方”农业科技战略合作年会

召开
陕西日报 苏同敏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２ 科技进步让农民超越“吃苦耐劳” 新华网 陈　晨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３ 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在杨凌隆
重举行

西部网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４ 农高会：世界农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５ 中加以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第四次圆桌

会议在杨凌举行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６ 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隆重开幕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７ 西北农林科大农高会“亮剑”推介数字

化农业平台
西部网 敬泽昊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８ 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举行　探
讨旱区农业未来

中国广播网 王朝宇　刘　涛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１７９ 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举行 陕西电视台 ２０１１－１１－７

１８０ 以色列客人参观农业数字化精准管理

模型
陕西日报 尤书印　徐　秦 ２０１１－１１－７

１８１ 第十八届中国杨凌农高会举行记者招

待会
陕西日报

郑　栋　肖　倩
杨　光 ２０１１－１１－８

１８２ 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携“黄金

草”亮相农高会
中国食用菌商务网 ２０１１－１１－８

１８３ 肉牛奶牛改良与论坛召开 科技日报 史俊斌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１８４ 教育部组团参展第十八届杨凌农高会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１８５ 我省玉米育种取得重大突破 陕西日报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１８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支农见闻 中国教育报 靳　军　张学军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４８３·



续表

序号 标　　题 发表媒体 作　者 日　期

１８７ 西北农林科大博览园成为国家４Ａ旅游景区 中国广播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１８８ 西北农林科大博览园成为国家４Ａ旅游景区 人民网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１８９ 西北农林科大博览园成为国家４Ａ旅游
景区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１９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薛吉全团队：汗洒阡

陌育嘉禾
科学网 李晓春　张行勇 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１９１ 杨凌农林博览园：教授团队打造的中国

农业科普景区新典范
中国秦岭旅行网 晁　瑞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１９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成为国家４Ａ
旅游景区

科技日报 史俊斌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１９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阳县核桃试验示

范站见闻
光明日报

杨永林　张哲浩
张　晴 ２０１１－１１－２１

１９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博士学位论文被

评为全国优秀
西部网 李晓春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１９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正式成为国

家４Ａ级旅游景区 科学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９６ 让毕业生在属于自己的天地大有作为 陕西日报 郑　栋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９７ 西北农林科大培训村官近２万人 三秦都市报 张晓奇　苗嘉诚 ２０１１－１１－２６

１９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研讨会
新华网 姜转宏　张　晴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１９９ 西北农林科大系统谋划深入推进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
西部网 姜转宏　张　晴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２００ 全省县级党委农工部长培训班结业 陕西日报 吴莎莎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２０１２届毕业生
供需洽谈会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０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系统谋划和深入推

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陕西日报

郭　妍　姜转宏
张　晴 ２０１１－１２－２

２０３ 西北农林科大博览园成国家４Ａ景区 中国绿色时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２－５

２０４ 女教师放弃留城进山支教　患重病床
上挂念学生

华商报 李正善　宁　峰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２０５ 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学科群建设在陕

西启动
陕西日报 党朝晖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２０６ 四所高校组成团队对口支援西藏职业

技术学院
中国教育报 毛　帽 ２０１１－１２－８

２０７ 杨凌农林博览园：教授团队打造的农业

科普景区新典范
中国旅游报 晁　瑞 ２０１１－１２－８

２０８ 白水县果农给西北农林科大送匾谢

专家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９ 大学老师探望齐春会 华商报 赵雄韬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２１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年音乐会隆重

上演
陕西日报 支勇平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５８３·



书书书

学校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分类情况统计表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序号 单 位

党 员 人 数

合计
在岗

职工
离退休

学生党员

总
数

研
究
生

本
科
生

其他

在岗

职工

人数

学
生
总
数

研
究
生
数

本
科
生
数

党员比例（％）

在岗

职工

党员

比例

学生

党员

比例

研究生

党员占

研究生

总数比例

本科生

党员占

本科生

总数比例

合 计 １４３３３ ２１２６ １０４０１０９４０４５８２６３５８ ２２７ ４４４２ ２８５１０ ６５２５ ２１９８５ ４７．８６ ３８．３７ ７０．２２ ２８．９２
１ 机关党委 ３７１ ３７１ ６５０ ５７．０８
２ 农学院党委 ６１３ ９３ １ ５１５ ２８５ ２３０ ４ ２１４ １２７８ ３７８ ９００ ４３．４６ ４０．３０ ７５．４０ ２５．５６
３ 植保学院党委 ６７３ ６９ ５８３ ３４２ ２４１ ２１ １４３ １２５７ ４６５ ７９２ ４８．２５ ４６．３８ ７３．５５ ３０．４３
４ 园艺学院党委 ５５５ ７４ ４８１ ２９３ １８８ １４９ １２２３ ４０４ ８１９ ４９．６６ ３９．３３ ７２．５２ ２２．９５
５ 动科学院党委 ７７３ ７０ ２ ７０１ ３６１ ３４０ １７９ １６３５ ４８３ １１５２ ３９．１１ ４２．８７ ７４．７４ ２９．５１
６ 动医学院党委 ８１５ ５７ ７５８ ３６０ ３９８ １２５ １３４８ ４９１ ８５７ ４５．６０ ５６．２３ ７３．３２ ４６．４４
７ 林学院党委 １０７９ ８７ ９８８ ５１６ ４７２ ４ ２０８ ２１８５ ６７６ １５０９ ４１．８３ ４５．２２ ７６．３３ ３１．２８
８ 资环学院党委 ９６９ ８１ １ ８５８ ４５５ ４０３ ２９ １５０ ２１４１ ６８３ １４５８ ５４．００ ４０．０７ ６６．６２ ２７．６４
９ 水建学院党委 ８９９ １１１ ７８１ ２５４ ５２７ ７ ２１９ ２４９５ ３４７ ２１４８ ５０．６８ ３１．３０ ７３．２０ ２４．５３
１０ 经管学院党委 １２１４ ８０ １１０９ ４１３ ６９６ ２５ １３３ ２９９６ ６２９ ２３６７ ６０．１５ ３７．０２ ６５．６６ ２９．４０
１１ 生命学院党委 ９２７ ８５ ７９６ ３４６ ４５０ ４６ ２０６ １９９１ ５７６ １４１５ ４１．２６ ３９．９８ ６０．０７ ３１．８０
１２ 理学院党委 ３５３ ８３ ２７０ １５６ １１４ １８８ ８３１ ２４７ ５８４ ４４．１５ ３２．４９ ６３．１６ １９．５２
１３ 机电学院党委 ８５３ ８２ ７４５ １５３ ５９２ ２６ １５４ ２３４５ ２１０ ２１３５ ５３．２５ ３１．７７ ７２．８６ ２７．７３
１４ 信息学院党委 ５０７ ４６ ４６１ ６３ ３９８ ８５ １２８３ ７８ １２０５ ５４．１２ ３５．９３ ８０．７７ ３３．０３
１５ 食品学院党委 ５６９ ６５ ５０４ ２３９ ２６５ １１１ １４２６ ２８７ １１３９ ５８．５６ ３５．３４ ８３．２８ ２３．２７
１６ 人文学院党委 ３８９ ６３ ３２６ １４０ １８６ １０５ １０２８ ２４１ ７８７ ６０．００ ３１．７１ ５８．０９ ２３．６３
１７ 葡萄酒学院党委 ２５４ ３４ １ ２１９ ９１ １２８ ３９ ５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８７．１８ ３８．０９ ７２．８０ ２８．４４



　　续表

序号 单 位

党 员 人 数

合计
在岗

职工
离退休

学生党员

总
数

研
究
生

本
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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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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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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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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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党员

比例

学生

党员

比例

研究生

党员占

研究生

总数比例

本科生

党员占

本科生

总数比例

１８ 外语系党委 ２４３ ７１ １７２ 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５ ５６８ ５６ ５１２ ５２．５９ ３０．２８ ６４．２９ ２６．５６
１９ 成教学院党委 ４５４ ２４ ４３０ ４３０ ２９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４ ８２．７６ ４１．１９ ４１．１９
２０ 创新学院党总支 １７１ ６ １６４ １６４ １ ９ ７１２ ７１２ ６６．６７ ２３．０３ ２３．０３
２１ 水保所党委 １６９ ９０ ７９ ７９ １７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５０．２８ ５３．０２ ５３．０２
２２ 离退休职工党委 ９９９ ２３ ９５６ ２０ ３７ ６２．１６
２３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１５３ １３７ １６ ３９５ ３４．６８
２４ 资产经营公司党委 ９０ ５５ １０ ２５ １２５ ４４．００
２５ 场站管理中心党委 １３３ ６３ ６８ ２ ２１８ ２８．９０
２６ 图书馆党总支 ４８ ４７ １ １３６ ３４．５６
２７ 体育部党总支 ３１ ３１ ５９ ５２．５４
２８ 医院党总支 ２９ ２８ １ ６２ ４５．１６

说明：

１．以上各项数字来源于２０１１年党内统计年报。
２．其他系指家属、复员转业待安置、学生毕业未就业、公派或因私出国、出境逾期未归的人员。



主编出版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时间 使用专业 出版类型

１ 农业生态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廖允成 ２０１１年８月 农学 种子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
划教材

２ 遗传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曙东 ２０１１年６月 全校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农林规
划教材

３ 园林工程建设施工组织与管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蒲亚锋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园艺、园林专业
园林工程建设技术丛书（第 ２
版）

４ 兽医公共卫生学（第二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张彦明 ２０１１年４月 动医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５ 基因工程（第二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陈　宏 ２０１１年６月 生技、农学、园艺、动
医、植保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６ 科研基本方法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李孟楼 ２０１１年８月 高等农、理、工、文科 无

７ 土壤学 科学出版社 耿增超 ２０１１年８月 水保、林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
材

８ 水利工程概论 黄河水利出版社 辛全才 ２０１１年８月 水工、农水、水资等
专业

全国高等院校水利水电类精品
规划教材

９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中国铁道出版社 何东健 ２０１１年４月 应用型本科
普通高等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
规划教材

１０ 食品试验优化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杜双奎 ２０１１年８月 食科、食工、生工、食
安等专业

高等学校专业教材

１１ 食品微生物学 郑州大学出版社 樊明涛 ２０１１年９月 食科、食安等专业
普通高等教育食品类专业“十二
五”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食品类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教材



　　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时间 使用专业 出版类型

１２ 食品化学 郑州大学出版社 刘邻渭 ２０１１年９月 食科、食安等专业
普通高等教育食品类专业“十二
五”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食品类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教材

１３ 食品安全概论 郑州大学出版社 张建新 ２０１１年９月 食科、食安等专业
普通高等教育食品类专业“十二
五”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食品类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教材

１４ 葡萄酒分析检验 中国农业出版社 王　华 ２０１１年６月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１５ 生物学综合实习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姜在民 ２０１１年５月 生物学、农科各专业 无

１６ 植物生理学学习指导与题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继澍 ２０１１年６月 生物学、农科各专业 无

１７ 有机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傅建熙 ２０１１年１月
农林水高等院校及
其他生物学科各专
业本科

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

１８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杨正亮
赵晓农

２０１１年１月 农林高等院校本科 无

１９ 社会调查方法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李松柏 ２０１１年９月 社会学、公共事业管
理

无

２０ 大学体育教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马文军
霍子文
牟红侠

２０１１年８月 全校各专业 无

２１ 大球运动项目的教学与训练方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 沈贵庆 ２０１１年５月 全校各专业 无

２２ 新编体育与健康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杨新林 ２０１１年８月 全校各专业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时间 使用专业 出版类型

２３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程序设计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李书琴 ２０１１年３月 非计算机类专业 无

２４ 农业昆虫学（第四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袁　锋 ２０１１年３月 制药专业
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
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２５ 遗传学实验指导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王竹林 ２０１１年８月 农学、园艺、种子、植
保、生技、生工

无

２６ 水土保持实验研究方法 科学出版社 刘增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水保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
材

２７ 动物生殖免疫学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

李青旺 ２０１１年９月 动科、动医 无

２８ 数学建模 中国农业出版社 连　坡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非数学专业的理工
类及管理科学类

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
规划教材



各类培训班举办情况表

领导干部培训班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培训对象 班次
培训

人数
举办时间

培训

天数

１ 环境美化与心理调适自主选学专题培

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４ １３５

３．８－３．１１，
３．２９－４．１，
９．１３－９．１６，
１０．１８－１０．２１

４

２ 环境变化与自然灾害自主选学专题培

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１ ２３ ３．８－３．１１ ４

３ 中华农耕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自主选

学专题培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３ ９０

３．２９－４．１，
５．３１－６．３，
１０．１１－１０．１４

４

４ 秦岭解密自主选学专题培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４ １６２

４．１２－４．１５，
５．３１－６．３，
９．１３－９．１６，
９．２０－９．２３

４

５ 食文化与营养保健自主选学专题培训

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４ ９３

４．１２－４．１５，
６．２１－６．２４，
１０．１８－１０．２１

４

６ 科技革命与现代农业自主选学专题培

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１ １６ ６．２１－６．２４ ４

７ 食品安全与健康自主选学专题培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级机关干部 １ ３２ ９．２０－９．２３ ４

８ 陕西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市（厅）、县（处）级领导干部 １ ３５ ３．１７－３．２８ １２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培训对象 班次
培训

