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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assisting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hould be done: sign strategic coopera-
tion framework agreements with local, municipal and leading enterprises to set up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bases; combine our own characteristics, with famous and excelle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attrac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train their agricultural 
talent; apply Internet, big data and wisdom teaching to practical courses; set up the general agri-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mart agriculture”, to cultivate talent students who un-
derstand agriculture and lov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ais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funds and put 
safeguard measures in plac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ocal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o something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It is also a great opportu-
nity to promote thei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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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重要意义。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为例着重做好以

下5方面工作：与各地、市、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多方布局，设立多元化农业人才培养基

地；结合自身特色，以名特优农产品为吸引力，培养学生兴趣，培养农业人才；把互联网、大数据、智

慧教学应用于实践教学；增加通识农业思政课程“智慧农业”，培养一懂两爱人才；提高实践教学经费，

保障措施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各地方农业院校依据自身特色有所作为，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也

是推动自身内涵式发展的大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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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重要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

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纲领。《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明确要求高

校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全面振兴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及基层组织，高校以七大行动服务乡村

振兴[1]。《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要求打造农林人才培养新模式，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升级版[2]。对接农业创新发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现代职业农民素养发展新要求，培养

一批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和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习近平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

回信》强调了中国现代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依存关系，以及科技、人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

关键作用[3]。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本职责任，强农兴农是时代赋予的任务，出科技成果，培养农业人才，

需为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新形势对国内高校，特别是涉农高校人才培养提出

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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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作为一所以农、工学科为优势的本科大学，应当肩负起培养杰出农业人才的时代

大任。长期以来，学校一贯秉承何香凝先生“注重实验、扶助农工”、“养成有真实学识之实业人才”

的办学定位，始终坚持“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办学理念，对仲恺师生提出务实笃行，学以致用，服

务社会，恪守仁爱，关注民生，立志报国的要求[4]。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注重实践、

扶助农工”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注重实践”要围绕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基本定位，进一步全面

强化实践实训教学，着力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优化实践教学体系，用好“3 + 1”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教

学内容，明确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形成仲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扶助农工”要坚持服务“三农”、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仲恺特色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实践能

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激励学生在农村广阔天地建功立业，为发展

农业、振兴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际采取措施 

为落实《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教技[2018] 15 号)和《安吉共识》文

件要求，认真学习《习近平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精神，服务乡村振兴发展，

我校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取得了以下成果。 

2.1. 与各地、市、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多方布局，设立多元化农业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主动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新需求，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3 + 1”教学模式，强化实

践教学。推进产教研融合，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同时依托行业企业、地方优势，

开展校校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等形式多样的人才协同培养计划，实现学校、企业、学生的“三赢”。

学校积极谋划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在粤东西北布局，去年以来与梅州市、珠海市、

阳江市、花都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项目包括建设仲恺(广梅园)教学实践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与

珠海市全面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先行示范区、与花都区建立教学科研实践用地合作关系、与

华大基因建立产业学院等。多点选址、充分论证，积极推进与学校未来发展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

的的教学科研实践实习基地建设，建立综合型的人才实习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和地方人才培训基地，增

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能力，为地方经济和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服务。 

2.2. 结合自身特色，以名特优农产品为吸引力，培养学生兴趣，培养农业人才 

我校在学科建设中打造了一批学校特色专业，其中化学工程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为广东省“强

特色”学科，在优稀水果培育、岭南特色农产品加工、农林产业规划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其中农作物育种科技成果 100%转化为生产力，例如玉米品种“香白糯”、“仲糯 1 号”、“仲糯 2 号”

早已是广东地区家喻户晓的糯玉米推广良种；花生新品种“仲恺花 1 号”被评为广东省 2017 年最受欢迎

的农业主导品种；“仲恺红阳”猕猴桃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广东省 2018 农业主导品种。在农业监控技术方

