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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念好“三字诀”打造科教融汇新赛道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论述，以“双高”

建设为重要抓手，科技赋能为重要支撑，创新构建“活、联、转”

工作机制，打造科教融汇新赛道，协同推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社会服务提质增效，为助力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贡献

成都农职力量。学校入选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科教融

汇成果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一、念好“活”字诀，融资源汇思政，激发动力

一是理念活思路，创新融汇育人体系。创新理念拓展育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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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坚持以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作为三全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推

动专业建设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发挥专业、课程、师资、

基地等优势资源叠加效应，着力构建“产科教协同、研训创一体”

的融汇育人体系。入选国家级育人项目 5项、典型案例 2个，工

作成效被中央电视台宣传报道。

二是制度活资源，激发教师科创动力。制定《科技工作管理

办法》《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科研+教学”双

轮驱动职称评审体系、“积分+经费”双向激励机制，推行科研项

目主持人终身责任制，激发教师科创内生动力。学院选育农业新

品种 13个，成果转化 36项，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8项。

三是学分活思政，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坚持把专业技能和科

技素养融入人才培养，纳入必修学分，学生参加各类科研项目、

技能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获国家级奖项 12项，在校

参与各项教师科研团队、从事科研和技术服务工作的就业率同比

高 5%，专升本比例占总数 60.8%，学生毕业后进入各类科研机

构占比持续增加。

二、念好“联”字诀，融平台汇成果，提升能力

一是平台联项目，提升科研能力。与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

究所、川农大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成立特种玉米研究所、省动

物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智慧渔业、农机装备等 14个省市校

三级产科教融合平台，打造基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土壤重

金属修复及耕地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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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荣廷昭院士团队，组建多学科交叉科技创新服务团队，14 名

科研能手入选“10+3”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二是园区联基地，提升创新能力。深化校企合作，引企入园，

与四川利尔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造高水平生产性实训教

学平台，依托崇州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科技示范园区等省级基地，

成立成德眉资天府粮仓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在项目申报、联合

攻关、示范引领等方面协同推进，不断提升高水平科技创新能力。

三是创新联推广，加大成果产出。围绕省市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在教育教学中加大农业新品种研发、新技术集成、新工艺制

造等，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研发山地乌骨鸡提质增效关键技

术创新集成与示范推广等 20项新技术，选育水稻等农业新品种

13个，推广面积超 400万亩，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 30亿元。

三、念好“转”字诀，融专业汇企业，服务产业

一是转化到教学，聚力打造专业集群。以专业群为载体，建

设科教融汇共同体，推进科研成果进课堂、进教材，科研方法进

实验、进实训，科研项目进园区、进大赛。探索以科研为导向的

教法改革，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构建形成休闲农业“一

盟四元、三融三型”、畜牧兽医“两主体、三融合”、作物生产与

经营管理“产学研训一体、双能导向”等国家级省级专业群人才培

养模式，推进高水平专业群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二是转化到企业，支撑产业发展。推动科研落地见效，完成

44项成果转化，发明专利“一种羊肚菌专用肥配方及其施用方法”

转让给四川中农润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联合企业申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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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土壤调理与地力提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登记成果“高效脱毒

快繁技术创新及在四川特色作物上的应用”转让给成都逸田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黑甜玉 8号、13号”等特种玉米

新品种使用权转让给四川川农牛种业有限公司，持续深化产品研

发和品种推广，建立科技成果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全链条激励的生

态体系。

三是转化到地方，赋能乡村振兴。服务天府粮仓建设，加大

成都及周边重点片区技术指导，参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推广超 2000亩，指导环城生态区农田复耕复垦 9000亩。服务现

代职业农民培养，制定新农民培训规范 1套，开展涉农人员培训

5 万多人日，建成 11 所农民田间学校送教下乡，获批省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涌现全国农村青年带头致富人谢娇、全国乡村振

兴（扶贫）系统先进个人曾胡丽等。服务地方发展，持续开展对

口帮扶，打造“四个一”产业帮扶模式，工作实绩受到省委省政府

表彰，被《四川日报》专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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