人数
举办时间

培训

天数

９ 陕西省现代农业与科技创新专题研究

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市、县农业局长 １ ３５ ３．１７－３．２８ １２

１０ 陕西省现代林业与科技创新专题研究

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市、县林业局长 １ ３８ ５．４－５．１５ １２

１１ 陕西省城市管理与社区建设专题试点

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街道办书记、主任 １ ３７ ５．４－５．１５ １２

１２ 宁夏吴忠市乡镇领导、村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

吴忠市委组织

部、党校
乡镇书记、主任、村党支部书记 ３ ２８９ ５．５－５．２３ ５

１３ 陕西省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

专题轮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街道办书记、主任 １０ ９８９ ６．１３－１２．３１ ７

１４ 陕西省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轮训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１５ １５２０ ９．１－９．６ ６

１５ 宁夏自治区生态移民乡、村干部培训班 宁夏自治区扶贫办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１ ５０ ６．２４－６．２６ ３

１６ 食品安全研究班 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市、县相关部门干部 １ ３４ １０．８－１０．２３ １５

１７ 安徽淮南现代农业主题培训班 淮南市农委 淮南市农业科技干部 １ ３４ １０．９－１０．１５ ７

１８ 青海乐都社会管理专题培训班 乐都县委组织部 乡镇党委书记、镇长 １ ６０ ９．２３－９．２７ ５

小 计 培训班次５４个，培训人数３６７２人



中职师资培训班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培训对象 班次
培训

人数
举办时间

培训

天数

１ 计算机应用 陕西省教育厅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１ ４４ ６．２８－８．１６ ５０

２ 现代种植技术 陕西省教育厅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１ ３３ ６．２８－８．１６ ５０

３ 会计 陕西省教育厅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１ ２４ ６．２８－８．１６ ５０

４ 计算机应用 陕西省教育厅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１ ２２ １１．２９－１２．２８ ３０

５ 园林 陕西省教育厅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１ １３ １１．２９－１２．２８ ３０

小 计 培训班次５个，培训人数１３６人



专业技术干部培训班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培训对象 班次
培训

人数
举办时间 培训天数

１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与实验室

建设管理紧缺人才培训班（第二阶段）

榆林市委人才办、

榆林市农业局

榆林市农产品检测实验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
１ ５０ ２．２０－３．２３ ３０

２ 陕西省农技体系推广技术人员粮油培

训班
陕西省农业厅

农技体系推广与改革示范县农技

人员
１ １３０ ３．１５－３．２４ １０

３ 青海省大通县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班
大通县人社局 大通县林业专业技术人员 １ ３６ ８．４－８．８ ５

４ 靖边县农民技术人员培训班 靖边县科技局 靖边县农民技术人员 １ ３５ １１．５－１１．９ ５

５ 榆林市苹果产业发展紧缺人才培训班
榆林市委人才办、

榆林市农业局
榆林市各县（区）苹果业技术人员 １ ５０ １１．１５－１２．２５ ４０

小 计 培训班次５个，培训人数 ３０１人



农村干部与实用技术培训班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培训对象 班次
培训

人数
举办时间

培训

天数

１ 陕西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

班

２ 陕西省大学生村官基层工作能力培训

班

３ 全省县级党委农工部长培训班

陕西省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１９ ２９７７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２０１２．１．１６ ６

兼任乡镇和村团组织领导职务的

在岗大学生村官
２ ２９３ ６．１７－６．２２

１１．２７－１２．１ ６

市委政研室主任、市县（区）委农工

部长、新农办主任
１ １４５ １１．２２－１１．２７ ６

４ 榆林市定边县设施农业新技术专题培

训班

定边县委农工

部
农业技术干部 １ ４７ ４．１６－４．２２ ７

５ 宜君县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核桃专业农

民技术员培训班

宜君县林业工

作站

核桃生产大户、专业技术员、林业

员
１ ５０ ６．２０－６．２５ ６

６ 陕西省促进青年创业“本香”行动第二

期培训班

共青团陕西省

委

有养殖方面创业意愿且具备相关

专业知识背景的我省在岗大学生

村官

１ １２０ ６．２９－７．３ ５

７ 山西省忻州市农村党员科技致富带头

人培训班

忻州市委组织

部
农村党员科技致富带头人 １ １２０ ７．１６－７．２１ ６

８ 陕西省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从

农类后续培养培训班

陕西省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
振兴计划从农大学生 ２ ３０４ ８．３０－９．２３ ７

９ 全省大学生村官综合能力提升示范培

训班

省委组织部组

织一处
２０１１年新聘用大学生 １ １５０ １０．１７－１０．２１ ５

１０ 宁夏彭阳县培训班
宁夏彭阳县扶

贫办

彭阳县整村推进村村干部、农民致

富带头人、农民经纪人
１ １２０ １１．１４－１１．１６ ３

小 计 培训班次３０个，培训人数４３２６人



教职工基本情况

类别

单位名称

合计

教 职 工 数

专任教师 管理人员 教辅人员 工勤人员 科研机构人员 校办企业职工
其他附设

机构人员

总　计 ４５６８ １６０９ ７１１ ７３３ １０１１ ２６６ １６４ ７４

其中：女 １５７５ ６１８ ２４０ ３４３ ２３５ ４３ ５４ ４２

正高级 ４７５ ３４０ ２７ ２８ ０ ７９ １ ０

副高级 ９３１ ４１８ １１５ ２２６ ０ １０８ ５２ １２

中 级 １５２２ ６８４ ３２８ ３６６ ８ ６７ ４２ ２７

初 级 ２７３ ５１ １０９ ６４ １８ ４ ６ ２１

无职称 １３６７ １１６ １３２ ４９ ９８５ ８ ６３ １４

其中聘任制 ４２９４ １６０６ ７１０ ７０５ ８１５ ２６１ １２３ ７４

其中：女 １５２７ ６１８ ２３９ ３３７ ２０５ ４２ ４４ ４２

正高级 ４７４ ３３９ ２７ ２８ ０ ７９ １ ０

副高级 ９２６ ４１８ １１５ ２２４ ０ １０６ ５１ １２

中 级 １４９９ ６８４ ３２８ ３５６ ５ ６４ ３５ ２７

初 级 ２６２ ４９ １０９ ５７ １６ ４ ６ ２１

无职称 １１３３ １１６ １３１ ４０ ７９４ ８ ３０ １４

　　注：统计数据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合计

按学历分 按学位分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 年龄结构（岁）

博

士

硕

士

本

科

大

专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其

他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初

级

其

他

３０岁
以下

３１～３５３６～４０４１～４５４６～５０５１～５５５６岁
以上

总计 １６０９ ７０３５２０３８６ ６９７６０３２８４ ２５３４０４１８６８３ ５１１１３ ２８９ ３８３ ３００ ２３５ ２３８ １２０ ４４

校领导 ７ ６ １ ６ １ ７ ２ ４ １

教务处 １ １ １ １ １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
１ １ １ １ １

学生工作处（党委学生工

作部）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４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办）
１ １ １ １ １

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１

生命科学学院 １４３ ８１ ４８ １４ ８０ ４９ １２ ２ ２８ ４４ ６１ １ ９ ２２ ３８ ３３ ２１ １７ １１ １

资源环境学院 １０３ ６８ ２１ １４ ６８ ２５ １０ ２６ ２９ ３５ ２ １１ １９ １７ １５ １４ ２５ １１ ２

理学院 １５４ ６０ ６１ ３３ ６０ ６４ ２８ ２ ２７ ３５ ７９ ４ ９ ３５ ３９ ２４ １８ ２２ １０ ６

动物科技学院 ８５ ５７ ２１ ７ ５５ ２３ ４ ３ ２３ ２８ ２８ １ ５ ９ １２ ２０ １８ １４ ９ ３

经济管理学院 １０８ ５４ ２９ ２５ ５４ ３８ １６ ２６ ２６ ４１ ４ １１ ２２ ２０ ２４ １４ ２１ ６ １

农学院 ６９ ５０ １３ ６ ５１ １３ ５ ２３ ２１ １９ ６ １２ ９ ８ ２４ ８ ６ ２

动物医学院 ６４ ５０ １０ ４ ４９ １０ ４ １ １９ １９ １８ ８ ９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６ ３ １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１１６ ３９ ４１ ３６ ３９ ４７ ２６ ４ ２６ ３７ ３９ ５ ９ １８ ２１ １８ １８ ２６ ８ ７



　　续表

单位名称 合计

按学历分 按学位分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 年龄结构（岁）

博

士

硕

士

本

科

大

专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其

他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初

级

其

他

３０岁
以下

３１～３５３６～４０４１～４５４６～５０５１～５５５６岁
以上

林学院 １１６ ４０ ３９ ３７ ３８ ５０ ２６ ２ ２５ ３４ ４６ ４ ７ １８ ２４ １８ １６ ２４ １３ ３

植物保护学院 ５６ ３８ １５ ３ ３８ １５ ２ １ ２５ １０ １８ ３ ３ １１ １７ ８ ８ ５ 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５６ ３７ １５ ４ ３７ １６ ２ １ １３ ２０ １６ １ ６ ９ １０ ２１ ７ ５ ２ ２

园艺学院 ５９ ３７ １３ ９ ３７ １８ ４ １９ １７ １８ １ ４ ５ １６ １１ ９ ９ ７ ２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１１０ ２６ ５３ ３１ ２６ ５９ ２４ １ １４ ２８ ５６ ７ ５ １７ ３５ １９ ２２ ９ ５ ３

人文学院 ５９ ２０ ２７ １２ ２０ ３１ ７ １ １０ １２ ２９ ８ １０ １９ １３ ４ ６ ５ ２

葡萄酒学院 ２０ １２ ５ ３ １１ ６ ２ １ ４ ６ ７ １ ２ ２ ４ ６ ４ １ ３

信息工程学院 ６８ １１ ３０ ２７ １１ ３７ １９ １ ６ １７ ３８ ２ ５ １９ ２２ １３ ５ ５ ４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

究部
３１ ７ ９ １５ ７ １５ ８ １ ２ ８ １８ ３ ３ １４ ２ ８ ２ １ １

外语系 １２１ ３ ５３ ６５ ３ ６３ ５４ １ ５ １５ ８９ １１ １ ３８ ４６ ２１ ７ ５ ３ １

国际学院 ５ ２ ３ ２ ３ １ ２ １ １ ４ １

创新实验学院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体育部 ４８ ９ ３９ １６ ２９ ３ ６ １２ ２３ ４ ３ １０ １３ ６ ６ １０ １ ２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 １ １ １ １ １



选留毕业生情况
２０１１年共选留毕业生１０３人，其中教师９５人，辅导员８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单位 籍贯 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岗位类型

报到

时间

１ 李文强 男 １９８２．０５ 农学院 陕西勉县 博士 浙江大学 作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１

２ 赵翠珠 女 １９８２．０７ 农学院 山东临沂 博士 山东大学 细胞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 刘　杨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农学院 河南洛阳 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４ 汪　勇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农学院 四川眉山 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 遗传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 李海峰 男 １９７０．１２ 农学院 河南南阳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８

６ 刘慧泉 男 １９８２．１１ 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大荔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 李泽涛 男 １９８６．０２ 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彬县 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８ 甄　爱 女 １９８６．１０ 园艺学院
内蒙古

巴彦淖尔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蔬菜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 颉登科 男 １９８７．０４ 园艺学院 甘肃静宁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地质工程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０ 何学青 女 １９８２．０３ 动物科技学院 甘肃民勤 博士 兰州大学 草业科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１ 王哲鹏 男 １９８０．１１ 动物科技学院
内蒙古察哈

尔右翼前旗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

殖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２ 李安宁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动物科技学院 山西临汾 博士 中山大学 动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３ 刘　铂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动物科技学院 河南内乡 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教学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４ 卢德章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动物医学院 山东郓城 博士 东北农业大学 临床兽医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５ 孙亚妮 女 １９８１．１１ 动物医学院 山东昌邑 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 预防兽医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６ 赵　钦 男 １９８２．０４ 动物医学院 山东莱阳 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 预防兽医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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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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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魏　强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动物医学院 陕西汉中 博士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细胞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８ 张仕强 男 １９８１．０８ 动物医学院 四川彭山 博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细胞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９ 王　妍 女 １９７９．０８ 动物医学院 山东临邑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临床兽医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 许文哲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动物医学院 河北清河 硕士 长安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１ 余　旋 女 １９８１．１０ 林学院 四川乐山 博士 四川农业大学 森林培育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２ 武海棠 男 １９８２．１１ 林学院 安徽宿州 博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化学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８

２３ 郝　婕 女 １９８３．０６ 林学院 河南汲县 硕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设计艺术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４ 刘　媛 女 １９８５．１１ 林学院 陕西蓝田 硕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设计艺术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５ 王　 男 １９８１．０９ 资源环境学院 辽宁丹东 博士 武汉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６ 王小娟 女 １９８２．０９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眉县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７ 刘金山 男 １９８１．０５ 资源环境学院 湖北丹江口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８ 邱炜红 女 １９８３．１１ 资源环境学院 江西南丰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２９ 田　慧 男 １９８３．０２ 资源环境学院 山东菏泽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０ 韦小敏 女 １９８３．０１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澄城 博士 山东大学 微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１ 张廷龙 男 １９８１．０６ 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会宁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２ 吉普辉 男 １９８３．０８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周至 博士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生态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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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蒋　锐 女 １９８４．０１ 资源环境学院 四川安岳 博士 北海道大学 土壤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０

