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0日，以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主题的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召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示范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何玲出席会
议并致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房玉林、刘
天军分别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地方政府、58
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签订合作协议。

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崖州湾国家实验
室、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等6个科研院所签
订协议，与银川市人民政府、庆阳市人民政府等

21个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与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1
个企业签订协议。

黄思光代表西农大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和衷心感谢，介绍了学校90年建设发展情况和校
地校企合作成效，表示西农大将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与各级政府、行业企业的交流合
作，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发展，与大家携手共进，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新

担当新作为。希望校地企继续深化合作，共建人
才培养新高地；协作创新，打造科技研发新模
式；携手共进，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

何玲介绍了杨凌示范区建设发展和区校融合
发展情况，表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杨凌示范区
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坚强支撑，杨凌示范区始终
坚持区校一体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共担使命，合力
打造涉农产业发展高地。希望以此次推进会为契
机，全面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催生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密切合作交流，拓展合作领

域，努力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庆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向阳，合阳

县委书记邓宽社，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曹恒真分别作为合作地市、县区和企业代
表发言，介绍了校地、校企合作相关情况，衷心
感谢学校长期以来的精诚合作，诚挚祝贺学校90
周年校庆，表示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学校的合作，
共同培养更多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为实现农业
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微）

西农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会召开

身居西北小镇，深藏若虚；扎根中国大地,盛德
若愚。

从诞生于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的西北第一所农
业专科学校，到如今发展为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
备的“双一流”农业高校，90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站立于推动中
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沿。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坐标上，西农人携初心以求
索，怀热爱而笃行，谱写出了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

情系民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外敌入侵，国家积贫积弱，
陕西关中历时五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
华民族身处“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于右任等一
批爱国有识之士发出了“开发西北”“兴农兴学”的
强烈呼吁。

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楼正式奠
基。“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成
为学校长期坚持的教育遵循。

解放后，新一批农业科学家薪火相传、赓续不断。
在北校图书馆前，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院士的

塑像伫立在青松绿草间，身背草帽、手握钢笔，眼神
专注。他一生培育出了众多小麦品种，其中“碧蚂
一号”小麦在我国推广面积第一，为新生的共和国
献上了一份厚礼，被誉为“挽救了大半个中国”。

“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毫无保留地为国家做
事。”康振生教授两次出国深造，又都回到了西农。
2017年，他率领团队成功攻克了被称之为“小麦癌
症”的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难题，被评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至今仍带领学生夜以继日地在老师李振岐
院士曾经工作过的窑洞里做研究，“一个窑洞两位
院士”传为美谈。

时光流逝中，新一代的西农人接续传承。青年
科学家王晓杰在阴暗潮湿的窑洞开展八年实验，

“80后”博导刘慧泉以实验室为家……老一辈知识
分子的爱国奉献精神，激励了无数后来人。

90 年来，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训随着时代变
迁赋予新的阐释，但“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
务滋、树基务坚”始终是学校培养鼓励学子将思
想与情感、知识与技术奉献给社会的力量源泉；

“诚朴勇毅”校训作为一代代西农人心中永远的
烙印，始终激励着他们求真务实、奋发有为、追求光
明、勇毅前行。

求实致用

胸怀爱国之心，当有报国之为。1999年9月11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并组建，承担起为干旱半
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和高素
质人才支持的国家使命。

2005年，在陕西白水，国内首个专业性苹果试
验示范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
成立。从此，学校构建立足西北、面向旱区、服务全
国，以产业试验示范站为载体，以科技培训和信息
服务为两翼的农业科技推广“西农模式”全面开启。

截至2024年，学校共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等18个省区的产业核心区建立30个试验示范
站、50个示范基地。试验示范站如星星火种，引领
了区域农业产业升级发展，助推了区域脱贫攻坚，
实现了科技创新与示范推广的无缝对接。

“‘西农511’绝对是个好品种，农民不信谁怎么
说，就信自己的眼睛看!”2018年在河南鹤壁举办的
小麦新品种示范推广会上，种业经销商赞许不已。
作为西农小麦育种工作者的第三代代表，吉万全研
究员在小麦育种岗位上已奋斗了35年，育成了“西
农 511”等8个国审品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和基础，我愿为端牢中国人自

己的饭碗尽一份力量！”吉万全说。
当年推动白水县成为陕西苹果产业大县、获

“中国苹果之乡”美誉的白水苹果试验站，如今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赛道再寻新机。“苹果产业面临深
度转型升级，基层农民太需要技术了！”试验站首席
专家赵政阳带领20多名专家，正在开展旱地矮化苹
果高效栽培、绿色无公害苹果生产发展的试验研究
和技术推广。试验站先后选育审定苹果新优品种
11个，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瑞阳、瑞雪、瑞香红
等新品种，辐射带动西北推广发展60余万亩。

