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报告

（农业资源与环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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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至 1924 年广东大学农学部；1935 年开始招收

土壤学硕士研究生，是我国最早开展土壤学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之一；2012

年在广东省第九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其中两个二级

学科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分别在2000年和 2003年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

2003 年获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7 年批准设立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2012 年被遴选为广东省一级优势重点学科，在 2023 年第五轮

学科评估中获得 B+等级，2024 年完成博士学位点自评估。学科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邓植仪、谢申、陆发熹和严小龙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弘扬爱国

兴农、躬耕不辍的学科精神，以“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为使命，积极服

务我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农业农村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人才培养和科技问题，为我国粮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国

家战略作出重要贡献。

二、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24 年，本学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学科改革发展工作，聚焦学校“双一流”建设任务，凝心聚力，开拓

进取，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组织学科师生通过师生党员学习会、青年教师

座谈会、社区党员双周学、师友茶座等多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及时跟进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第一议题”学习，教职

工每周集中学习 32次。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制定实施方案并落实，强

化纪律意识。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召开从严治党专题会议 2 次。统筹推进

“双一流建设”支撑学科、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十五五发展规划编制

等重点工作。党建方面，开展专题培训 3 次，完善党建带团建机制，开展

“党建+N讲堂”。

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和党员发展工作。组织师生党支部到基层走访

调研、志愿服务的“党建+乡村振兴”实践活动。教工党支部开展专题培训，

持续推进全国土壤“三普”工作；开展“党建+社会服务”专项服务，赋能

乡村振兴，助力“美丽中国”“千万工程”建设。组建师生党员宣讲团，讲

好“三农”故事，突出“三农”价值塑造和“三农”情怀教育。农业资源

与环境本科生党支部获批学校“百个本科生党支部引领百个团支部建设发

展计划”优秀党支部。土壤系教工支部与阳江市农业农村局等联合共建,助

力百千万工程主题党日活动获羊城+报道。协助学院成功召开华南农业大学

115 周年校庆，实现联络校友、汇聚资源、提升形象、促进发展的目标，并

获取校友捐赠物质。

三、学生培养及教育改革

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取得新进展：2024 年张池获得广东省思政示范课



堂《土壤生物学》。李博“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立项华南

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吴小芳“学科竞赛驱动下的 GIS 实践与创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华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一般项目，孙少龙“基

于角色互换的《肥料工艺与肥料资源利用》教学优化研究”立项华南农业

大学教学改革一般项目。张池《土壤生物与生态学》入选农业农村部国家

“十四五”规划教材，出版《蚯蚓在南方红壤地区的农业应用》教材。

修订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顺利完成了年度研究生招生工作。研

究生培养与学位工作有序进行。顺利完成“农业资源与环境”博士学位点

自评工作，获得“优秀”等级。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和学位授

予工作有序进行。完成学位点博导和硕导的聘任工作。组织编制了 2025 年

研究生招生目录。参与组织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包括暑假全国优秀夏令

营活动和研究生招生直播咨询宣讲活动。

开设了多门全英文课程，邀请美国、法国专家来学院开展海外名师讲

座。张池、李永涛等老师出访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进行学术交

流，推进合作项目。成功举办 2024 年第四届全国农资技能大赛，本学位点

参赛学生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好成绩。师生参与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并获得特等奖和

“优秀指导老师”等的好成绩。

四、科研工作进展

科研项目申报组织和培育工作有序进行，2024 年度本学科组织申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6 项；此外，获得两项国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

题任务。做好日常科研管理与服务工作，完成了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等基



础资料更新及整理入库；为学科建设、学科宣传、平台评估、专项制项目

申报等工作协助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本学科学院在农业面源污染、作物养分管理、生态种养循环、产业规

划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产学研工作。李永涛、卢瑛在 2024 年广东土壤三普

工作承担重任，攻坚克难，是三普工作的技术指导单位，分别担任省内业

和外业技术组组长，师生广泛参与，学院牵头超过 10 项省级和超过 30 个

县市区的土壤普查项目，成为广东省三普工作的“领头雁”。李永涛教授团

队在增城、河源及普宁等地连续多年开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面源截

留减排示范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张池副研究员的广东省农业主推技

术—蚯蚓生物固碳培肥技术在粤东粤北茶园持续推广，为绿色有机茶提质，

为当地农民持续增收；此外还在惠州、清远、茂名等地进行广地龙野生种

质资源调查采集，撰写果树苗木-药用蚯蚓种养结合技术规范，指导农户进

行广地龙套养和土地增收。2024 年由云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立项建

设云南姚丽贤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为云南屏边荔枝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

持。姚丽贤团队为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 1770 名荔枝龙眼种植户进行技

术培训，为东南亚 3国农业部及农业大学 13名领导及专家进行荔枝养分管

理的培训。在“荔枝龙眼土肥通”微信公众号发表推文 14篇，阅读量 2.25

万余次。张承林教授团队等在作物营养与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液体肥

料、现代绿色生态循环农业、生态修复等方面开展技术培训及示范推广、

专家讲座、技术咨询等，取得显著成效；中组部科技特派团成员田江、陆

星以及广东省科技特派员蔡燕飞、彭桂香、邓兰生等到广西、贵州、云南

以及广东江门、惠州、东源、连平、南雄等地开展作物养分高效管理、土



壤修复等相关培训和指导工作，助力当地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和农业企业高

效绿色发展。卢瑛教授参与的项目“中国土系志与高精度土壤信息网格构

建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永涛教授的《“十五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赤红壤区耕地酸化改良与地力提升项目动议建议提纲》获得“十

五五”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文征集活动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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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分布不够均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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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