３４ 杨秀娟 女 １９８１．１０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莱芜 博士 中国海洋大学 环境岩土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６

３５ 侯天顺 男 １９８１．０３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湖北郧西 博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岩土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６ 李向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烟台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７ 王　雷 男 １９８２．１２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黑龙江友谊 博士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

究所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８ 张　宁 男 １９８１．１１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安丘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９ 李会军 男 １９８１．１０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神木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０

４０ 谭亲跃 男 １９７５．１１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湖南洞口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１ 王　斌 男 １９８６．０１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高陵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５

４２ 鲁铁汉 男 １９８４．１０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兴平 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３ 吴凤娇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莱西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４ 赵继政 男 １９８２．０４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北张家口 博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４

４５ 邱昕洋 男 １９８０．０５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北平泉 博士 重庆大学 机械设计及理论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４

４６ 张彦钦 女 １９８０．０４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北辛集 博士 重庆大学 机械设计及理论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４

４７ 闫锋欣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南宝丰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８ 蔡晓妍 女 １９８２．０１ 信息工程学院 山东淄博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９ 杨黎斌 男 １９８１．０２ 信息工程学院 江西吉安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信息安全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０ 桂　恺 男 １９８３．１０ 信息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 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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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戴　涛 男 １９８６．０５ 信息工程学院 陕西临潼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２ 李文浩 男 １９８２．０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甘肃武威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

白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３ 王建国 男 １９８２．１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德州 博士 武汉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４ 张道宏 女 １９８１．０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新泰 博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

安全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５ 肖春霞 女 １９８４．０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西泰和 博士 南京工业大学 材料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６ 郭春锋 男 １９７８．１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黑龙江庆安 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７ 韩富亮 男 １９７９．０４ 葡萄酒学院 河南林州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生物技术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８ 秦　义 男 １９８２．０９ 葡萄酒学院 安徽利辛 博士 江南大学 发酵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５９ 傅　晶 女 １９８２．０４ 生命科学学院 湖北武汉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２

６０ 雷蓓蕾 女 １９８４．１０ 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澄城 博士 兰州大学 化学信息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６１ 李积胜 男 １９８３．１２ 生命科学学院 甘肃白银 博士 兰州大学 植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６２ 廖明帜 男 １９８３．０８ 生命科学学院 广西贺州 博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生物物理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６３ 史　玮 男 １９８１．０５ 生命科学学院 甘肃兰州 博士 兰州大学 植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２

６４ 赵　亮 男 １９８２．０８ 生命科学学院 河北沙河 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 植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８

６５ 齐亚飞 男 １９８４．０２ 生命科学学院 河南淮阳 博士 慕尼黑大学 植物分子生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１

６６ 王俊华 男 １９８７．０６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临朐 硕士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７

６７ 张　良 男 １９７９．０９ 理学院 山东日照 博士 四川大学 应用数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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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陈淑伟 女 １９８０．１０ 理学院 上海市 博士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有机化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５

６９ 汤江江 男 １９８３．０２ 理学院 陕西潼关 博士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０ 陈莹莹 女 １９８４．０２ 理学院 河南内乡 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 声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１ 周建军 男 １９８３．１０ 理学院 山东金乡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２ 朱志勇 男 １９７４．１０ 理学院 甘肃武威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基础数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３ 赵继红 男 １９８２．０５ 理学院 甘肃秦安 博士 中山大学 基础数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４ 田均勉 男 １９７９．１０ 理学院 河南新野 博士 第二军医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５ 徐家鹏 男 １９８４．０６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黄石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管理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６ 胡华平 男 １９８２．０９ 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桂阳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管理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７ 张　兴 女 １９８２．０６ 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魏县 博士 南开大学 世界经济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８ 骆耀峰 男 １９８４．０４ 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泰和 博士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经济管理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７９ 罗添元 男 １９８０．０７ 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绥宁 博士 武汉大学 保险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０ 龚直文 男 １９８０．１０ 经济管理学院 福建寿宁 博士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１ 姜　昕 女 １９８０．０５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资源环境经济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２ 李大垒 男 １９８２．０２ 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泰安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产业经济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３ 张晓宁 女 １９８１．０４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周至 博士 西北大学 产业经济与投资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４ 李政道 男 １９８４．０１ 经济管理学院 山西寿阳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系统工程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５ 谭东明 男 １９８４．０６ 经济管理学院 河南周口 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金融学 辅导员 ２０１１．０８

８６ 李荣华 男 １９７７．１２ 人文学院 陕西蒲城 博士 南开大学 中国古代史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３

８７ 赵晓峰 男 １９８１．１１ 人文学院 河南新野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８ 张世勇 男 １９７７．０８ 人文学院 陕西华阴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单位 籍贯 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岗位类型

报到

时间

８９ 赵　丹 女 １９８２．１２ 人文学院 河北唐山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０ 戴　瑾 女 １９７８．１０ 人文学院 吉林通化 博士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１ 郭占锋 男 １９７７．１１ 人文学院 陕西彬县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与管理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２ 杨乙丹 男 １９８０．１０ 人文学院 河南上蔡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史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９

９３ 杨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研究部
山东济南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４ 高小升 男 １９８０．０５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研究部
河南新安 博士 武汉大学 国际关系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５ 赵海霞 女 １９８２．０４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研究部
河南西平 博士 西北大学 专门史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６ 曾　柱 男 １９８１．０１ 国际学院 湖南衡阳 博士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７ 张蓉婧 女 １９８８．１２ 体育部 四川成都 学士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９８ 赵广举 男 １９８０．０４ 水土保持研究所 河南西平 博士 德国基尔大学 地理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４

９９ 方临川 男 １９８０．０６ 水土保持研究所 湖北罗田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００ 李　伟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水土保持研究所 山西寿阳 博士 兰州大学 草业科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０１ 金晶炜 女 １９８０．０６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黑龙江

齐齐哈尔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土壤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０２ 曹　扬 男 １９７７．０８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眉县 博士 东芬兰大学 林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０３ 何　忠 男 １９８０．１１ 水土保持研究所 四川苍溪 博士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第四纪地质学 教师 ２０１１．１１



本科生人数统计表

本科生分院系、年级学生人数统计表

学院

年级 人 数
农学 植保 园艺 动科 动医 林学 资环 水建 机电 信息 食品 葡酒 生命 理学 经管 人文 外语 成教 创新 总计

２００７
级

男 ９４ ９４

女 ６７ ６７

合计 １６１ １６１

２００８
级

男 １０５ ９２ １０５ １８３ ９７ １８２ １９２ ４０３ ３９６ １６７ ８７ ４３ １９２ ６６ ２７５ ９８ １２ １０７ １０８ ２９１０

女 １０９ ８３ ８６ １００ ７９ １７３ １２４ １３３ １３４ ８７ ２０５ ６０ １６９ ５２ ３７５ １０３ ５７ ２５０ ７４ ２４５３

合计 ２１４ １７５ １９１ ２８３ １７６ ３５５ ３１６ ５３６ ５３０ ２５４ ２９２ １０３ ３６１ １１８ ６５０ ２０１ ６９ ３５７ １８２ ５３６３

２００９
级

男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０９ ２０５ ９７ １８５ ２０４ ４２４ ４１６ １６４ ８１ ５１ ２０１ ７９ ２７９ ８０ １４ １０８ ７９ ２９９７

女 ９８ １０３ １１０ ９５ ７６ １７４ １４０ ９７ １０６ ９１ ２０９ ５３ １７９ ６１ ３９７ １１４ ６０ ２２６ ６０ ２４４９

合计 ２０８ ２１４ ２１９ ３００ １７３ ３５９ ３４４ ５２１ ５２２ ２５５ ２９０ １０４ ３８０ １４０ ６７６ １９４ ７４ ３３４ １３９ ５４４６

２０１０
级

男 １２６ ９７ ７８ １６２ ８７ １８８ ２０９ ４１５ ４２８ ２１９ ８８ ５２ １８０ ６８ ２５７ ７７ ５６ ９８ １１３ ２９９８

女 １０５ ９８ １１８ １１５ ８１ １８４ １４２ １３４ ９４ １０４ １８８ ７４ １６５ ６７ ３１１ ９１ ９６ １６０ ７０ ２３９７

合计 ２３１ １９５ １９６ ２７７ １６８ ３７２ ３５１ ５４９ ５２２ ３２３ ２７６ １２６ ３４５ １３５ ５６８ １６８ １５２ ２５８ １８３ ５３９５

２０１１
级

男 １３６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６５ ９５ １９２ ２７３ ４２５ ４３４ ２２２ ８３ ３９ １７７ １１３ １９０ ８９ ６５ ３７ １０６ ３０６０

女 ９５ ９９ １０４ １２５ ８５ ２２４ １６１ １１４ ９８ １４４ １７８ ７８ １４８ ７８ ２８１ １３５ １５２ ５２ ９６ ２４４７

合计 ２３１ ２０９ ２１３ ２９０ １８０ ４１６ ４３４ ５３９ ５３２ ３６６ ２６１ １１７ ３２５ １９１ ４７１ ２２４ ２１７ ８９ ２０２ ５５０７

总计

男 ４７７ ４１０ ４０１ ７１５ ４７０ ７４７ ８７８ １６６７１６７４ ７７２ ３３９ １８５ ７５０ ３２６ １００１ ３４４ １４８ ３５０ ４０６ １２０５９

女 ４０７ ３８３ ４１８ ４３５ ３８８ ７５５ ５６７ ４７８ ４３２ ４２６ ７８０ ２６５ ６６１ ２５８ １３６４ ４４３ ３６４ ６８８ ３００ ９８１３

合计 ８８４ ７９３ ８１９ １１５０ ８５８ １５０２１４４５２１４５２１０６１１９８１１１９ ４５０ １４１１ ５８４ ２３６５ ７８７ ５１２ １０３８ ７０６ ２１８７２



本科新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省份 计划数
录取数

合计 男 女
党员 团员 城应 城往 农应 农往

１８岁
以下

１９至
２０岁

２１至
２２岁

２３岁
以上

民族

汉族 其他

三好

优干

北京 １６ １３ ６ ７ ０ １１ １１ １ １ ０ ８ ５ ０ ０ １１ ２ ４

天津 １１２ １１４ ７０ ４４ ０ １１４ ６７ １ ４１ ５ ３６ ７６ ２ ０ １０８ ６ ０

河北 ３５７ ３７５ １９６ １７９ ４ ３６４ １０９ ４４ １１８ １０４ ９９ ２４１ ３４ １ ３５８ １７ １３

山西 ２４６ ２５９ １２６ １３３ １ ２２４ ５８ ４１ ７１ ８９ １０３ １３７ １９ ０ ２５９ ０ １

内蒙古 １２９ １４８ ６３ ８５ １ １４２ １０１ ７ ３６ ４ ５１ ９５ ２ ０ １１２ ３６ １３

辽宁 １４４ １７５ ９７ ７８ １ １７３ １１４ ４ ５０ ７ ６６ １０８ １ ０ １３５ ４０ １８

吉林 ６２ ７０ ３２ ３８ ０ ７０ ５１ ８ ８ ３ ２５ ４１ ４ ０ ６１ ９ １

黑龙江 ４４ ４６ ２２ ２４ ０ ４５ ３２ ２ ８ ４ １９ ２７ ０ ０ ４６ ０ ０

上海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江苏 ７８ ８５ ４６ ３９ ０ ８４ ４８ ７ ２３ ７ ４６ ３５ ４ ０ ８５ ０ ３５

浙江 ６６ ７３ ４０ ３３ １ ７２ ３３ １ ３８ １ ４５ ２８ ０ ０ ７３ ０ ０

安徽 １４７ １６５ １１３ ５２ １ １６０ ８４ ２４ ３７ ２０ ９０ ６７ ８ ０ １６５ ０ ３６

福建 ４０ ４２ ３３ ９ ０ ４１ ２３ １ １７ １ １４ ２５ ３ ０ ４０ ２ ０

江西 ６９ ７８ ６５ １３ ０ ７６ ２１ １１ ３０ １６ ４３ ３０ ５ ０ ７８ ０ ２

山东 ３８２ ４５５ ２６７ １８８ １ ４５２ １６０ ４１ １６５ ８９ １５１ ２４８ ５５ １ ４４８ ７ ２

河南 ４４８ ４７７ ３１０ １６７ ５ ４６３ １０７ ６１ １３１ １７８ １４４ ２６０ ７２ １ ４５９ １８ ３０

湖北 ９８ １００ ６８ ３２ ０ ９８ ２６ ７ ３９ ２８ ４３ ５５ ２ ０ ９５ ５ ２５



　　续表

省份 计划数
录取数

合计 男 女
党员 团员 城应 城往 农应 农往

１８岁
以下

１９至
２０岁

２１至
２２岁

２３岁
以上

民族

汉族 其他

三好

优干

湖南 １２５ １４４ ８３ ６１ １ １４０ ４９ １０ ６３ ２２ ８３ ５６ ５ ０ １２６ １８ ４８

广东 ２０ ２ １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广西 ２００ １６２ ９２ ７０ ３ １５２ ５１ １６ ６２ ３３ ４７ ９９ １５ １ １００ ６２ ３３

