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农业资源与环境，2020 年度）

一、总体概况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是华南农业大学历史悠久、学术积淀深厚、区域

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是我国最早开展本学科（土壤学二级学科）研究生

培养的学科。本学科 2020年共招收研究生 37名，在读研究生 93名。共就

业研究生 13名，就业率达到 100%。共有专任教师 40名，其中正高级别 15

名，副高级别 19名，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 34人，占比 85%；有海外经历

人数 19人，占比 47.5%；博士/硕士生导师共 32人，占比 8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围绕我校作

为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的建设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打造“一心三环”三全育人新模式，服务国家

区域重大需求，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契合新农科内涵的一流创新

人才。本学科依托的党委工作案例获广东省高校基层党建创新工作案例一

等奖，获学校优秀基层组织生活创新案例 1个；植物营养系教工党支部入

选第二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在样板支部和优秀党员的

模范引领下，学生政治思想、精气神劲及学风研风明显进步，表现为“意识

形态安全零风险、学术诚信零事故、论文抽检零问题、优秀典型频涌现”。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本学科为了落实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要求，以“立德树人、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建设思路，多维度构建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的实现路径，开展了“人才培养方案顶层设计-课程体系优化配置-教学模式

创新-全过程质量督导监控”全方位改革，修订了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坚守

底线，实现教师工作“零违纪”，教学安全“零事故”、学生和社会“零投诉”、

师生科研诚信问题“零记录”的师德师风建设“四个零”。建立了将教学质量评

价结果与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挂钩的激励机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举办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以及研究生科技英语大赛，全方位锻炼研究生

学术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本学科本、硕、博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旨在瞄准国际前沿，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务实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为了确保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建立了“早动手”、“早开题”和“早

预答辩”的“三早”制度；以学科为单位，构建了基于教学团队、教学督导、

学生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教学的督导制度。开设“大国三农”课程、思政专项

基金，举办“课程思政金课”教学大赛，做到“每门课程有思政”“每堂课中讲

思政”，强调德才兼备，土壤科学系教工李博获得华南农业大学 2019 本科

课堂十佳教师称号。

在科学研究方面与国际交流方面，本学科积极响应我国耕地保育与提

质增效、污染防治攻坚战、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需求，促进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在重金属污染修复、新型肥料研制、化肥减量增效、美丽乡村建

设等社会服务中作出巨大贡献，2020年共获批 NSFC-广东联合基金集成项



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项，政府部分、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委托项目

90余项，获得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一项。多名教师

赴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地区参与学术交流与国际会议。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科为保障研究生教育与培养质量，建立了研究生集中中期考

核、开题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集中答辩、分委会预审等

质量监查体系，论文抽检全部合格。在学科建设方面，由于农业资源

与环境一级学科共包含五个二级学科，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不够集中，

团队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优化。

六、改进措施

1. 加强学科成员的思想政治学习，包括党史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学习，提

高政治站位与思想高度。

2. 进一步优化学科团队，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区域需求以及自身特点凝练

学科研究方向。

3. 进一步优化学科教学与科研资源，制定不同政策激发青年人的工作激情。

4.聚焦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与科研产出效率，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

养计划与奖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