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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思想进步，掌握园艺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

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了解该学科发展动态，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

的国内外发展水平，具备从事园艺学科的研究、教学、生产、推广或技术管理的

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2. 学位标准 

学位标准根据《河南科技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修订）》（校发字〔2019〕

50 号）、《河南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办法（修订）》（校发字〔2020〕

8 号）相关要求。 

3.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2 年，我院共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 人，与往年相比数量稳步增长。

截至 2022 年 12 月，共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2 人。2022 年本学科共授予硕士学

位 14 人。截至 2022 年 12 月，2022 届毕业研究生整体就业率达 50%。 

4.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

数

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

导师

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

硕导

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正高级 13 0 0 1 12 0 9 3 13 13 6 

副高级 21 0 0 10 11 0 10 6 10 17 5 

中级 25 0 15 9 1 0 20 4 9 24 2 

其他 1 0 1 0 0 0 0 1 0 1 0 

合计 60 0 16 20 24 0 39 14 30 56 13 

（二）学科建设情况 

1. 主要培养方向与特色简介 

果树学方向：主要开展果树种质资源与育种利用、果树抗逆机制与调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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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产优质栽培理论与调控等方面的研究。收集保存了 158 份果树资源，筛选出

3 个高无融合生殖率、1 个抗寒、1 个矮化的柿砧君迁子类型、7 个观赏海棠新品

系；“柿地方资源保护利用与杂交育种研究”获 2016 年河南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农业农村部葡萄新品种登记 3 项，制订葡萄栽培地方标准 1 项；挖掘了葡萄、

桃、君迁子的抗逆基因，建立优化了遗传转化体系，探究相关抗逆分子机制。 

蔬菜学方向：开展了南瓜种质资源的收集、评价和新品种选育研究，保存南

瓜资源 3000 余份，鉴定出“百蜜”南瓜系列新品种 7 个。开展了设施番茄优质高

产栽培技术和设施连作障碍研究，研发了设施土壤连作障碍生物修复技术。开展

了黄瓜生长发育调控研究，从激素、基因表达调控、小 RNA 水平对黄瓜果实发

育的分子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设施蔬菜土壤盐渍化、重金属和微塑料污染

问题，开展了蔬菜质量安全控制研究，制定了 10 套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 

观赏园艺学方向：以中原牡丹品种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原牡丹品种核心

种质库，建立了牡丹体外再生和组培快繁体系，收集野生牡丹资源 30 份，开展

了牡丹野生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优异基因挖掘及芍药属远缘杂交育种，培育晚花、

新花色（橙、黄）、长花期和切花新品种 7 个，培育其它新品种 9 个，选育新品

种 2 个，“牡丹远缘杂交新品种培育与种苗高效繁育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获河

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收集和保存了太行山彩叶植物、芳香植物资源 30 多

份，并开展了河南太行山野生花卉资源的园林应用研究。收集大花三色堇种质资

源 234 份，开展了遗传多样性、观赏性和抗逆性研究，选育抗热、耐寒大花三色

堇 F1 新品种 5 个，克隆了三色堇热激蛋白 70 基因、小热激蛋白基因、热激转录

因子基因等 5 个基因。4 个 F1 代杂交种于 2022 年 3 月通过河南省新品种鉴定。 

景观生态园艺方向：景观生态园艺学科以河南省特色园林植物及南太行野生

观赏植物为研究对象，进行特异资源的筛选、评价和定向利用，及特异性功能基

因的研究；将景观规划与生态农业紧密结合，注重废弃地、休闲农业景观资源评

价与规划利用等，获奖研究成果在河南省处于领先水平。 

2.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类别 姓名 年龄 职称 

果树学 

带头人 扈惠灵 54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张传来 59 教授 

李桂荣 4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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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45 副教授 