海南 ２０ ２３ １５ ８ ０ ２０ １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１２ １ ０ １９ ４ ０

重庆 ８３ ９４ ５５ ３９ ０ ９２ ３７ ５ ３７ １５ ４０ ５１ ３ ０ ８２ １２ ０

四川 １８６ １９１ １０８ ８３ ２ １８６ ５９ １６ ７２ ４４ ８６ ９５ １０ ０ １８４ ７ １

贵州 ７４ ８０ ５２ ２８ １ ７４ ２３ ９ ３５ １３ ２３ ３９ １６ ２ ４０ ４０ ２５

云南 １００ １１２ ５１ ６１ １ １０４ ３８ ２ ５６ １６ ４１ ６５ ６ ０ ８１ ３１ ３２

西藏 １２ ８ ６ ２ ０ ８ １ ０ ７ ０ ２ ５ １ ０ ０ ８ １

陕西 １３２８ １５６７ ８２０ ７４７ ８ １５１５ ５１２ １７０ ５３２ ３５３ ６１５ ８０５ １４０ ７ １５４６ ２１ ４

甘肃 ２１４ ２０８ １３１ ７７ １ １９６ ３２ ２３ ６４ ８９ ６８ １０２ ３７ １ ２０７ １ ８

青海 ７４ ７５ ３６ ３９ ０ ７１ ３０ ８ ３２ ５ ３８ ３６ １ ０ ５７ １８ ０

宁夏 ８５ ７７ ３３ ４４ ０ ７２ ２４ ８ ２９ １６ ２４ ４７ ５ １ ６１ １６ １６

新疆 １４０ １６３ ９２ ７１ １ １５８ ９１ １８ ４４ １０ ５７ ８５ １９ ２ １４０ ２３ １

新疆班 １０ １７ ８ ９ ０ １７ １１ ０ ６ ０ ２ １２ ３ ０ ５ １２ ０

西藏班 ２６ １１ ８ ３ ０ １１ ８ ０ ３ ０ １ ５ ４ １ ０ １１ ０

合计 ５１１４ ５６１０ ３１４６ ２４６４ ３３ ５４０８ ２０３０ ５４７ １８６１ １１７２ ２１２１ ２９９４ ４７７ １８ ５１８４ ４２６ ３４９

所占比例

（％）
５６．１ ４３．９ ０．６ ９６．４ ３６．２ ９．８ ３３．２ ２０．９ ３７．８ ５３．４ ８．５ ０．３ ９２．４ ７．６ ６．２



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类别 级别 主管部门
获批时间

（年）
校内依托单位 负责人

１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２０１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康振生

２ 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 实验室 国家级 发改委 ２０１１ 旱农研究院 吴普特

３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１９８９ 水保所 李占斌

４ 西部环境与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部共建 教育部陕西省 ２００３ 林学院 赵　忠

５ 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部局级 教育部 ２０００ 水建学院 蔡焕杰

６ 植保资源与病虫害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部局级 教育部 ２０００ 植保学院 张雅林

７ 国家林业局黄土高原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部局级 林业局 １９９５ 林学院 赵　忠

８ 陕西省植物源农药研究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１９９８ 植保学院 吴文君

９ 陕西省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１９９８ 农学院 张改生

１０ 陕西省经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１９９７ 林学院 苏印泉

１１ 陕西省林业综合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１９９５ 林学院 赵　忠

１２ 陕西省植物遗传工程育种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１９９３ 农学院 陈新宏

１３ 农业部西北地区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农学院 奚亚军

１４ 农业部西北旱区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农学院 薛吉全



　　续表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类别 级别 主管部门
获批时间

（年）
校内依托单位 负责人

１５ 农业部西北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质创制重点实

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园艺学院 王跃进

１６ 农业部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动医学院 张　涌

１７ 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

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植保学院 刘同先

１８ 农业部西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资环学院 周建斌

１９ 农业部西北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水保所 上官周平

２０ 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

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农学院 贾志宽

２１ 农业部西北设施园艺工程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专业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园艺学院 邹志荣

２２ 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综合性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综合性）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旱农研究院 吴普特



国家和省部级重点野外台站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类别 级别 主管部门
获批时间

（年）
校内依托单位 负责人

１ 陕西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野外台站 国家级 科技部 ２００６ 水保所 陈云明

２ 陕西秦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野外台站 国家级 科技部 ２００６ 林学院 张硕新

３ 陕西长武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野外台站 国家级 科技部 ２００５ 水保所 刘文兆

４ 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陕西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农学院 吉万全

５ 农业部杨凌作物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植保学院 康振生

６ 农业部兽用药物与兽医生物技术陕西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动医学院 周恩民

７ 农业部合阳农业环境与耕地保育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资环学院 同延安

８ 农业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西部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农学院 邱　凌

９ 农业部北方农业装备科学观测实验站 野外台站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１１ 机电学院 杨福增



国家和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类别 级别 主管部门 获批时间 校内依托单位 负责人

１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 科技部 １９９９ 水保所 吴普特

２ 杨凌农业生物技术育种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 科技部 １９９９ 农学院 张改生

３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 农业部 １９９８ 农学院 张改生

４ 国家肉牛改良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 农业部 ２００７ 动科学院 昝林森

５ 农业有害生物无公害控制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部局级 农业部 ２００３ 植保学院 张　兴

６ 小麦育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部局级 教育部 ２００６ 农学院 张改生

７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部局级 水利部 ２００６ 水保所 谢永生

８ 国家林业局西北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部局级 国家林业局 ２００７ 林学院 张文辉

９ 中药指纹图谱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共建 发改委陕西省 ２０１１ 生命学院 梁宗锁

１０ 陕西省动物胚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１ 动医学院 张　涌

１１ 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１ 植保学院 张　兴

１２ 陕西省农产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１ 食品学院 岳田利

１３ 陕西省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１ 葡萄酒学院 李　华

１４ 陕西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２ 动医学院 王华岩



　　续表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类别 级别 主管部门 获批时间 校内依托单位 负责人

１５ 陕西省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３ 园艺学院 邹志荣

１６ 陕西省循环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５ 农学院 杨改河

１７ 陕西省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５ 园艺学院 赵政阳

１８ 陕西省农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５ 机电学院 郭康权

１９ 陕西省现代节水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７ 水保所 吴普特

２０ 陕西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 农学院 高　翔

２１ 陕西省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９ 农学院 薛吉全

２２ 陕西省肉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科技厅 ２０１０ 动科学院 昝林森

２３ 陕西省小麦新品种培育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发改委 ２００８ 农学院 高　翔

２４ 陕西省现代牛业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发改委 ２０１０ 动科学院 昝林森

２５ 陕西省资源化学与可持续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发改委 ２０１０ 理学院 高锦明

２６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哲学社科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 人文学院 樊志民

２７ 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哲学社科研究中心 省级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 经管学院 霍学喜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序号 试验示范基地（站）名称 建设地点 项目来源 首席专家 专家职称 承担单位

１ 白水苹果试验示范站 渭南市白水县杜康镇苹果产业园 校推广专项 赵政阳 教授 园艺学院

２ 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代家村 校推广专项 杜军志 助研 园艺学院

３ 秦岭北麓（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站 宝鸡市眉县青化乡 校推广专项 刘旭峰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４ 西乡茶叶试验示范站 汉中市西乡县沙河镇枣园村 校推广专项 余有本 博士 园艺学院

５ 安康水产试验示范站 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 校推广专项 吉　红 博士 动科学院

６ 清涧红枣试验示范站 榆林市清涧县红枣产业园 校推广专项 李新岗 教授 林学院

７ 山阳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 商洛市山阳县十里乡任家村 校推广专项 翟梅枝 博士 林学院

８ 合阳葡萄试验示范站 渭南市合阳县坊镇北渤海湾村 校推广专项 李　华 教授 葡萄酒学院

９ 阎良蔬菜试验示范站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 校推广专项 张树学 教授 园艺学院

１０ 宝鸡凤县花椒试验示范站 宝鸡凤县 校推广专项 魏安智 教授 林学院

１２ 杨凌渭河樱桃试验示范站 杨凌区 校推广专项 蔡宇良 教授 园艺学院

１３ 渭南棉花试验示范基地 渭南市大荔县 校推广专项 刑宏宜 教授 农学院

１４ 西乡油菜试验示范基地 汉中市西乡县沙河镇枣园村 校推广专项 董振生 教授 农学院

１５ 靖边白绒山羊试验示范基地 靖边县 校推广专项 周占琴 研究员 动科学院

１６ 杨陵小麦、玉米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 杨陵区大寨乡西卜村 校推广专项 薛吉全 教授 农学院

１７ 榆林名优小杂粮新品种引进示范基地 榆林市农业局良种场 校地合作 柴　岩 教授 农学院

１８ 海南农作物南繁育种试验示范基地 海南省三亚市、陵水市 校推广专项 薛吉全 教授 农学院

１９ 陕北设施蔬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 延安市安塞县 省扶贫示范区 党永华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０ 太白高山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 宝鸡市太白县城关镇 省基金 程永安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１ 宝鸡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推广基地 宝鸡市太白县、千阳县 农业部、示范区 时春喜 高级农艺师 植保学院

２２ 蒲城县大棚西瓜基地 渭南市蒲城县 农业部、省攻关 张　显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３ 甘肃泾川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园 甘肃省泾川县城郊 校地合作 邹志荣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４ 铜川欧洲模式苹果示范基地 铜川新区坡头乡坡头村 农业部、省推广 李丙智 研究员 园艺学院



　　续表

序号 试验示范基地（站）名称 建设地点 项目来源 首席专家 专家职称 承担单位

２５ 泾阳酿酒葡萄示范基地 咸阳市泾阳县 农业部、示范区 李　华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６ 宁夏葡萄与葡萄酒科技示范基地
宁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业有限

公司
校企合作 李　华 教授 园艺学院

２７ 西安鹿原欧洲甜樱桃示范基地 西安市霸桥区狄寨镇 外专局、示范区 蔡宇良 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２８ 杨陵柿新品种示范基地 杨陵区 农业部、省推广 杨　勇 副研究员 园艺学院

２９ 宝鸡西部山区经济林果示范基地 宝鸡市陈仓区平头镇 省推广、宝鸡市 吕平会 高级工程师 林学院

３０ 凤县优质花椒生产示范基地 宝鸡市凤县 示范区、宝鸡市 魏安智 教授 生命学院

３１ 甘肃成县核桃良种示范推广基地 甘肃省成县 校地合作 刘朝斌 副教授 林学院

３２ 陇县奶牛高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 宝鸡市陇县唐家庄乡 学校科技扶贫 昝林森 教授 动科学院

３３ 陕北高效设施养羊科技示范基地 榆林市横山县马家梁村 省科技扶持 权松安 副研究员 动科学院

３４ 石泉蚕桑试验示范基地 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 校推广专项 钱永华 教授 动科学院

３５ 长安肉兔良种繁育与兔肉加工示范基地 西安市长安区陕西天鑫食品公司 校企合作 任战军 副教授 动科学院

３６ 宁夏盐池县滩羊选育及养殖配套技术示

范基地
盐池县滩羊繁育中心 校地合作 王永军 副教授 动科学院

３７ 宁夏农垦肉羊纯种繁育与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宁夏农垦企业集团暖泉农场 校地合作 陈玉林 教授 动科学院

３８ 杨凌节水科技博览园 杨凌示范区滨河路 科技部 吴普特 研究员 水保所

３９ 黄土高原沟壑区综合农业示范基地 咸阳市长武县洪家镇王东村 科技部、中科院 刘文兆 研究员 水保所

４０ 合阳旱作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渭南市合阳县基于甘井乡 省推广、示范区 李立科 研究员 资环学院

４１ 米脂山地红枣滴灌示范基地 榆林市米脂县 科技部 汪有科 研究员 水保所

４２ 宁夏固原草原生态试验示范基地 宁夏固原县云雾山 科技部 程积民 研究员 水保所

４３ 汉中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 汉中市略阳县、南郑县 校企合作 梁宗锁 教授 生命学院

４４ 周至“薪火”扶贫奶沼桃循环经济产业示

范基地
西安市周至县广济镇北庙村

美国唐仲

英基金会
曹斌云 教授 动科学院

４５ 西安市汉风台果林庄园 西安市雁塔区 农业部、西安市 韩明玉 教授 园艺学院

４６ 西安市葡萄高效栽培与经营示范园 西安市户县 校企合作 张振文 教授 葡萄酒学院

４７ 青海乐都设施蔬菜基地 青海乐都县 校地合作 邹志荣 教授 园艺学院



获科学技术进步奖成果

年份 获奖项目名称 国家级 省部级 等级 授奖部门 完成单位
第一
完成人

主要完成人

２０１１ 黄土高原旱地氮磷养分高
效利用理论与实践

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

二等 国务院 资环学院 李生秀
李生秀　王朝辉　高亚军　李世清
田霄鸿　周建斌　曹翠玲　翟丙年
李文祥　梁东丽

２０１１ 红枣良种选育及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研究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一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林学院 李新岗
李新岗　王长柱　高文海　张学武
宋晓斌　鲁周民　黄　建　赵建明
贺　忠　辛文军　屈志成