2022年11月，与学校开展养殖协同攻关的灵武
养殖基地传来喜讯，宁夏第一头“试管奶牛”诞生，
实现了牧场条件下奶牛体外生产胚胎批量繁殖。
2023年1月，喜讯再传，宁夏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奶
牛”诞生，标志良种奶牛培育技术进入新时代。首
批体细胞克隆胚胎项目共移植了120头牛，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建校90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面向国家
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学校
先后主导黄淮麦区小麦品种 6 次更新换代中的 4
次，培育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西农979”累计推广面
积过亿亩；攻克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世界难题，
助推陕西绿色版图向北延伸400公里；支撑陕西、山
西、甘肃、宁夏等区域成为国家优质苹果产业基地，
实现苹果适生区的“西进北扩”；确定我国酿酒葡萄
的优生区，构建葡萄酒产业链技术体系……

挺膺担当

“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开‘九曲黄河’
生态文明教育课程？”2024年7月20日，陕西省延安
市延川县黄河岸边，群山泛绿，河水青郁。校长吴
普特站在“黄河第一湾”的乾坤湾前，面对学生们发
问。作为一名水土保持专家，从2021年夏季学期开
始，吴普特至今已连续4年承担这门实践课的教学
任务。

吴普特向同学们回忆起朱显谟院士提出的“黄
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及“黄河不清我死不瞑
目”的誓言，介绍了西农人所作的贡献。“与时俱进
服务国家战略是农业高校的使命，需要一代代人接
续奋斗，我们必须有更大作为。”冯梁骁同学听后“非
常震撼”，作为生物专业的学生，“在亲身观察、体验中
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思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每年，葡萄酒学院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的毕
业生在校内基地完成葡萄采摘、分选、破碎、榨汁、
发酵的教学实习后，都要赴河北、山东、天津、宁夏
等地进行综合实习，他们深入葡萄酒厂生产一线亲
手操作，实地感受葡萄酒的工业化生产，实践教学
成了学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课堂”。

近6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组织37批研究
生助力团共 527 名学生积极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赴陕西省四个县区市开展文创设计、产业孵化、
垃圾分类、乡村旅游等多个项目，推动农村增收。

“我们曾走街入户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也曾为
村民美化过墙壁、修过路、维修过电器，还曾关爱留
守儿童学习生活……服务中，真切感受到乡土中国
的内涵和意义。”15年来，共有168名大学生支教团
队员志愿到新疆、广西、陕西等西部省区支教，服务
数万名当地学生，嘹亮的青春之歌，响彻在祖国的
万里河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说，建校以
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培养出30余万毕业生，他
们胸怀“国之大者”，矢志投身农业强国建设，推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农人将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
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他说。

（作者：张琳 姚友明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躬 耕 西 北 薪 火 相 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0年的初心坚守

记者 万英俊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 90
周年、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重大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9月19日，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
长论坛举办。

本届论坛以“携手推动上合组织农业教育科
技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共有来自中国、俄
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等9
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土库曼斯坦的近30所高
校、科研机构8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数字化背景下
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院校科教合作，聚力构建上合组
织国家农业教育科技人才命运共同体开展交流。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部副部长舒库罗夫，教育
部国际司二级巡视员席茹，上合组织大学中方协
调委员会委员、中方项目院校校长委员会主席、

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线上），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副校长罗军主持开幕式。

论坛上，中哈农业科教中心正式揭牌。此
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哈萨克斯坦赛福林农业
技术大学、北哈萨克斯坦大学、沙卡里姆大学共
建的中哈农业科教中心项目被纳入中哈两国元首
会晤成果清单。

罗军表示，中哈农业科教中心将统筹双方资
源，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科研、农业科技示范园
建设等合作项目，不断优化合作机制，提升合作
质量。

论坛上，塔里木大学等高校与学术机构的17
位中外嘉宾，围绕农业数字化、产教融合、农业
机械化、生物育种、国际农业教育科技合作等作
了主旨报告。

第三届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论坛在杨凌举行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杨凌举行
记者 万英俊 9月20日，在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90 周年校庆之际，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2024 年全国新
农科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高等农林
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论坛） 在
杨凌举行。

论坛上，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
书记张炜，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校
长王永刚，西南大学校长王进军，
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陈翔，澳大利
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西澳大
利亚大学自然与农业科学学院研究
院长卡丹博特·西迪克，浙江大学
副校长吴健，河海大学副校长郑金
海，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青平，高
等农林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南京农
业大学副校长董维春，中国农业大
学副校长林万龙，长江大学副校长
许锋，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环科系主