刘遵春 46 副教授 

王保全 39 副教授 

蔬菜学 

带头人 孙涌栋 42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李新峥 57 教授 

周俊国 55 教授 

李贞霞 49 教授 

陈碧华 50 教授 

郭卫丽 37 副教授 

观赏园艺学 

带头人 何松林 57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周秀梅 56 教授 

杜晓华 50 副教授 

贾文庆 42 副教授 

尤扬 49 副教授 

王艳丽 40 中级职称 

景观生态园艺学 

带头人 刘会超 58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李保印 57 教授 

张毅川 44 教授 

周建 45 副教授 

宋利利 40 副教授 

韩涛 34 中级职称 

3.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主要科研项目情况 

2022年度，本学位点获批科研项目1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8

项。 

2022 年度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32202492 CaSBP12 响应辣椒疫霉菌侵染的功能和分子机制 张淮霞 

32202419 氮肥减量协同修剪枝条回田影响果园土壤有机碳固持的微生物机制 郎冬梅 

222102110042 BrCML5 基因调控白菜干烧心抗性的功能研究及新种质创制 袁敬平 

222102110264 野生郁金香抗基腐病关键基因挖掘及抗病新种质创制 王艳丽 

222102110173 三色堇耐寒分子标记开发及新种质创制 杜晓华 

222102110184 南瓜耐盐基因挖掘及耐盐种质创新与利用 陈学进 

222102110440 非光依赖型桃品种的鉴定标准研发及其在育种中的应用 丁体玉 

222102110199 
VyMYB24 基因介导细胞分裂素途径调控野生燕山葡萄抗寒机制及种质创

新 
李桂荣 

222102110394 RuBisCo 调控黄瓜高温抗性研究与种质创新 翟于菲 

222102110368 D1WRKY3 转录因子在柿逆境胁迫应答中的调节作用及柿抗逆新种质创制 张晓娜 

4.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序

号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 

1 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 省级 为园艺学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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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科群 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保障。 

2 

河南省特色园艺植物

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省级 
为园艺学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郁的学

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保障。 

3 

河南省园艺植物资源

利用与种质创新工程

研究中心 

省级 
为园艺学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郁的学

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保障。 

4 
河南省园艺学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省级 

为园艺学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郁的学

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保障。 

5 
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

基地 
省级 

为农艺与种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培养及学位论文提供了设施和

空间保障。 

6 
新乡市草花育种重点

实验室 
市厅级 

为观赏园艺方向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

郁的学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

保障。 

7 

新乡市果树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

室 

市厅级 

为果树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浓郁

的学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间保

障。 

8 
新乡市果蔬品质检测

重点实验室 
市厅级 

为果树学、蔬菜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

造了浓郁的学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

和空间保障。 

9 
新乡市景观生态恢复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厅级 

为景观园艺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指导，营造了

浓郁的学术科研氛围，为实验设计和完成提供了设备、设施和空

间保障。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我校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

组织和群团组织的通力合作下，以有效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作用为遵循，以“研究生党建双创活动”为抓手，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引导学生践行“崇

德尚能，知行合一”校训，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为学校打造区域性特色骨干

大学贡献了力量，提供了支撑。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学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始终十分重视，通过多种途经积极加强，把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建设作为内涵建设的核心，加以推进。本专业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开设课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和“自然辩证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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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 

聚焦立德树人，立足学科特色，明确育人目标。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

究生培养全过程，通过强化顶层设计，让所有教师都挑起“思政担”；强化样板建

设，让所有课程都上出“思政味”；强化质量保障，让所有课堂都绽放“思政彩”。

修订完善课程大纲，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明确每门课程的思政

育人目标。 

（三）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每年进行多次辅导员专题培训，充分发挥学工队伍在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专职思政队伍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建组织员、

研究生秘书、团委书记、辅导员等人员组成，每个年级配有班主任。校党委高度

重视思政队伍建设，出台了加强思政队伍建设的文件，实现了职称、职务“双线

晋升”，并每年划拨专项经费对思政队伍进行培训。 

（四）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一贯重视研究生党员发展与培育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在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培养学生强农兴农担当，重点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通过支部建设、谈心谈话、实习实践等不断厚植研究生群体的三农情怀。 

多措并举，以党建活动为载体落实立德树人。通过收看疫情防控思政大讲堂、

开学第一课、举行抗洪先进事迹展示、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形式，着重强化对

学生的理想信念、学习目标、专业思想、职业道德等教育引领。各培养学院利用

新生入学和关键时间节点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 10 余场。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1.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必修课 1.00 石亚芳 