２０１１
秦川肉牛新品系选育及杂
交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示范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一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动科学院 昝林森
昝林森　史文利　刘小林　李青旺
王洪宝　田万强　侯放亮　刘　文
辛亚平　任建存　李　强

２０１１ 苹果矮砧集约栽培模式及
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一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园艺学院 韩明玉
韩明玉　李丙智　张林森　张满让
范崇辉　赵彩平　李高潮　马锋旺
魏钦平　姜远茂　刘凤之

２０１１ 西北五省区重要地方畜禽
遗传资源研究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二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动科学院 任战军
任战军　雷初朝　孙　超　孙世铎
魏泽辉　马　云　杨朝霞　侯文通
雷天富

２０１１ 高产多抗粮饲兼用玉米品
种陕单８８０６选育与推广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二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农学院 薛吉全
薛吉全　李凤艳　张兴华　王　弘
路海东　张仁和　马国胜　赵小峰
郝引川

２０１１
氮钾甜菜碱提高玉米抗旱
性的机理研究和抗旱型叶
面肥开发与示范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二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生命学院 张立新
张立新　李生秀　梁宗锁　高　梅
李世清　周　军　刘建朝　王翠云
李新平

２０１１ 木本植物木质部栓塞恢复
与限流耐旱机理研究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二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林学院 张硕新
张硕新　蔡　靖　姜在民　张远迎
申卫军　安　锋　黄菊莹　周新霞
刘立科

２０１１ 核桃深加工技术与综合开
发利用研究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二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食品学院 徐怀德
徐怀德　陈金海　姜　莉　罗安伟
罗仁仙　张印全　李厌伏　宁三龙
丁福斌

２０１１ 旋动式太阳能沼气系统关
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

三等 陕西省人民政府 农学院 邱凌
邱　凌　王惠生　王晨光　贾　彬
席新明　罗　涛　葛一洪



签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

序号 签订时间 开始日期 截止日期 机构中文名称
我方

签字人

有效

期限
合作范围 备注

１ ２０１１．４．３ ２０１１．４．３ 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 孙其信
美国“全球意识拓展”奖学金计

划、中美双学位项目、“２＋２”项目 续签

２ ２０１１．４．７ ２０１１．４．７ ２０１４．４．７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侯　曦 ３年 合作科研项目、共同科研活动、

科研人员学生交换、材料互换
新签

３ ２０１１．４．８ ２０１１．４．８ ２０１３．４．８ 挪威生命科学学院 侯　曦 ２年 联合培养、科研信息、科学家、专

家交换、联合培养项目
新签

４ ２０１１．４．１５ ２０１１．４．１５ ２０１４．４．１５ 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学

院
侯　曦 ３年 专业合作、合作科研、科教人员、

学生合作、联合培养
新签

５ ２０１１．５．１０ ２０１１．５．１０ ２０１４．５．１０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张光强 ３年 科研合作、教学科研人员交换、

学生交换项目
续签

６ ２０１１．５．２０ ２０１１．５．２０ ２０１６．５．２０ 中国台湾嘉义大学 孙其信 ５年 学生交流 续签

７ ２０１１．５．２７ ２０１１．５．２７ ２０１６．５．２７ 英国皇家农学院 侯　曦 ５年 教学、科研人员、学生交换、合作

研究
新签

８ ２０１１．６．１３ ２０１１．６．１３ ２０１６．６．１３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孙其信 ５年 学术人员互访交流、合作学术项

目、学生交换、交换科研信息材料
续签

９ ２０１１．６．１７ ２０１１．６．１７ 澳大利亚南十字星 侯　曦 合作研究、培训、学生教师交换 新签

１０ ２０１１．６．１７ ２０１１．６．１７ ２０１６．６．１７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孙其信 ５年 科研人员、学生交换、合作研究、学

术资料交换、共同组织学术会议
新签

１１ ２０１１．６．２７ ２０１１．６．２７ ２０１６．６．２７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 孙其信 ５年 交流科研材料、举办研讨会、招

收学生、合作指导论文
新签



　　续表

序号 签订时间 开始日期 截止日期 机构中文名称
我方

签字人

有效

期限
合作范围 备注

１２ ２０１１．７．１ ２０１１．７．１ ２０１６．７．１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

农业大学
侯　曦 ５年 教学、培训、研究项目、学生交

换、科研材料、出版物、信息交换
新签

１３ ２０１１．８．４ ２０１１．８．４ ２０１６．８．４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侯　曦 ５年
教师、学生交换、联合科研著作、

参加学术会议、交换学术材料、

短期科研项目

续签

１４ ２０１１．８．２９ ２０１１．８．２９ ２０１４．８．２９ 英国普拉姆普登学院 侯　曦 ３年
在酒业方面交换信息技术、教师

交流、学生实习交换、联合教学

科研

新签

１５ ２０１１．８．２９ ２０１１．８．２９ 中国台湾义守大学 孙其信

双方科教人员、科研单位学术交

流、学生交流、研究生联合培养、

教师互访

新签

１６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日本北海道大学 孙其信 ５年 教学科研人员、学生交流、共同

组织科研项目和研讨会
新签

１７ ２０１１．１１．５ ２０１１．１１．５ ２０１６．１１．５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

部
侯　曦 ５年 科研管理人员、学生交流、合作

科研
续签

１８ ２０１１．１１．６ ２０１１．１１．６ 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中心
孙其信

学生实习、教师、农户、推广人员

培训
新签

１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６．１１．１１ 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

斯大学
侯　曦 ５年 学生交换、科研人员交流、学术

项目材料、信息图书互换
新签



举办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举办时间 地点
参会

人数
参会外宾国籍

１
第七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术研讨

会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２２日 杨凌 １００

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

日本、韩国

２
中国首届国际园艺植物超低温保存

学术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８－３０日 杨凌 ６５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

法国

３
２０１１中国肉牛选育改良与产业发展
国际研讨会

国家肉牛改良中心、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２０１１年５月８－１０日 杨凌 ２６０

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荷兰

４ 旱区农业高效节水国际学术会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

节水农业研究院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２０日 杨凌 ９４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

５ ２０１１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
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陕

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７日 杨凌 １５７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日本、德国、瑞典、荷兰、

意大利、墨西哥、比利时、叙

利亚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学生情况

序号 留学基金委录取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专业 学历层次及年级 留学身份 留学院校
留学

期限

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１ 陈　琳 女 水建学院 水文学及水资源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奥克兰大学 ４８个月

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３ 姚慰炜 男 水建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慕尼黑工业大学 ４８个月

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４ 朱彭涛 男 水建学院 岩土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国立包豪斯大学 ４８个月

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５ 任文渊 男 水建学院 岩土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 ４８个月

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６ 宋梅梅 女 水建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利兹大学 ３６个月

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７ 李　威 男 农学院 农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康涅狄格大学 ４８个月

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８ 臧　闻 男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萨斯喀彻温大学 ４８个月

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０９ 张　阳 女 理学院 应用化学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４８个月

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０ 刘友涛 男 理学院 化学生物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格罗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１ 宋　胤 男 理学院 信息计算科学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都柏林大学学院 ４８个月

１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２ 夏崇靖 男 植保学院 植物保护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华盛顿州立大学 ７２个月

１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３ 罗承铭 男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渥太华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４ 石娟娟 女 机电学院 机电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渥太华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５ 岳　绒 女 机电学院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曼尼托巴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６ 李龙龙 男 机电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７ 王　捷 男 机电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卡尔加里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８ 张　琛 女 水建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圭尔夫大学 ４８个月



　　续表

序号 留学基金委录取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专业 学历层次及年级 留学身份 留学院校
留学

期限

１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１９ 李永新 男 园艺学院 蔬菜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纽卡斯尔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０ 茹　磊 女 园艺学院 蔬菜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纽卡斯尔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１ 巴巧瑞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弗赖堡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２ 高宁宁 女 园艺学院 园艺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３６个月

２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３ 王艳丽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瓦赫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４ 王素芳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普渡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５ 吕燕荣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瑞典农业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６ 于娜娜 女 园艺学院 蔬菜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格罗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７ 李国琴 女 园艺学院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昆士兰大学 ４２个月

２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８ 徐吉花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萨斯喀彻温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２９ 梁上松 男 信工学院 计算机系统结构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姆斯特丹大学 ４８个月

２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０ 潘世瑞 男 信工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悉尼科技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１ 李　晨 男 信工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０７级硕士 攻读博士 蒙纳什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３ 覃香菊 女 信工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都柏林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４ 何鸿举 男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都柏林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５ 付永伟 男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神户大学 ３６个月

３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６ 徐长云 女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圭尔夫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７ 甄红敏 女 食品学院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名古屋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８ 王小斐 女 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奥本大学 ４８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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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３９ 崔乐其 男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 ４８个月

３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０ 马　婧 女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奥克兰大学 ４８个月

３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２ 童美雪子 女 林学院 林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３ 周叶玲 女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乌特列支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４ 薛惠丹 女 林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明斯特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５ 王润丰 男 林学院 林学院园林专业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萨斯喀彻温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６ 郭　莹 女 林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巴塞罗那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７ 刘　颵 男 林学院 林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都柏林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８ 刘　涛 男 林学院 林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环境科学与林业科

学学院

６０个月

４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４９ 邹　臖 女 园艺学院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０ 陈元瑶 女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专业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１ 贾　永 男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德莱德大学 ４８个月

４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２ 李奇睿 男 林学院 生态学专业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柏林洪堡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３ 杜丽慧 女 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４ 李　冰 女 动科学院 草业科学 １０级硕博 攻读博士 九州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５ 刘丰云 女 经管学院 金融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立命馆大学 ３６个月

５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６ 袁南南 女 经管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神户大学 ３６个月

５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５７ 任洪浩 男 经管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格罗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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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２ 张　蕾 女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奥本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３ 梁冠翔 男 动医学院 动物医学院 动医０６１班 攻读博士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５ 徐志坤 男 动医学院 动物生物技术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４８个月

５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６ 马惠芳 女 资环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苏黎世联邦高等工

业学院
３６个月

５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７ 李可懿 女 资环学院 肥料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瑞典农业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８ 王　瑛 女 资环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兰卡斯特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６９ 张成钊 男 资环学院 水土保持专业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休斯敦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０ 薛　澄 男 资环学院 植物营养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基尔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２ 詹俊鹏 男 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亚利桑那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３ 陈努生 男 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佛罗里达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４ 吴　撼 男 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巴黎七大 ４８个月

６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５ 李　成 男 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昆士兰大学 ３６个月

６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６ 王豫琪 女 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７ 朱凤晓 女 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都柏林大学 ４８个月

６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８ 张　瞡 女 生命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昆士兰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７９ 费启立 男 生命学院 生物工程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奥本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１ 张　琼 女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马里兰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３ 王明刚 男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瓦赫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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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４ 张宁宇 女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５ 钟　瑜 女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慕尼黑工业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６ 杨涵江 男 动科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维也纳医科大学 ３６个月

７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７ 郭园文 女 动科学院 草业科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８９ 侯　敏 女 葡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ｌａｓｇｏｗ
格拉斯哥大学

４８个月

７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０ 俞方圆 女 资环学院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屯特大学，国际地理

信息科学与对地观

测学院（ＩＴＣ）
４８个月

７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２ 黄建升 男 动医学院 动物医学院 动医０６１班 攻读博士 奥本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３ 刘　江 男 理学院 生物物理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４ 代晓霜 女 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佛罗里达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５ 张淑亚 女 植保学院 植物保护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密歇根州立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６ 王　征 男 林学院 生态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麦吉尔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７ 韩　靖 男 动科学院 水生生物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 ３６个月

８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８ 袁亚林 女 经管学院 经管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九州大学 ４８个月

８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０９９ 马　超 男 动医学院 动物医学 动医０６１班 攻读博士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

分校
４８个月

８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０ 贺璐璐 女 动科学院 草业科学 ０７级本科 攻读博士 梅西大学 ６０个月

８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１ 谭东岳 男 水建学院 岩土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赫尔大学 ４８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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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２ 邱荣英 女 理学院 化学生物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威斯康星大学麦逊

校区
２４个月

９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６ 孙艳琦 女 水建学院 农业水土工程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哥本哈根大学 １８个月

９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８ 王　婧 女 农学院 种子工程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９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０９ 史　勇 男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普度大学 ２４个月

９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０ 李　莉 女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艾奥瓦（爱荷华）州

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９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１ 吕静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

究院
２４个月

９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３ 苏　莉 女 园艺学院 蔬菜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拿大农业部太平洋

农业食品研究中心
２４个月

９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４ 雷　琴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２４个月

９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５ 李冬花 女 园艺学院 茶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静冈大学 ２４个月

９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６ 陈学进 男 园艺学院 蔬菜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１８个月

９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７ 曲　东 女 园艺学院 果树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圣米凯莱农业研究所 ２４个月

１０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８ 吕新刚 男 食品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康奈尔大学 １２个月

１０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１９ 高清菡 女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１２个月

１０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０ 徐　超 男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马里兰大学 １２个月

１０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１ 孙道阳 男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２４个月

１０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２ 马　闯 男 林学院 森林培育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耶拿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０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３ 陈祖静 女 林学院 森林保护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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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４ 庄海燕 女 林学院 生态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阿尔伯塔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０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５ 安新东 男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哥本哈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０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６ 唐　楠 女 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瓦赫宁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０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８ 王志玲 女 林学院 森林培育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

