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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探索农科类

专业育人新模式 
——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特色亮点工作 

近年来，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始终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服务社会的办学方向，主动适应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建设教学应用型学院为目标，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

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逐步建立创新型、应用型、开放式的教育教学体系，努力实

现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以实践育人为导向，多管齐下，

探索地方院校农科类专业育人新模式。 

一、立足地方服务，坚持服务社会的办学方向 

生科院坚持服务社会，特别是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办学方向，在

以教学为中心的基础上提高科研水平，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以特色办学。 

1、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实现服务地方工作的常态化 

学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树立学校与市

场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人才与需求对接的办学理念，以提高农业教育质量为

重点，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以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为路径，实现农业

教育与地方经济互促互利的良性循环发展，提升农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学院始终坚持树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紧紧围绕地方支柱产业

发展，打造服务特色，提升服务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

科技保证，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加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深度。长期以来，学院发挥自身专业及人才优势，积极为地方经济服务，宜

春市的种植业及养殖业无不到处都有学院教师的身影，尤其是宜春市 6大产业之

一的油茶产业及有机农业，学院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和智力，组织了不少教师深

入基层，服务企业，服务农民，也服务市、县、乡各级政府。例如，学院教师为

宜春市高产油茶栽培技术的服务推广达 10多万亩，大豆新品种等技术的种植推

广 20多万亩，协助江西巨农公司投资 2亿元的农业基地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及规

划设计，与宜春市农业局和宜春市林业局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在袁州区举办了

一期畜牧兽医专修班，为期一年半；对象为袁州区所有养猪企业及养猪专业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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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员 45人，对袁州区养猪行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养猪产业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07-2008年期间，学院师生协助宜春市环保局开展全国

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学院吕爱清教授受聘为奉新县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建设领导

小组成员，受宜春市委农工部委托编制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新农村建设规划，为

隆平高科编制温汤有机农业产业规划。多年来，宜春市农业综合开发国家财政补

助项目的评审市里面一直委托学院组织本院教师专家负责评审，这反映了政府对

学院教师业务能力与水平的承认与信任。从 2015年起，学院开始选派专业教师

担任科技特派员，面向地方农业生产开展了科技咨询、指导和培训农民、个体企

业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农业技术普及工作。每年，学院都会组织师生开展送科技

下乡活动。 

 
图. 生科院科研人员科技下乡活动图. 生科院与铜鼓县科技服务对接座谈会 

2、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 

为适应学院转型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学院在保证本科生基本培养要求下，

通过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学生专业面，突出实践性和

应用性，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学院主动与政府、行业、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需求，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渗透到学校学生

培养中，促使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管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学院

和企业在科研、教学、培训、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已与宜春市农业

局、宜春市林业局、宜春市环保局、宜春市国土资源局、宜春市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宜春市城管局、宜春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宜春市环卫所、宜春市方科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宜春市农科所、宜春市畜牧研究所、宜春市水稻良种场、宜春市

隆平高科有限公司、宜春市园林局、宜阳区城投公司、宜春市碧桂园房产公司、

万载县国家有机农业示范园、江西省恒辉大农业有限公司（万载）、万载县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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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民政府、科技对接铜鼓县有机农业及龙头企业、江西御润坊富硒山茶油股份

有限公司（丰城）、浙江森禾集团江西分公司（丰城）、浙江海亮集团高安基地、

华裕集团江西分公司（铜鼓）、宜春市飞龙实业有限公司、宜春市秀江园林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上高利丰牧业有限公司、江西省庆盛农牧有限公司、万载县百合

产业基地、宜春市玲辉牧业有限公司、樟树市昌付牧工商有限公司、宜春市军燕

养殖场等宜春许多单位、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进行了全面、深层次的校企合作、

产学研结合工作。让社会参与办学过程中，使学生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人才，进

一步明确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学院学生能根据社会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

