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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中,其目

的是为现代农业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培养人才,但现状是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严重匮乏,尤其

缺乏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本文以榆林学院陕西榆阳湖羊科技小院为例,分析了当

前畜牧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以科技小院为培养平台,以畜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

核心,从思政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强化实践环节、资金项目投入等方面,涉农高校、政府及

科技小院依托单位高度协作,对畜牧人才培养进行积极探索与实践,以期为畜牧专业人才培养提供

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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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s
 

been
 

explored,aim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
ization,b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a
 

serious
 

lack
 

of
 

talent
 

team,especially
 

high-level
 

innovative,compound
 

and
 

applied
 

talents.
Taking

 

Shaanxi
 

Yuyang
 

Hu
 

shee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yard
 

as
 

an
 

example,the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animal
 

husbandry
 

talent
 

training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and
 

some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For
 

example,strengthen
 

the
 

talent
 

training
 

platform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yard,reform
 

animal
 

husbandry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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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innovative
 

personnel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e,cap-

ital
 

and
 

project
 

investment,etc.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animal
 

husbandry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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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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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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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collabo-



rated,active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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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bandry
 

talen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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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乡村振兴主要包含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5个

方面内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而当

前的现状是,虽然我国农业人口很多,但农业专业人

口比例较低、老龄化严重,知识不足、技术、信息和资

源缺乏,科技转化率低下,而这些状况在畜牧产业上

表现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畜牧产业正在进行产业

升级优化,逐步从传统的散养转向规模化、工业化,

乃至智慧牧业方向发展,尤其是智慧牧业已在传统

的畜牧业基础上,将畜牧科学、现代信息和智能装备

相结合的新型专业,亟需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较强

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2024年2月4日,农业农村部“关于

加强新时代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工作更好支撑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的意见”中,亦明确提出“打造一支爱

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精湛、素质优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的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队伍”。本文拟陕

西榆阳湖羊科技小院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下,地方涉农院校如何充分发挥科技

小院人才培养功效,为乡村振兴培养实干型专业

人才。

1 羊科技小院建设背景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尤其是地方性涉农院

校更是承担着为地方、为“三农”培养高素质、高水平

人才的重任[2],然而常常存在学生缺乏三农情怀、艰

苦奋斗的精神,不关心畜牧行业发展,实践能力不突

出,服务意识不高,只关注自己科研课题,认识程度

低、知识面窄、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差,与生产

实际严重脱节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大学

张福锁院士于2009年开始探索科技小院模式———

一种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

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推动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

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更紧密地

结合[3]。目前已在全国建立1
 

048个科技小院,覆

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

盖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科技小院模式

还推广到了老挝和非洲地区等8个国家[4]。教育

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等联合发文,推广“科技小

院”研究生培养模式,这标志着“科技小院”已经成为

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重要载

体[5]。同时每个科技小院均围绕的是当地已经形成

的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旨在进一步提升产业优势、

深挖产业潜力以全面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依托产业

振兴推进乡村振兴[6]。

榆林市是陕西省肉羊产业布局主要发展区,是

全国非牧区养羊第一大市,陕甘宁蒙农牧交错区域

现代特色畜牧业示范基地,陕西省重要的畜牧业生

产基地和羊产业强市。陕西省“十四五”畜牧兽医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榆林市肉羊“双千万”工程

建设,以肉绵羊生产为方向,打造国家级陕北肉羊产

业集群。湖羊是肉羊养殖的主要品种,榆林市榆阳

区是湖羊的主要养殖区。陕西榆阳湖羊科技小院

(以下简称“湖羊科技小院”)亦是在此背景下建立。

湖羊科技小院就是榆林学院依托榆林市湖羊养殖龙

头企业———陕西新中盛农牧有限公司共同建设,该

公司是一家集饲草种植、饲料加工、种羊繁育、肉羊

养殖、屠宰加工、餐饮贸易的全产业链公司,公司现

有规模化羊场18个,分布在榆林市一区(榆阳)两县

九乡镇,存栏量15万只。

2 湖羊科技小院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缺乏“三农情怀”、“吃苦”精神

湖羊科技小院依托单位的养殖基地地处城乡结

合部,其工作、生活、学习条件略低于学校,学生入驻

科技小院需和场内员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常

有同学缺乏“三农情怀”、“吃苦”精神,抱怨环境恶

劣、太辛苦等,工作消极怠慢、敷衍了事,使得开展的

科研实践工作不科学、不严谨,无法有效达到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推广服务的目的。