食 品 部 ＡＡＦＣ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

２４个月

１１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２９ 谢芝春 女 林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拿大农业部园艺

研究与发展中心
２４个月

１１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０ 苗珊珊 女 经管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瓦赫宁根大学 １２个月

１１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１ 孙保敬 女 经管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维多利亚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１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３ 王丽佳 女 经管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密西根州立大学 １２个月

１１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４ 吴海霞 女 经管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 ２４个月

１１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７ 杨　冰 男 资环学院 环境科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马萨诸塞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１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８ 宇苗子 女 资环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ＴＵＤｒｅｓｄｅｎ） ２４个月

１１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３９ 王　洋 女 资环学院 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基尔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１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０ 韩　坤 男 资环学院 植物营养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

究院
２４个月

１１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２ 邵　辉 男 资环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

究院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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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３ 梁艳茹 女 资环学院 土壤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俄亥俄州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２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５ 陈　秦 女 资环学院 土壤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奥地利国家科学院 ２４个月

１２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６ 李霄云 女 资环学院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麻省大学－阿莫斯特 ２４个月

１２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７ 秦　魏 男 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卡桑高等师范学校 １２个月

１２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８ 徐舟影 女 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康奈尔大学 １２个月

１２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４９ 马燕春 女 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２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０ 王蕴非 女 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０９级直博 联合培养 佛罗里达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２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２ 李　丹 女 植保学院 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阿姆斯特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２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５ 孙　晶 女 植保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３个月

１２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６ 孙平平 女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明尼苏达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８ 王　燕 女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瓦赫宁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５９ 张　洪 女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霍恩海姆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０ 王光辉 男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普度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１ 罗怀勇 男 植保学院 植物病理学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密歇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３ 赵旺生 男 动科学院 遗传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
２４个月

１３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６ 任　刚 男 动科学院 遗传学 ０９级博士 联合培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２４个月

１３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７ 魏胜娟 女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华盛顿州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８ 吕英华 女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纽约大学 ２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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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６９ 高　倩 女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西北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３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０ 宁小敏 女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密歇根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４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１ 乐祥鹏 男 动科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４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３ 付瑞鹏 女 葡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学专业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２４个月

１４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４ 金　刚 男 葡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学专业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阿德莱德大学 ２４个月

１４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５ 韩国民 男 葡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学专业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２４个月

１４４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６ 王　芳 女 资环学院 植物营养 １０级博士 联合培养 马里兰大学 ２１个月

１４５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７８ 刘　敏 女 经管学院 旅游管理 １０级硕士 攻读博士 瓦赫宁根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４６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０ 张　超 男 水建学院 土木工程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国立包豪斯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４７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１ 卓　拉 女 水建学院 农业水土工程 １０级硕博 攻读博士 屯特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４８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２ 刘　辉 男 动医学院 预防兽医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蒙特利尔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４９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３ 段秋晓 女 林学院 森林培育 １０级硕博 攻读博士 弗赖堡大学 ６０个月

１５０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４ 杨保国 男 信工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约克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５１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７ 王浩同 男 经管学院 企业管理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吉森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５２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８ 宋传奎 男 园艺学院 茶学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弗赖堡大学 ４８个月

１５３ ２０１１６３０１８９ 陈晓钰 男 经管学院 农产品国际贸易 ０８级硕士 攻读博士 阿德莱德大学 ４８个月



长期聘任的外籍教师

序号 姓 名 性别 国 籍 学历 来校时间 所在单位 类 别 工作任务

１ ＶａｌｅｈＡｂｂａｓｉ 女 美国 大学 ２００７．８ 研究生院 语言类 硕士英语听说

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ｒｅｓｔＨａｒｌｏｗ 男 美国 大学 ２００９．９ 外语系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３ ＬｉｎｄａＬｅｅＤｅａｓｏｎ 女 美国 大学 ２００９．９ 外语系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４ 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ｅａｓｏｎ 男 美国 大学 ２００９．９ 外语系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５ ＭｏｎｉｋａＷａｌｔｅｒ 女 德国 博士 ２０１０．９ 研究生院 语言类 博士英语写作

６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女 美国 硕士 ２００４．８．２５ 研究生院 语言类 博士英语写作

７ Ｄｏｎｎａ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Ｏｒｔｅｇａ 女 牙买加 硕士 ２００９．９ 外语系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ｅｆｆｒｅｙＧａｌｅ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０３．２ 资环学院 专业教学类 资环学院外籍教师

９ ＭｅｌｉｓｓａＧａｌｅ 女 美国 大学 ２００３．２ 研究生院 语言类 硕士英语听说

１０ ＭａｒｔｉｎＥｄｗａｒｄＰａｒｋｅｓ 男 英国 博士 ２０１１．９．７ 研究生院 语言类 博士英语写作

１１ ＬｉｓａＡｎｎＳａｌａｄａ 女 美国 硕士 ２０１１．９．１５ 研究生院 语言类 博士英语写作

１２ ＰｈｉｌｉｐＲｏｂｅｒｔ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男 美国 学士 ２０１１．９．９ 研究生院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１３ 后藤美智子 女 日本 学士 ２００９．５．１８ 外语系 语言类 英语专业英语

１４ 宋卫宁 男 澳大利亚 博士 ２００６．３ 农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１５ 杜向红（宋卫宁之妻） 女 澳大利亚 不详 ２００６．３ 农学院 专业教学类 实验室

１６ 赵辛 男 加拿大 博士 ２０１０．４ 动科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１７ 张智英 男 加拿大 博士 ２００７．１２ 动科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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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魏慧霞（张智英之妻） 女 加拿大 学士 ２０１０．５ 档案馆 其他 档案馆管理员

１９ 颜永丰 男 法国 博士 ２００７．１０ 信息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２０ 刘艺杰 男 美国 学士 ２００７．１ 林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２１ 陈敏（刘艺杰之妻） 女 美国 学士 ２００７．１ 林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２２ 彭长辉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１１．７ 林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２３ ＤａｖｉｄＮｉｇｅｌＷ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男 英国 学士 ２００７．１１ 水保所 合作研究类 合作研究（研究员）

２４ 刘同先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０９．９ 植保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２５ 许金荣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０９．９ 植保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２６ ＳａｙｙｅｄＨｕｓｓｎａｉｎＡｌｉＮａｑｖｉｅ 男 英国 博士 ２０１１．５ 植保学院 专业教学类 聘为教授

２７ 周恩民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１０．６ 动医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２８ 王华岩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０６．９ 动医学院 专业教学类 专业课

２９ 张连英（ＬｙｎｄａＪａｎｇ） 女 澳大利亚 学士 １９９９ 水保所 合作研究类
杨凌中科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３０ Ｅｄｇａｒ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男 澳大利亚 学士 ２０１０．１ 水保所 合作研究类
杨凌中科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高级技术人员

３１ 张瑞明 男 加拿大 博士 ２０１０ 理学院 科学研究 理学院任教

３２ 奚绪光 男 法国 博士 ２０１１．６ 生命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３３ 王绍金 男 美国 博士 ２０１１．１１ 机电学院 科学研究 聘为教授

３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Ｂｅｒｂｉｇｉｅｒ 男 法国 学士 ２０１０．９ 高新中学 语言类 教授中学生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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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１ 刘昶焕 ＹＵＣＨＡＮＧＨＷＡＮ 韩国 Ｍ８７４１６６６３ 男 １９８０－１２－１２农业经济管
理

博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姚顺波

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２ 陆如中 ＬｕｃＮｈｕＴｒｕｎｇ 越南 Ｂ５２０６８９２ 男 １９８１－０８－０９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治理

博士 资环学院 ２０１１级 刘增文

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３栗山知之 ＫＵＲＩＹＡＭＡＴＯＭＯＹＵ
ＫＩ 日本 ＴＫ３９２６２６６ 男 １９８３－０５－０４农村发展与

管理
博士 人文学院 ２０１１级 樊志民

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４ 王　晨 ＭＷＡＬＥ ＭＡＳＯＺＩ
ＦＡＩＴＨ 赞比亚 ＺＮ１４０３２６ 女 １９９２－０３－３０农业经济管

理
本科生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５ 石熙明 ＳｅｏｋＨｅｅｍｙｕｎｇ 韩国 ＣＢ０６６６９５１ 男 １９８６－０２－２８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６ 阮氏幸 ＮＧＵＹＥＮ，ＴＨＩＨＡＮＨ 越南 Ｂ５４８４４７９ 女 １９８７－０９－１０企业管理 硕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魏　凤

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７ 何丽丽
ＰＥＭＢＥ，ＨＡＬＩＭＡＹＡ
ＨＹＡ 坦桑尼亚 ＡＢ４７１０８１ 女 １９７９－０８－２８农业经济管

理
硕士生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晓慧

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８ 黎氏贤 ＬＥ，ＴＨＩＨＩＥＮ 越南 Ｂ５４８４４７８ 女 １９８９－０５－１０企业管理 硕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赵敏娟

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９ 阮氏兴 ＮｇｕｙｅｎＴｈｉＨｕｎｇ 越南 Ｂ３８８９１５１ 女 １９８２－１１－２１生物技术 硕士 生命学院 ２０１１级 郁　飞

１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０ 阿贝尔 ＨＡＩＬＥ，ＡＢＩＥＬ 厄立特

里亚
Ｋ００４１３６１ 男 １９８４－０２－２３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
硕士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１级 罗　军

１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１ 沈俊明
ＫＨＡＮＺＡＩ，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ＳＨＥＥＤ

巴基

斯坦
ＫＺ４１０３１１２ 男 １９８７－０３－１４基础兽医学 硕士 动医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小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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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学号 中文姓名 护照姓名 国籍 护照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专业 学生类别 院系 年级 导师

１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２ 艾瑞沙 ＡＲＩＳＨＡＭＯＨＡＭＥＤ 埃及 Ａ０３８９２７４８ 男 １９８５－０９－２８蔬菜学 博士 园艺学院 ２０１１级 巩振辉

１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４ 梅氏皃 ＭＡＩＴＨＩＴＨＵ 越南 Ｂ５６４２６０５ 女 １９８６－０９－１１生态学 博士 林学院 ２０１１级 张硕新

１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５ 南　丁 ＴＳＥＤＥＮ ＮＡＮＤＩＮ
ＳＵＲＥＮ 蒙古 Ｅ０４７５１７０ 女 １９８０－０２－２７应用化学 博士 理学院 ２０１１级 高锦明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７ 唐　梅
ＫＡＲＡＮＤＥＮＩＹＡ ＭＡ
ＨＡＤＵＲＡＧＥ， ＷＡＴＨ
ＳＡＬＡＲＡＪＡＷＡＴＴＡ

斯里兰卡 Ｎ２６５１１７９ 女 １９７５－０８－２０农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

博士 机电学院 ２０１１级 何东健

１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８ 吴若兰 ＲＡＨＩＭＡＡＫＴＨＥＲ 孟加拉 Ｃ１０６０３９０ 女 １９８５－０４－２５农业经济管
理

博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霍学喜

１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９ 佳　琪 ＢＡＺＡＲＲＡＧＣＨＡＡ，
ＩＣＨＩＮＫＨＯＲＬＯＯ 蒙古 Ｅ０７６０４１８ 女 １９７５－１２－３１农业经济管

理
博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陆　迁

１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０阮氏青海 ＮｇｕｙｅｎＴｈｉＴｈａｎｈＨａｉ 越南 Ｂ５６３０３２０ 女 １９８１－０８－２４兽医学 博士 动医学院 ２０１１级 靳亚平

１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１ 陈文强 ＴＲＡＮＶＡＮＣＵＯＮＧ 越南 Ｂ５１１９９０９ 男 １９７９－０９－２０农业机械化
工程

博士 机电学院 ２０１１级 郭康权

２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２ 那　必 ＭＡＮＤＡＬ， ＭＤ． ＳＩＤ
ＤＩＫＵＮＮＡＢＩＭＡＮＤＡＬ 孟加拉 Ｃ００１６３５４ 男 １９７４－１０－０１作物遗传育

种
博士 农学院 ２０１１级 吉万全

２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３ 欧书海 ＯＴＨＯＳＯＨＡＩＬＡＨＭＥＤ巴基斯坦 ＡＢ２４４６１４１ 男 １９８２－０１－０３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

博士 植保学院 ２０１１级 吕志强

２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４ 史　蒙 ＳＯＭＭＡＬＡＴＨ ＳＩＳＡ
ＶＡＴＨ 老挝 Ｐ０７９０４９８ 男 １９７４－１２－２１区域农业发

展
博士 经管学院 ２０１１级 霍学喜

２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５ 万家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ＫＢＡＲ，
ＺＡＦＡＲＫＨＡＮ 巴基斯坦 ＸＵ４１１６５６１ 男 １９８４－０９－２６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
博士 植保学院 ２０１１级 刘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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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学号 中文姓名 护照姓名 国籍 护照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专业 学生类别 院系 年级 导师

２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６ 杜中兴
ＤＡＧＵＩＡ ＺＡＭＢＥ，
ＪＯＨＮＣＬＯＴＡＩＲＥ 中非 Ｏ０００００３８８ 男 １９８１－０２－１３生物化学 博士 生命学院 ２０１１级 雷　鸣