掌握本领，毕业后深受社会欢迎。 

 
图. 生科院学生在国土局协助资源调查 

3、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水平 

学院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充分发挥地方农科院校与经济建设

紧密联系的优势，在优先搞好教学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和技术开发， 进行应用

研究，使之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水平。学院教师科研实力

比较强，近五年，学院教师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省级项目 37项，

省自然基金 3项，市级科研课题 56项，主编参编教材 4部，校重点课程建设项

目 6项，发表论文 200余篇，获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3项、宜春市科技进步

奖 15项，实现了多项科研成果获得转化。学院科研人员育成了水稻优质温敏核

不育系 276S，选育的“永优 6258”组合和优质两系晚稻“宜 S晚 2号”，并通过

了江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实现了成果的转让。水稻耐高温品种筛选和鉴定技术

的应用和推广效果显著，省种子管理局的指定宜春学院为鉴定基地，每年承担鉴

定材料 400余份，通过培育多个新水稻品种，提高了地方粮食产量。针对宜春市

油茶产业推广应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宜春市油茶产业发展，

http://www.baidu.com/link?url=0QyS-to_qLpSnfprxRBSZnIwuyOGmA-62NwAxIHO7rWbhWl5tv45GBVPegiB6b7obL7hUSilSwb2BJlWAleoCK&wd=&eqid=a861222a0003d7210000000456e95c2c
https://www.baidu.com/s?wd=%E4%BA%A7%E5%AD%A6%E7%A0%94%E7%BB%93%E5%90%8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A7bnWm3nW-BrHfsPjm0IAYqnWm3PW64rj0d0AP8IA3qPjfsn1bkrjKxmLKz0ZNzUjdCIZwsrBtEXh9GuA7EQhF9pywdQhPEUiqkIyN1IA-EUBt1rj0dnjm3P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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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油茶的育苗技术。宜春市每年采用此技术育苗数百万株；另外，学院教

师进行了大豆优良新品种在红壤旱地示范与推广，种植面积达 20多万亩，为地

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学院下一阶段将积极介入宜春市昌铜高速生态经济

带规划与建设，以科技服务、特派员形式介入宜春市整个农业产业体系，特别是

油茶产业和肉牛产业，深入对接宜春市各县市区的农业产业项目及农业领域龙头

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与支撑，促进企业及农业产业的发展，继续推进宜春市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的服务。 

 

图.“永优 6258”组合图. 汪剑鸣教授培育推广的大豆优良新品种 

二、积极探索校企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 

1、开办校企联合“培训班”，创新校企合作新模式 

社会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产学研合作应当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形成产学研联合体，实现“人才培养-科研-产

品-市场”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建立了一

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以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企事业的广泛联系，发

挥学校人才、信息、科技的优势，积极为企事业单位解决技术、培训或其他方面

的实际问题，形成产学研合作共赢的局面。 

近年来，学院开办校企联合“培训班”，加强培养学生创业能力。学院先后

与北京大北农集团、江西正邦集团和北京伟嘉集团开办了大北农班、正邦班和伟

嘉班，与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校企联合办班，校企联合培养高

素质的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免费为学生组建了“适合中国特色养猪模式场长（经

理）培训班”。建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邀请知名企业家来学院进行

专题讲座，为学生开展教育成长成才教育，礼仪教育，励志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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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大学生的知识内涵，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了解了现代企业的用

人标准及行业动态，增强学生们对本专业的学习信心，让大学生更加明确在校期

间的主要任务，思想更加成熟。例如邀请正邦集团、伟嘉集团、双胞胎公司、华

裕集团（江西）公司、广东龙翔宠物医院、朱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南昌辉耳有限

公司等企业负责人或技术员来学院为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班学生作“养猪与

职业生涯规划、宠物医院发展、中国禽类发展状况、新型饲料”等方面的专题讲

座，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让同学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专业，明确学习奋斗

目标。同时校企合作班还安排学生到企业参加培训、实习及技能竞赛等活动，为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增强了同学们的敬业精神、岗位技能、团队协作精

神、专业知识、职场竞争力，为学生日后择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积极拓建校外教育基地，建立实践教学新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校

要以坚持以科研和生产促进教学，确立以“农科教相结合，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的基本指导思想，以“校企共建”为形式，充分发挥高校实践教学方面的基础条

件，坚持“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全面进行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实

践，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重点，把项目的组织和实施与农科教

人才培养基地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构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三位一体

的、适宜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平台。 

近年来，学院本着“巩固、提高、创新”的原则，立足实际，强化服务，加

强了与校外基地的交流，并借助社会资源，拓宽了校外实习渠道，与一批知名企

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本科生搭建了“产、学、研”相结合的良好平台，

为“合格执业兽医师”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院先后与北京大北农集团、

伟嘉集团、正邦集团、傲农集团、华裕集团、玲辉农牧公司、双胞胎集团公司、

广东荷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恒丰强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四川德康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海大集团、广东加大集团、高安

市裕丰农牧有限公司、上高利丰牧业有限公司、江西旺大农（格力特）集团、宜

春市畜科所、樟树市昌付牧工商有限公司、宜春天鹏生园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天心牧业等 7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了校企和院企技术合作关系（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实施企业和师生共同参与研究、学生驻场实践与专家现场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