2 实验室安全管理 必修课 1.00 陈学进 

3 高级植物生理与生物化学 必修课 3.00  杜晓华、周瑞金 

4 高级园艺植物育种学 必修课 2.00  李桂荣、杜晓华 

5 园艺学专题 必修课 2.00  周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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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果树种质资源学 必修课 2.00  周瑞金、扈惠灵 

7 果树学研究进展 必修课 2.00  扈惠灵、周瑞金 

8 蔬菜种质资源学 必修课 2.00  周俊国、姜立娜 

9 蔬菜学研究进展 必修课 2.00  孙涌栋 

10 观赏植物资源与品种分类学 必修课 2.00  李保印 

11 观赏园艺学研究进展 必修课 2.00  刘会超 

12 设施园艺学研究进展 必修课 2.00  李新峥 

13 分子生物学 选修课 2.00  陈学进、姜立娜 

14 植物细胞生物学与显微技术 选修课 2.00  贾文庆、朱小佩 

15 高级植物生理生化实验技术 选修课 2.00  王保全 

16 生物统计学原理及软件应用 选修课 2.00  郝峰鸽 

17 仪器分析 选修课 2.00  陈仕均 

18 高级园艺专业英语 选修课 2.00  陈学进、刘苗苗、张鹏 

19 
高级园艺产品采后生理与 

储藏运销学 
选修课 2.00  张晓娜 

20 园艺植物营养与诊断 选修课 2.00  李贞霞、潘飞飞 

2.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严格落实学校研究生培养的相关制度，包括《河南科技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办法（试行）》、《河南科技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办法（修订）》等，各项制度执行良好。

严把教师入口关、政治关和师德关，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形成“先立师德，再

做学问”考核评价体系。整合行业发展与课程科学前沿的课程资源，产教融合优

化实践育人环节，动态调整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践行“社会-行业-学生-教师”

四维评价体系，强化教师实践能力与课程教学的融合。 

3. 教材建设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者/译

者 
署名 
情况 

出版/再版

时间 
出版社 版次 备注 

1 干花艺术 刘砚璞 
第一 
副主编 

202208 
中国林业

出版社 
第 1 版  

（二）导师队伍 

严格研究生导师遴选与聘任，学校专门出台有《河南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遴选办法（修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修订)》等，规定申

请专业学位硕士导师除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还要求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周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原则上具备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硕士学位，或具有

博士学位的讲师，主持项目经费充足，师德高尚。 

本专业学位合理分配教学任务，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和完善校内外导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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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促进双方有机融合，确保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制定导师队伍发

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和途径，强化师资队伍培养力度。建立导师考核评价办法，

对研究生导师在科技项目、成果、论文、教学工作量等方面评价与考核；从学术

道德、工作责任心、职责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对有丰富实践经历的校内教

师，在年终考核、职称晋升等方面采取配套的奖惩办法和激励措施，为师资队伍

壮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本学位授权点不断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学院根据《中共河南科

技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河南科技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实施方案》、《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办法（修订）》等一批制度文件，让所

有教师都挑起“思政担”，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导

师评聘、职称晋升等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形成“先立师德，再做学问”考核评价

体系。近几年，未出现违反师德师风的事件。 

（三）学术训练 

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广泛阅读领域相关中

英文文献；要求学生加强平时的知识积累，注重训练思维方式，掌握研究方法，

明晰研究过程，强调研究规范，提高科研能力。以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进

一步优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

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研究生奖助体系 

为更好发挥资助工作导向作用，我校完成《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励实施

办法》和《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同时再加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形成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的资助育人体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项奖助学金的及时发放，为学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提供良

好的保障支持。 

本学位点所涉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国家奖

学金，每年只占硕士研究生总数的 3%；学业奖学金，覆盖全体研究生，每年评

审一次。分为四等，覆盖面为 100%，其中一等奖学金占 20%，每生每年 10000

元；二等奖学金占 20%，每生每年 6000 元；三等奖学金占 30%，每生每年 4000

元；四等奖学金占 30%，每生每年 2000 元。研究生助学金，也覆盖全体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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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分 10 个月发放。2022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获得的奖助