２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７ 陈明及 ＴｒａｎＭｉｎｈＴｏｉ 越南 Ｓ１０６９６０８ 男 １９８０－１２－２８林学 博士 林学院 ２０１１级 樊金栓

２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９ 范春正 ＰｈａｍＸｕａｎＣｈｉｎｈ 越南 Ｂ５２０８９５７ 男 １９７９－０４－２５水生生物学 博士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１级 刘小林

２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５０ 阮成兴 ＮｇｕｙｅｎＴｈａｎｈＨｕｎｇ 越南 Ｂ４６３１６９８ 男 １９７５－０５－２５野生动植物
保护

博士 林学院 ２０１１级 陈　辉

２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５１ 范　成 ＰｈａｍＴｈａｎｈ 越南 Ｂ５０５７７４１ 男 １９８４－０１－３１森林保护学 博士 林学院 ２０１１级 陈　辉

２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５３ 安　迪 ＡＮＤＲＩＡＮＴＡＨＩＮＡ，
ＦＡＲＡＦＩＤＹ

马达

加斯加
Ａ１０Ｖ６７０１５ 男 １９７９－１１－０４水生生物学 博士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１级 刘小林

３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５４ 康幕思
ＡＤＯＬＩＧＢＥ ＣＡＭＵＳ
ＭＡＨＯＵＧＮＯＮ 贝宁 Ｂ０１４５１２４ 男 １９８３－０９－０３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
博士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１级 昝林森

３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６ 方　芸 ＧＨＡＺＡＮＦＡＲＢＵＳＨＲＡ 巴基斯坦 ＮＵ４１１２７１１ 女 １９７９－０２－２２蔬菜学 博士 园艺学院 ２０１１级 程智慧

３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３ 罗　文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ＢＤ
ＥＬＡＬＬＭＯＵＳＴＡＦＡ 埃及 Ａ０３１４３３２９ 男 １９８５－０３－１６水产养殖 硕士 动科学院 ２０１１级 王在照

３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６０ 沈宥静 ＳＨＩＭＹＯＵＪＥＯＮＧ 韩国 Ｍ０４４７３７２７ 女 １９９２－０４－０２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３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６１ 李莲美 ＬＥＥＹＥＯＮＭＩ 韩国 Ｍ６０８５７３２６ 女 １９６４－１０－１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３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６２ 苏秉孝 苏秉孝 韩国 ＧＷ０６５８７４７ 男 １９９７－０９－１１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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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６３ 苏炳炫 苏炳炫 韩国 ＧＷ０６７５８５７ 男 １９９９－０９－２８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３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６４ 塞若斯 Ｂｏｕ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ｙｒｕｓ 中非 Ｏ０００００８３９ 男 １９８２－０２－１２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３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１ — ＡｌｉｅＨａｎｓｅｎ 美国 ４３３９０７４３７ 女 １９９１－０３－３０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３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２ — ＡｍａｎｄａＢｏｒｃｈｅｒｓ 美国 ４４６５９７４６４ 女 １９９０－０５－１８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３ — ＢｅｔｈａｎｙＨａｌｌ 美国 ４２３８９７７１０ 女 １９９０－０４－０４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４ — ＢｒｅｎｎｏｎＰｌｏｔｎｅｒ 美国 ４７７４５２１０８ 男 １９８５－０４－１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５ —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ｄｉｎｇｅｒ 美国 ４６７７５６５３１ 女 １９８２－１２－２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６ — ＣｈａｓｅＭｃＶｅａｎ 美国 ４６２６８０３９７ 男 １９９１－０６－３０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７ — ＥｖｅｒｌｉｎｇＣｈ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美国 ４７０５６４８３３ 男 １９９０－０５－０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８ — Ｓｉｍｓ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美国 ４６４０１１６２０ 女 １９９０－１２－１２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９ — ＲｏｓｅＥｒｉｃａ 美国 ４４６７９３３２２ 女 １９９１－０９－０８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０ — ＧｒａｈｍＢａｉｌｅｙ 美国 ４３９０４０８７８ 男 １９９１－０３－２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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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１ — ＪａｃｏｂＬｏｎｇ 美国 ４７７６８４４６８ 男 １９９０－０７－１１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４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２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ｔｏｄｄａｒｔ 美国 ４７７６０６７９８ 男 １９９１－０１－２３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３ — ＪｕｓｔｉｎＯｓｂｏｒｎ 美国 ７１０７１４７５７ 男 １９８３－０５－２７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４ — ＫｅｌｓｅｙＢｅａｔｔｙ 美国 ４７０５６４８２９ 女 １９８９－０６－２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５ — Ｌｏｇａｎ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美国 ４５９７３５０４７ 男 １９９０－０４－０２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６ — ＬｕｃａｓＮｅａｌｌｅｙ 美国 ４８２６０７８２４ 男 １９８９－０６－２６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７ — 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３０６７５５１２６ 男 １９８５－０４－０９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８ — ＭｅｇａｎＡｄａｍｓ 美国 ４２６５３２０７１ 女 １９９０－０３－２４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９ — Ｒｏｘａｎｎｅ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４７９６５８４７５ 女 １９８０－０８－２２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５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０ — Ｓａｒａｈ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Ｒｅｅｓｅ 美国 ４５５５１２９８０ 女 １９８９－０２－０４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１１级 —



２０１１年毕业留学生基本情况

序

号
学号 中文姓名 护照姓名 国籍 护照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专业 学生类别 院系

１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１ 陆一丰
ＡＢＵＨＡＴＡＢ，ＡＳＳＥＭＲＥＤＡ
ＡＢＤＥＬＫＨＡＬＥＫ 埃及 １３８２７４１ 男 １９８２－１２－１３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经管学院

２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７ 勇　气 ＡＮＤＲＩＡＮＪＡＫＡ，ＢＡＴＳＯＬＡ 马达加斯加 Ａ０４Ｒ２２４２３ 女 １９７８－１１－０７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经管学院

３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８ 阿　里 ＫＡＮＩＳＡＹＥ，ＡＬＹ 马里 Ｂ００５３９８５ 男 １９６９－０１－０１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农学院

４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２３ 艾　德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ＺＡＭＫＨＡＮ 巴基斯坦 ＹＲ４１０２７５１ 男 １９８０－０５－０４ 蔬菜学 博士 园艺学院

５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２５ 李伟荣 ＡＢＲＯ，ＳＨＯＵＫＡＴＡＬＩ 巴基斯坦 ＡＤ１０２４１４１ 男 １９７２－０５－０６ 土壤学 博士 资环学院

６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２ 康木斯
ＡＤＯＬＩＧＢＥ，ＣＡＭＵＳ ＭＡ
ＨＯＵＧＮＯＮ 贝宁 Ｂ０１４５１２４ 男 １９８３－０９－０３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硕士 动科学院

７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３ 加　布 ＮＧＡＢＵ，ＭＡＬＯＢＩ 刚果（金） Ｃ０５４７７５２ 男 １９７３－０４－２４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

硕士 动科学院

８ 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６ 安　迪 ＡＮＤＲＩＡＮＴＡＨＩＮＡ，
ＦＡＲＡＦＩＤＹ 马达加斯加 Ａ０７Ｒ８３０１４ 男 １９７９－１１－０４ 水生生物学 硕士 动科学院

９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０２ 尼　罗 ＥＬ－ＳＨＡＲＡＷＹ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Ｄ 埃及 ２９１９３９３ 男 １９８５－０８－１２ 植物病理学 硕士 植保学院

１０ 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１９ 阮文琅 ＮＧＵＹＥＮ，ＶＡＮＬＡＮＨ 越南 Ｂ１８８３５８５ 男 １９７９－１０－２６ 农业机械化工程 硕士 机电学院

１１ 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３０ 成　功 Ｔａｒａｑｑｉ 孟加拉国 Ｃ０５３０２１８ 男 １９７２－０８－２１ 土壤学 进修生 资环学院

１２ 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２４ 伊莉莎 ＥｌｉｚａＫｈｕｓｅｉｉｎｏｖａ 吉尔吉

斯斯坦
ＡＣ１３２１７６６ 女 １９９０－０７－１３ 汉语言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３ 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２５ 露克丝 ＮｕｒｋｙｚＴｏｋｔｏｂｅｋｏｖａ 吉尔吉

斯斯坦
ＡＣ５９０８５４ 女 １９８９－１２－０４ 汉语言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１ — ＡｌｉｅＨａｎｓｅｎ 美国 ４３３９０７４３７ 女 １９９１－０３－３０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２ — ＡｍａｎｄａＢｏｒｃｈｅｒｓ 美国 ４４６５９７４６４ 女 １９９０－０５－１８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续表

序

号
学号 中文姓名 护照姓名 国籍 护照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专业 学生类别 院系

１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３ — ＢｅｔｈａｎｙＨａｌｌ 美国 ４２３８９７７１０ 女 １９９０－０４－０４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４ — ＢｒｅｎｎｏｎＰｌｏｔｎｅｒ 美国 ４７７４５２１０８ 男 １９８５－０４－１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５ —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ｄｉｎｇｅｒ 美国 ４６７７５６５３１ 女 １９８２－１２－２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１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６ — ＣｈａｓｅＭｃＶｅａｎ 美国 ４６２６８０３９７ 男 １９９１－０６－３０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７ — ＥｖｅｒｌｉｎｇＣｈ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美国 ４７０５６４８３３ 男 １９９０－０５－０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８ — Ｓｉｍｓ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美国 ４６４０１１６２０ 女 １９９０－１２－１２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９ — ＲｏｓｅＥｒｉｃａ 美国 ４４６７９３３２２ 女 １９９１－０９－０８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０ — ＧｒａｈｍＢａｉｌｅｙ 美国 ４３９０４０８７８ 男 １９９１－０３－２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１ — ＪａｃｏｂＬｏｎｇ 美国 ４７７６８４４６８ 男 １９９０－０７－１１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２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ｔｏｄｄａｒｔ 美国 ４７７６０６７９８ 男 １９９１－０１－２３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３ — ＪｕｓｔｉｎＯｓｂｏｒｎ 美国 ７１０７１４７５７ 男 １９８３－０５－２７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４ — ＫｅｌｓｅｙＢｅａｔｔｙ 美国 ４７０５６４８２９ 女 １９８９－０６－２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８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５ — Ｌｏｇａｎ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美国 ４５９７３５０４７ 男 １９９０－０４－０２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２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６ — ＬｕｃａｓＮｅａｌｌｅｙ 美国 ４８２６０７８２４ 男 １９８９－０６－２６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３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７ — 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３０６７５５１２６ 男 １９８５－０４－０９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３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８ — ＭｅｇａｎＡｄａｍｓ 美国 ４２６５３２０７１ 女 １９９０－０３－２４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３２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９ — Ｒｏｘａｎｎｅ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４７９６５８４７５ 女 １９８０－０８－２２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３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２０ — Ｓａｒａｈ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Ｒｅｅｓｅ 美国 ４５５５１２９８０ 女 １９８９－０２－０４ 汉语 语言生 国际学院



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序

号
资产名称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１ 土地 ４４３７７．９５ 亩 ８５０８２８７７．００ ０．００ 亩 ０．００ ７８．６０ 亩 ０．００ ４４２９９．３５ 亩 ８５０８２８７７．００

２

房屋及构筑物 ９２６６７５．７２ ｍ２ １４８３９２１２５１．７８１３６４０．１４ ｍ２ ８３７４２５２２．５８ ４０６６．００ ｍ２ １５７３８９７．７３ ９３６２４９．８６ ｍ２ １５６６０８９８７６．６３

其中：房屋 ９２６６７５．７２ ｍ２ １１５６３７７９１９．０５１３６４０．１４ ｍ２ ４８９７６６２５．４０ ４０６６．００ ｍ２ １５７３８９７．７３ ９３６２４９．８６ ｍ２ １２０３７８０６４６．７２

构筑物 ／ ３２７５４３３３２．７３ ／ ３４７６５８９７．１８ ／ ０．００ ／ ／ ３６２３０９２２９．９１

３ 仪器设备 ７４２３２ 台 ７１８９６９０２２．８５ ７９７８ 台 １１１３５４２８９．６５ ４０８５ 台 ３７０９１９４３．８３ ７８１２５ 台 ７９３２３１３６８．６７

４ 家具 ２０８３６３ 件 ９１４０１６０４．００ ９５７２ 件 ５６０２９７９．２１ １８５８５ 件 ３４０８０６６．１３ １９９３５０ 件 ９３５９６５１７．０８

５ 图书 ４２５８０１８ 册 ７３４６０２１３．９１ ５５２１０ 册 ２０９１９９７．８８ 册 ０．００ ４３１３２２８ 册 ７５５５２２１１．７９

６ 软件 ３２９ 套 １４６９７０１６．４３ ５１ 套 ２８４５４０２．８０ １４ 套 ２６６１８８．００ ３６６ 套 １７２７６２３１．２３

７ 文物 陈列品 １１４ 件 ２４８４３２１．４０ ２３ 件 ２９８４０１．８０ 件 ０．００ １３７ 件 ２７８２７２３．２０

８ 标本模型 １４９ 号／件 ３００６７３３．１５ １０ 号／件 ３２７０４０．００ 号／件 ０．００ １５９ 号／件 ３３３３７７３．１５

９ 被服装具 ２８２ 件 １９０２０８３．６２ ５３ 件 ３６６９０１．５６ １６ 件 １１０６８９．０３ ３１９ 件 ２１５８２９６．１５

１０ 牲畜 ７３１ 头 ３７９６６６０．００ ８６ 头 ３８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头 ８８７０３４．００ ６１３ 头 ３２９６６２６．００