2.2 湖羊科技小院设备落后、经费不足

湖羊科技小院依托企业,其注重生产实际,对科

研投入不足,仅有一些实验室基本仪器设备,不能满

足新的科研探索。同时湖羊科技小院项目经费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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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学生的每日生活最低补贴,无法充分调动师生

工作、科研的积极性,大大限制了小院的功能发挥。

2.3 学科融合少,知识面窄

湖羊科技小院针对的是整个肉羊生产的全产业

链,贯穿饲草种植、饲料加工、种羊繁育、肉羊养殖、

屠宰加工、餐饮贸易,涉及饲草种植、饲料、营养、育

种、屠宰、检疫检测、疫病防控等多个专业领域,这就

要求入驻小院师生不能仅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专

业,仅能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而生产实践中,某一

存在的难题,往往涉及多个方面。目前入驻陕西榆

阳湖羊科技小院的师生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精于疫

病防控、屠宰检疫[7],而对其他方面知识不足,开展

的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入驻小院的是畜牧专业

的研究生,由于我校为地方二本院校,研究生多为调

剂,优质生源匮乏,学生知识面较窄,动手能力弱,尚

需进一步培养。

3 基于湖羊科技小院强化畜牧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策略思考

  基于湖羊科技小院上述问题,结合国内其他地

区的科技小院的发展经验,对于进一步建设湖羊科

技小院有如下思考。

3.1 学校层面

3.1.1 强化立德树人,厚培“三农”情怀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农业人才培养更需强化立

德树人,厚培“三农”情怀[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

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

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9]。

科技小院就是这样的平台,其遵循“从生产中来,到

生产中去”的原则,鼓励学生深入生产一线,与发现

问题,围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进行技术创新与

应用模式创新,在主动服务“三农”的同时,提升自身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确科学研

究、农业服务的方向,不断提升自身的科研素质与服

务能力[10]。在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同时,也经

受生活、工作环境的挑战、精神毅力的考验,经受住

考验的学生才能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自找苦吃”,才能把课堂学习和乡

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

领[11],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青春力量[12]。故建议修订畜牧专业培养方案,

尤其是畜牧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进一步增加学农

爱农思政教育和生产实践比重,如将我校畜牧专业

“开学第一课”放到科技小院、放到生产第一线,学习

期间遴选优秀的本科生[13]、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

并具体要求入驻时间、考核标准及成果汇报等,让其

体验畜牧生产劳动,切身感受“畜牧人”的生活,激发

个人情感和专业自信心,培养爱农情怀、学农热情、

兴农责任感和自豪感,让科技小院成为畜牧专业“大

思政课”的育人平台[14]。

3.1.2 制定专项招生、培养方案 为了强化人才培

养,保障科技小院模式可持续发展,学校可在现有的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等系列管理制度之

外,给予科技小院更多的优惠与支持,从制度上保障

了科技小院人才培养专项做深做实[15]。(1)结合科

技小院学科领域特点、师资队伍现状、实践基地办学

条件等,调整和优化科技小院农业硕士生招生结构,

以科技小院培养平台为单元,给予入驻小院的教学

团队与导师优先选拔优质生源、更多招生名额、专项

教学改革与实践基地项目立项等优惠和经费支持;