学金情况见表。 

项目名称 金额（万） 资助学生数（比例） 

国家奖学金 2.00 1（1.92%） 

学业奖学金 27.00 51（98.08%） 

国家助学金 31.20 52（100%） 

另外，学校还制定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励实施办法》，专项奖励主

要包括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和杰出研究生奖。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比例为当

年申请硕士学位人数的 20%。被评为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由学校颁发荣誉

证书；被评为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由河南省教育厅颁发荣誉证书。杰出研

究生奖，指的是在校期间为学校和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或毕业当年考取博士研究

生者，每人奖励 2000 元。 

（六）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注重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规范科研管理，严肃学风建设，目前无学

术不端行为发生，具体措施如下： 

1. 完善学术管理体制 

学校注重规范学术事务管理，建有完备的管理体制，学校和二级学院均建有

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负责学术、学位事务管理，就有关学校、学院师生学

术问题、学生学位问题进行研讨、表决，提出意见。学校还制定有《学术委员会

章程》《学术风气建设实施办法》》《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等制度文件，有效

规范了学术、学位管理。 

2. 加强学术规范知识学习 

学校十分重视政策文件的学习，先后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国科协、教育部关于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活动的通知》《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等，认真听取全

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各院系均以年级为单位，辅导员结合年

级班会组织研究生召开相关主题班会，引导研究生自觉把学术诚信作为学术创新

的基石，坚守学术诚信底线，维护学术尊严。 

3. 注重学风建设的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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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注重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于培养全过程。研究生入学时，邀

请学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为新生做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上好学术道德

规范教育开学第一课。培养过程中，组织研究生导师以专业为单位，开展学术道

德规范专题培训，掌握学术研究工作规范，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在学位论文

答辩前，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生签署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结果说明及导师承诺

书，决不允许突破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 

（七）质量保证 

1.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学位点研究生培养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要求，由研究生处和学

院分工合作，确保研究生各项工作有序顺利开展。研究生处负责统筹协调、整合

资源，组织指导硕士研究生培养各项工作，研究生处设置专职辅导员，负责学生

的班级建设、入学教育、毕业生教育、各类奖学金及助学金评定等。学院担负学

位点学科方向研究生培养的主体责任，实行导师负责制。学校、学院负责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毕业答辩等全程监督管理工作。 

2.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组指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导师组由 3～5 人组成，成员

主要是导师、其他导师和部分优秀青年教师，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研究生导师和导师组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主要职责是：参与制定本专业研

究生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审核学位课程的命题及评阅；负责对研究

生论文选题、中期考核、论文质量的把关；协助组织学位论文答辩等。学位论文

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选题、开题、撰写、中期、答辩等环节。

学位论文的选题、答辩等要求，具体参照《河南科技学院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修

订）》执行。 

（八）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设有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研究生秘书和研究生助管岗位，负

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出台研究生管理相关制度，制定各项奖助学措施，通

过座谈、交流等形式，切实保障研究生在校学习生活质量及合法权益。定期进行

在校研究生对学校教学、科研及生活情况进行满意度调查，不定期举行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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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创业指导，在校生均对学校现行学习、科研及生活情况满意。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学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积极进行专业教学模

式、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2022 年 9 月，周建老师申报的 2023 年河

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顺利获得立项批准。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论文质量 