合计 ２４７８７２１７８４．１４ ２０７０１６５３５．４８ ４３３３７８１８．７２ ２６４２４００５００．９０



校 舍 情 况

截止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平方米

编号
校舍建筑总面积中

小计 其中：危房 其中：当年新增 其中：被外单位借用
正在施工面积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总 计 ０１ ９３６２４９．８６ ４０７８ １３６４０．１４ ７４８７５

一、教学及辅助用房 ０２ ４０７１３５．５９ ０ ９１７９ ６０３７５

　　　　教室 ０３ ７０４６３．２２ ０ ０ １３０

　　　　图书馆 ０４ ３２７６１．８１ ０ ０ ０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０５ ２８２１２６．０８ ０ ６３５９ ５１９２６

　　专用科研用房 ０６ ９２２１９．９３ ０ １６５０ ７３３４

　　　　体育馆 ０７ ５４７７．００ ０ １１７０ ０

　　　　会堂 ０８ １４３３．００ ０ ０ ９８５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０９ ７０８５０．６０ ０ ０ ２４００

三、生活用房 １０ ３８１４７４．５４ ４０７８ ４４６０．８２ １２１００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１ ２３００１４．９３ ０ ０ ０

　　　　学生食堂 １２ ３０３７３．００ ０ ０ ６５０

　　　　教工单身宿舍 １３ ２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０

　　　　教工食堂 １４ ２９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生活福利及其他附属用房 １５ ９７４２９．２１ ４０７８ ４４６０．８２ １１４５０

四、教工住宅 １６ ３３０６２．７６ ０ ０ ０

五、其他用房 １７ ４３７２６．３７ ０ ０ ０



实验室任务情况

实验室名称

教学任务及完成量 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情况

开出实验 人时数

开出

项目数

开出

时数
合计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其他

合计

科研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社会

服务

项目

教学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合计 ３２４８ ２７００６ ５０７５１８５ １８２９７０ ４８８３１７３ ３４３２ ５６１０ ３３６ ２０８ ２７ ５５ ３２ １４

遗传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４０ １２６ ４７２３５ ２６２５ ４４６１０ ０ ０ １８ １５ ３ ０ ０ ０

作物育种与种子工程实验室 ４１ １１６ １７７６０ ０ １７７６０ ０ ０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０ ０

植物生产与耕作学实验室 ２７ ７２ ８２８０ ０ ８２８０ ０ ０ １３ １３ ０ ０ ０ ０

植物保护综合实验室 ４２ ９７ １０４５２ ４９２ ９９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植物病理学实验室 １０２ ２０９ ２６７６０ ０ ２６７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昆虫学实验室 １２９ ５４６ ６７３４８ １１１８ ６６２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药学实验室 ７１ ３１４ ２５０８０ ０ ２５０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园艺产品采后处理实验室 ２８ １９８４ ８０３９２ １４５００ ６５８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园艺植物育种与生物技术实

验室
４１ ２０５６ １０３７５７ ５８９８８ ４４７６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园艺植物栽培与设施园艺实

验室
１３０ １３２７ １１８８９６ ３８４１０ ８０４８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动物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室

（动科）
３２ ８２ ３３９９２ ０ ３３９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动物科学实验室 ８８ ４２５ ９９７０８ ０ ９９７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产科学实验室 ３８ ７６ ８４６０ ０ ８４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草业科学实验室 ２１ ４６ １３８００ ０ １３８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续表

实验室名称

教学任务及完成量 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情况

开出实验 人时数

开出

项目数

开出

时数
合计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其他

合计

科研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社会

服务

项目

教学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基础兽医实验室 ７７ １９０ ３３８００ ０ ３３８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临床兽医实验室 ６６ １７０ ２９１７２ ０ ２９１７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预防兽医实验室 ４６ １５８ ３２８５０ ０ ３２８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动物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室

（动医）
２６ ８６ ２８９２０ ０ ２８９２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林学院综合实验室 １７５ １０５４ １０３１７０ ０ １０３１７０ ０ ０ ９ ９ ０ ０ ０ ０

森林培育实验室 ８０ ２０８ ２０７２０ ０ ２０７２０ ０ ０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０ ０

森林保护实验室 ５２ １０６ ９５８２ ０ ９５８２ ０ ０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０ ０

森林植物资源及加工利用实

验室
８４ ２５９ １７５１９ ０ １７５１９ ０ ０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０ ０

土壤与植物营养实验室 １５ ８１０ １３０８０２ ０ １３０８０２ ０ ０ ６３ ４６ ０ １５ ０ ２

环境科学实验室 ９ ３６４ ２１６９２ ０ ２１６９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 ２０ ７４４ ４５７５２ １４９６ ４４２５６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实验室 １８ ５８０ ５７４３６ ０ ５７４３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城乡规划与资源管理实验室 １０ ３３６ ２０１２８ ０ ２０１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３４ １４６ ４９１７６ ０ ４９１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测量测绘实验教学中心 ２５９ ５４２ ７４１４２ １３４８ ７２７９４ ０ ０ ７ ２ ０ ０ ５ ０

水工水力学与泥沙实验室 １０ ２０ ７５６０ ０ ６０４８ １５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土木工程实验室 １０ ４８ ７５８６ ０ ７５８６ ０ ０ ４７ ２ ０ ２０ ２５ ０

水工结构与材料实验室 １５ ２８ １１２５４ ０ １１２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续表

实验室名称

教学任务及完成量 科研任务及社会服务情况

开出实验 人时数

开出

项目数

开出

时数
合计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其他

合计

科研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社会

服务

项目

教学项目数

省部级

以上
其他

电气机动力工程实验室 ６２ １１６ １２１８０ ０ １２１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实验室 ３９ ９５ １４６３１ ３８０ １４２５１ ０ ０ ７ ４ ０ ２ ０ １

机械电子工程中心实验室 ４５５ ４３３０ ６６２９０６ ０ ６６０９８６ １９２０ ０ ４０ １５ １５ ２ ２ ６

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 １６３ １２８４ ４９０６６８ ６２０８ ４８４４６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２ ７ ０ １

信息工程实验室 ７８ ７６８ ５５５９０ ０ ５５５９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３ ０ ２

食品工程实验室 ２１ １０２ １４１５４ ０ １４１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食品工艺实验室 ２８ １３２ １５００３ ０ １５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 ３２ １８５ ３０７９５ ０ ３０７９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实验室 ９３ ３３２ ２９９９０ ０ ２４３８０ ０ ５６１０ １５ ５ ６ ４ ０ ０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创新实

验室
２ ３６０ １４４０ ０ １４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生命科学综合实验室 ７８ ６９３ １４７５２９ ３０５５５ １１６９７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微生物实验教学中心 １２ ５６６ ４９１６４８ ０ ４９１６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生物实验教学中心 ７０ ２５６ ２０５９８０ ２６５８０ １７９４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１３１ ６４７ ３４７３０９ ２７０ ３４７０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２３ ６９ １９０７５２ ０ １９０７５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理学院综合实验室 １８ １１１０ ８２５６８ ０ ８２５６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经管学院综合实验室 ５１ ４５９ ６１０９４ ０ ６１０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 ５４ １９５１ １８７７６７ ０ １８７７６７ ０ ０ ５ ２ １ ２ ０ ０

语言教学实验中心 ２ １２４ ６７００００ ０ ６７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校办产业情况

校办产业人员情况

项目（全部企业）
产业

单位数

年末从业人数 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期

末从业

人员总数

其中：

事业编

制人员

企业

编制

人员

企业专

业技术

人员

其中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全年职

工平均

人数

企业全年职工

工资总额（元）

学校所投资企业总计 １２ ２４７ ５１ １９６ ２８ ９ １９ ２４７ ７０９１６５６
已登记国有资产产权的企业

按学校隶属关系统计 教育部直属 １２ ２４７ ５１ １９６ ２８ ９ １９ ２４７ ７０９１６５６

按工商登记的

企业类型统计

国有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５ ７４ ４７ ２７ ２６ ９ １７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７ １７３ ４ １６９ ２ ０ ２
上市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企业

按企业经营

活动类型统计

科技开发 ３ １４６ ９ １３７ ３ １ ２
文化智力 １ １８ ４ １４ ５ ２ ３
校办工厂（农场）

投资管理 １ ２９ ２５ ４ ２０ ６ １４
制造加工

工程施工

种植养殖 １ ９ ９
后勤服务

其他类型 ６ ４５ １３ ３２ ０ ０ ０
科技企业合计 ３ １４６ ９ １３７ ３ １ ２
非科技企业合计 ９ １０１ ４２ ５９ ２５ ８ １７



校办产业经营和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全部企业）
产业单

位数

销售（营业）

收入

成本及费

用总额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上交学校利润

总额 上交院系

企业

留利

返还学校费用

总额 上交院系
纳税合计

学校所投资企业总计 １２ ５３６０．２８ ５１５２．１５ ９６．５４ －２６．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７．２２
已登记国有资产产权的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按学校隶属

关系统计
教育部直属 １２ ５３６０．２８ ５１５２．１５ ９６．５４ －２６．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７．２２

按工商登记

的企业类型

统计

国有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国有独资公司 ５ ３９８５．１７ ３５４７．７２ ２６４．３９ １４０．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５６．４９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７ １３７５．１１ １６０４．４３ －１６７．８５ －１６７．８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７３
上市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类型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按企业

经营活动

类型统计

科技开发 ３ １６７１．３５ １９０２．５５ －３０６．４１ －３０６．４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９４
文化智力 １ ５００．１２ ５７６．８０ －６３．７８ －６３．７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６
校办工厂（农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投资管理 １ １９０．１８ ４６２．３２ －６５．８９ －６５．８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８０
制造加工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工程施工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种植养殖 １ ６６．１３ ９５．６４ －２８．２０ －２８．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４
后勤服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类型 ６ ２９３２．５０ ２１１４．８４ ５６０．８２ ４３７．３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４２．２８

科技企业合计 ３ １６１７．３５ １９０２．５５ －３０６．４１ －３０６．４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９４
非科技企业合计 ９ ３６８８．９３ ３２４９．６０ ４０２．６５ ２７９．４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５７．２８



校办产业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全部企业）
产业单

位数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总额 固定资产
流动

资产
总额

流动负

债合计

长期负

债合计
合计

实收

资本

资本

公积

盈余

公积

未分配

利润

学校所投资企业总计 １２ ６０６０４．９１ ３４５８．３５ ５１２５０．８９４８１９８．３６４７６５６．１６ ５４２．２０ １２４０６．５５ ７０２２．００ ７２３７．５０ ８６．６１ －１９３９．５７

已登记国有资产产权的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按学校

隶属关

系统计

教育部直属 １２ ６０６０４．９１ ３４５８．３５ ５１２５０．８９４８１９８．３６４７６５６．１６ ５４２．２０ １２４０６．５５ ７０２２．００ ７２３７．５０ ８６．６１ －１９３９．５７
其他部委所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地方所属、民办院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按工商

登记的

企业类

型统计

国有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５ ５４３８９．７４ ４６７．４０ ４８０３１．６７４７１８８．５０４６８４６．３０ ３４２．２０ ７２０１．２５ ２９３０．００ ３８６２．４７ ６１．０２ ３４７．７６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７ ６２１５．１７ ２９９０．９５ ３２１９．２２ １００９．８６ ８０９．８６ ２００．００ ５２０５．３０ ４０９２．００ ３３７５．０３ ２５．５９ －２２８７．３３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类型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按企业

经营活

动类型

统计

科技开发 ３ ６９４６．９９ ３１０５．２４ ３６７５．６６ １４３８．０１ ８９５．８１ ５４２．２０ ３６１５．８１ ２８５０．００ ３１５５．３４ －２３８９．５３
文化智力 １ ５６３．９９ ３２．４３ ５３１．５６ ４５２．０１ ４５２．０１ ０ １１１．９８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３ －８８．０２
校办工厂（农场） ０ ０
投资管理 １ １４０７２．０５ １０２．４１ ８１３８．４９ ９１９４．５９ ９１９４．５９ ４８７７．４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８３７．８６ ０．６９ ３８．９２
工程施工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种植养殖 １ １３３．７７ ６８．２３ ６５．５４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０ １１３．８０ １４２．００ ０ ０ －２８．２０
后勤服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类型 ６ ３８８８８．１１ １５０．０４ ３８８３９．６４３７０９３．７８３７０９３．７８ ３６８７．４９ ２８５０．００ ２２４．３０ ８５．８９ ５２７．２６

科技企业合计 ３ ６９４６．９９ ３１０５．２４ ３６７５．６６ １４３８．０１ ８９５．８１ ５４２．２０ ３６１５．８１ ２８５０．００ ３１５５．３４ －２３８９．５３

非科技企业合计 ９ ５３６５７．９２ ３５３．１１ ４７５７５．２３４６７６０．３５４６７６０．３５ ０ ８７９０．７４ ４１７２．００ ４０８２．１６ ８６．６１ ４４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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