(2)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覆盖肉羊产业链的联合导师

团队,使导师团队专业领域涵盖饲草种植、饲料加

工、羊只营养、遗传育种、疫病防控、屠宰加工、动物

性食品检验、毛绒等副产品深加工、绒毛纺织、智慧

牧业以及信息化、智能化信息采集等方面。(3)优化

现有的“双导师制”,充分发挥行业导师指导作用;

(4)优化培养方案,主要针对入驻科技小院的畜牧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可拓展至不同年级的畜牧专业本

科生培养,修订课程设置、考核方式,让课程更有实

践性、前瞻性;(5)优化入驻小院师生的考核方式,让

考核更能体现实践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16],让学生

从实验室转到羊圈、从重视科研转向实践、从理论走

向应用,补足实践能力匮乏的短板,切实培养德才兼

备、知农爱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3.1.3 成果转化服务地方产业 作为地方应用型

高等院校,学校构建了与地方产业结构高度契合的

学科专业体系,在人才培养的同时,形成一批解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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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业发展难题的关键性技术成果,科技小院模式

基于生产需求,研究驱动共同创新,是科学家、农民、

政府农技推广人员、企业人员互相学习的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政府、企业、高校、农民形成共赢的合作关

系。科技小院作为载体,可将先进技术手段、技术成

果“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推广应用,真

正做到服务地方、服务产业。同时从生产实践中发

现制约产业链的“卡脖子”的难题,进行科研攻关,进

而形成“产学研用”有机融合、良性循环。

3.2 依托单位层面

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有村委会、协会、合作社、

基地、园区、企业等多种形式,不论哪种都是当地主

导产业、特色产业的典型代表。陕西榆阳湖羊科技

小院依托单位是肉羊产业的龙头企业,深知人才、技

术对产业、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其可借助科技小院这

一平台,实现政府-高校-企业-农户、人才-技术

-利润等多个链条的高度融合[17],故建议其加大对

科技小院这一平台科研设施设备、项目资金等多方

位投资,通过投入为企业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获得

创新技术,在解决关键难题的同时,以技术引领企业

扬帆前行[18]。

3.3 政府层面

乡村振兴需首先人才振兴,政府可依托科技小

院所在涉农高校率先在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中实施

农科生公费教育政策。榆林市重点打造肉羊产业集

群,故可依托省内农业高等院校,重点为基层培养畜

牧专业学生(本科、研究生),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的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山东省已于2018年启动

农科生公费教育[19],以弥补农业从业人员年龄高、

学历低、人数少的困境。遴选现有从业人员,依托科

技小院,结合当前实行的科技特派员制度[20]、头雁

计划等同步开展覆盖整个产业链的系统性培训及人

才质量提升。新农科建设着重强调农业人才能力的

复合化和专业领域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培养的农

业专业人才涉及数字农业、机器农业、全智能农业等

研究领域,为实现全面提升农业生产和经营水平奠

定人才基础。

诸多实践已经证明,科技小院助力乡村振兴,其

不仅表现在人才培养上,也为产业振兴注入了原动

力,通过技术科普及技术推广,彻底解决了科学研究

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21]。若想充分发挥

科技小院人才+技术振兴产业的优势,政府应牵头、

协调科协、高校科研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

政、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组织协调和

条件建设,将人才培养项目、科研项目、政府规划无

缝衔接,政策、资金、项目、人才引进政策等多方面倾

斜农牧产业从业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全面提升科技

小院的硬件、软件、管理,从而使科技小院模式多元

主体间实现合作效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

榆林打造成国家级陕北肉羊产业集群,让榆林的羊

产业引领全国、走向世界。
 

小院不小,大有作为。科技小院集科技创新、示

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促进了校地融合、校企融

合、多学科融合、学习体验融合[22]。科技小院建立

与运行的背后,是学校、政府、企业、农村、农民、学生

等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故其是知农爱农人才培养

模式的成功实践[23],是推动涉农专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亦是乡村振兴、人才振兴、产业振兴

的强有力推手。故在此大战略背景下,应多方协作,

建设好湖羊科技小院,使其成为榆林湖羊产业的有

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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