本专业的学位论文采取“双盲”评审方法，学位论文须提交 3 名专家盲审，其

中校外专家 2 名，校内专家 1 名，盲审专家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盲审意见

分同意参加答辩、修改后参加答辩、修改后重新送审、不同意参加答辩四种情况。

对于盲审意见为“修改后重新送审”的论文，由二级学院组织修改并二次送审，送

审结果仍不合格者延期毕业。对于两名及其以上专家盲审意见为“不同意参加答

辩”的论文，该研究生延期毕业，并暂停导师当年招生资格。聘期内，同一名导

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累计 3 篇盲审意见为“不同意参加答辩”者，取消其导师

资格。一个学院一届毕业研究生中有 3 篇及以上论文盲审意见为“不同意参加答

辩”，或同一个学位授权点一届毕业研究生中有 2 篇及以上论文盲审意见为“不同

意参加答辩”，减少该学院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并限期整改。 

该专业学位论文在河南省、学校两级抽检中质量良好。所有学位论文从数量

和质量上都达到了《河南科技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要求。

论文质量得到了校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该专业学位论文在河南省、学校两级抽

检中质量良好。 

（二）就业发展 

为有效推进农业硕士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工作，积极通过多种方式收集

和发布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就业工作长效机制，每月对研究生就业情

况进行跟踪反馈，充分发挥导师对研究生就业引导和帮助作用。本专业 2022 年

共毕业 14 人，就业率 50%。其中，事业单位就业 3 人。 

（三）服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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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研究生在服务“三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与社会效益。通过课程思政、组织专题活动、开展学术讨论等多样的形式，提

升农业硕士的农业情怀和责任担当，传承和创新优秀的农耕文化，强化农业硕士

的创新实践意识和服务三农的能力。 

（四）学位点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学位〔2020〕

25 号）和《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学

位〔2020〕26 号），我校于 2021 年 4 月启动了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

合格评估工作，出台了《河南科技学院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

工作方案》（校发字〔2021〕47 号），园艺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参与周期性合格评

估。目前，在学校研究生处的领导下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团结协作，坚持“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理念，保证按时完成评估工作任务。 

六、下一步建设计划 

（一）继续加强学术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在全省园艺学领域有影

响的师资队伍 

学科的发展壮大需要建立强大的师资力量，目前园艺学科导师队伍规模小，

园艺学学科一直致力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是后备人才培养。在未来十年内，

园艺学学科将重点培养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教师，将他们培养成为所在学术领域

国内著名的研究人员。具体计划如下： 

（1）引进高水平师资特别是中青年专家，进一步优化学科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

和年龄结构。另外加强引进年轻博士，每年引进 10-15 名优秀博士，不断的壮大

教师队伍。 

（2）继续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通过“送出去，迎进来”，让教师到国外或国内

知院所交流学习，提升教师学术水平。 

（3）继续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为他们提供便利的科研条件，力争在

未来 5 年左右，有 2-3 教师获得河南省创新人才，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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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学科均衡发展 

以园艺学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建设为引领，通过人才引进、资金扶持、平

台建设和政策配套等加强整体园艺学科的发展，同时均衡发展园艺的其他二级学

科，从而促进园艺学科的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继续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平台是教师进行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础。本学科以现有的省部级平台为基

础，结合研究项目，继续完善平台建设，具体计划如下： 

（1）继续收集河南省内优异的果、蔬、观赏植物等种质资源，并进行充分调研，

并利用于科研育种研究。 

（2）通过资金扶持，加速组培室和基因转化平台建设，为园艺植物转基因研究、

基因功能验证提供必要的平台。 

（3）继续完善科研基地建设，为植物的栽培、研究提供必要的空间。 

（4）继续加强省部级的科研教学平台建设，促进国家级的科研教学项目和成果

奖励的突破。 

（四）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学学科一直注重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开展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的探索与改革。今后将继续加强招生选拔力度，加强课程教学管理，继续探索

新形势下的学术训练、学术交流等，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力争在未来几年

内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大幅度提高。具体的持续性改进计划如下： 

（1）继续扩大招生宣传，选拔一批优秀生源，从源头提升学科研究生的水平。 

（2）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包括申报，实施和结题，以项目为纽带，带动

研究生科研水平。 

（3）继续鼓励研究生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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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完善的高水平论文发表奖励制度，激励研究生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5）不断规范和完善研究生管理制度，激发研究生从事科研的热情和参与科研

的兴趣。通过制度来管理研究生，提高研究生工作效率。 

（五）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学学科不断探索园艺学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具体的持续性

改进计划如下： 

（1）加强对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训练，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

能力。 

（2）加强研究生对本领域前沿知识的学习，同时在导师指导下多下乡接触农业

生产第一线，有效的提供理论和实践能力。 

（3）进一步完善毕业论文的抽检和送审制度，严把质量关，提高学科论文质量，

培养一批能力突出的研究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