面，自主研发四轴四旋翼植保无人机应用于农业植物保护方面，推进农业自动化监控。 
结合这些科研成果，学校强调以科研反哺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充分发挥本校特色专业的优势，实

施分类、个性化培养，设置多种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指定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或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

同时以学校特色研发产品为吸引力，开展兴趣分流培养模式，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开设“农业创新班”、

“食品兴趣小组”、“IT 类创新实验班”。如农业与生物学院实行“3 + 1”或“2 + 1 + 1”培养模式，

全部专业学生的大学前三年完成通识、基础和专业课学习，第四年主要是教学实践、学习，着重培养实

践能力。学生根据前三年的学业综合成绩和个人兴趣志愿，分别选择进入应用型(面向产业行业)、创新型

(面向基层研发单位、考研升学和出国深造)或创业型(自主创业、家族企业)模块学习。打造特色鲜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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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专业兴趣。 

2.3. 顺应新时代要求，把互联网、大数据、智慧教学应用于实践教学 

学校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应用驱动、融合创新”的原则，推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的深度融合，以四千万大手笔搭建一体化应用服务平台。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框架

合作协议，在建设智慧校园、仲恺大数据平台及应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产学研创新合作四大

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全面完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网络平台、教学资源平台等基础设施条件，建设“数

字校园”，不断提升教学、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例如在教学管理方面，目前已经搭建了“仲事易”

平台，办公系统则采用全面无纸化 OA 系统。在实践教学方面将设置基地建设模块、专业实习模块、顶

岗实习模块、社会实践模块、毕业论文模块、学科竞赛模块等功能模块，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传统实

践环节教学与管理模式，为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素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2.4. 增加通识农业思政课程“智慧农业”，培养一懂两爱人才；提高实践教学经费，保障措施

到位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基础和前提。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懂两爱”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

队伍的基本要求。我们农科院校培养的学生，将来也将走上三农工作队伍，也一定要具有“一懂两爱”

的思想，这也是农科院校“立德树人”中“德”的重要内容。本学期，学校决定增设一门全校性通识农

业思政课程“智慧农业”，让学生一进校门就对现代农业以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 + 特色农业的理论与

实践有切身的体会，了解农业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理解农业科学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不仅怀着对廖仲恺、何香凝伟大爱国主义战士的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学习，同时怀着对袁隆平、屠呦呦、

曾溢滔等农业科学家无比敬仰的心情来学习，培养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目标理想。乡村振兴大

业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为了保障学生实践实习培养环节扎实到位，学校相应提高了学生实践环节的总经费，例如提高交通

补贴，提高药品试剂经费，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经费等等；另外，毕业论文一般要求有校外导师参与，鼓

励学生论文到实际生产单位去完成。确实做到务实笃行，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3. 结束语 

坚持“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办学理念，是弘扬仲恺精神，秉承何香凝办学思想，推动学校往高

层次应用型大学方向发展的重要精神引领[4]。在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建设时代背景下，“注重实

践，扶助农工”获得了新发展并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等农林教育重任在肩。面

对新的时代使命，就必须有新的作为，迎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我校不断打

造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突出“注重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着力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

力，不断深化校企、校校和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推进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推动实践教学信息化建设；提

高实践教学经费保障。二是深入贯彻“立德树人”和“扶助农工”思想，实施个性化培养方式，结合学

校特色专业，开展兴趣分流培养模式；增加通识农业思政课程《智慧农业》，增加学生对农业的了解，

培养对农业的热爱之情，努力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3]。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各地方农业院校依据自身特色有所作为，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推动自身

内涵式发展的大好机遇[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既要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也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带来

的挑战。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仲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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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贡献仲恺力量。 

基金项目 

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分子生物学课程群教学团队”(KA17050KK)，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跨学科、产

学研模式培养生物技术专业复合型人才”(KA17050FF)，“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群教学团队”

(KA190573928)、“细胞工程精品资源共享课”(KA180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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