任琼·柯里等中外嘉宾以及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围绕“面
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数字化赋能的
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农业新质生产
力牵引的新农科建设”等开展了为
期一天的研讨交流。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厦门
大学等国内兄弟高校，以及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内布拉斯加林肯大
学、俄罗斯国立农业大学、哈萨克
斯坦赛福林农业技术大学、吉尔吉
斯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巴基斯坦信
德农业大学等国外兄弟高校的校领
导、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学者，陕
西省教育厅、中国农业出版社负责
同志、教育部新农科项目负责人及
相关专家、学校师生代表600人现场
参加论坛。

西农大举办高层次人才
双选会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孙雅楠 余瞳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0周年
校庆到来之际，9 月 19 日，
以“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
的高层次人才双选会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举行，吸引了
一大批学生前来了解应聘。

此次招聘会是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90周年校庆的重点
活动之一，知名企业、事业单位、
高校和科研院所、教育机构等46家
优质用人单位参与，涉及农林牧

渔、建筑、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
提供工作岗位600多个，需求总人数
达4000多人。

西农大2024年校友经济发展论坛暨
第 八 届 全 国 校 友 会 年 会 举 行

记者 唐生辉 9月20日，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 2024 年校友经济发展
论坛暨第八届全国校友会年会在南
校区绣山活动中心举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闫祖书，示范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仲
山出席并致辞。

闫祖书在致辞时对各位校友参
加母校 90 周年校庆活动表示欢迎，
对示范区为校庆活动给予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校庆是实
施区校共建融合发展战略以来，西
农与示范区共同促进、共建共享的
最生动体现，来自60多个校友会各
种形式的校庆捐赠，体现出了广大
校友对母校满满的爱。希望各位校
友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为母校各
项事业的更好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
建议，更好助推母校及示范区各项
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刘仲山在致辞时说，90 周年校
庆既是西农的大事，也是杨凌示范
区的喜事，他代表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对广大校友回到西农、回到
杨凌表示热烈的欢迎。刘仲山向校

友介绍了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的发展
情况，表示示范区一直围绕学校的
优势学科打造优势产业，通过加强
与广大校友的联系，能进一步促进
校友及示范区的互动往来，示范区
也会继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更好
汇聚校友力量，推动多方互惠共赢。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未来研究院发展建设视
频，示范区展览局负责人介绍了第
三十一届农高会和示范区产业发展
情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湖北校友
会负责人围绕新时代校友经济发展
进行了分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
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业务推介。

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友
工作办公室、教学发展基金会秘书
处相关负责人代表学校向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第90个校友会——杨凌校
友会授旗。

来自全国近 80 个校友会的 180
余名校友代表参加论坛年会。

会后，参会代表参观考察了示
范区发展建设及区内企业情况。

记者 谭璐 李
泉林 9 月 20 日，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新校
史馆开馆仪式在北校
区 三 号 教 学 楼 前 举
行，为学校 90 周年
校庆送上一份特殊的
厚礼。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 民 盟 中 央 原 主
席 张 宝 文 ， 中 央 国
家 机 关 工 委 原 副 书
记陈存根，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邓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党
委书记张光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党委书记黄思光、校长吴普特共同
为校史馆揭牌。

1934 年 4 月 20 日，在中华农耕
文明肇始之地杨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奠
基，开创中国西北农业高等教育之

先河。新校史馆位于陕西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号教学楼
一层，于今年4月全面启动建设，建
筑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展陈面积
1600 余平方米，涵盖校史纵览、历
任校首、名师大家群像、李岚清专
题展、教学场景复原、校友及互
动、功能室等内容。

西农大原创校史舞台剧
《 扎 根 》精 彩 上 演
记者 何乐 9

月18日晚，西农大原
创 校 史 舞 台 剧 《扎
根》在北校区绣山活
动中心精彩上演。

舞 台 剧 《 扎
根》，以西农大校史
为 脉 络 ， 按 建 校 初
期、新中国成立和合
并组建三个节点，创
作筚路蓝缕、砥砺前
行、扬帆起航三个篇
章。通过人物群像，
综合运用语言、音乐、舞蹈等艺术
形式，集中展现学校建设发展过程
中为国家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乡

村振兴和区域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突
出贡献，演绎了一代代西农人扎根
西部、兴农强国的坚韧与奋进故事。

庆祝西农大建校90周年
师生校友联欢晚会举行
记者 鹿赛 王

鹏超 九秩芳华，岁
月 如 歌 。 9 月 20 日
晚，庆祝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建校 90 周年

“九秩教稼 兴农强
国”师生校友联欢晚
会在北校区田径场举
行。师生员工、海内
外校友与四海宾朋齐
聚一堂、共襄盛会，
共同祝福母校90周岁
生日快乐。

晚会分为播种、扎根、绽放三个
篇章，以诗朗诵、歌舞、创意表演等
节目形式串联，深情讴歌学校“九秩

教稼、兴农强国”历史荣光，沉浸式
立体展现学校“胸怀国之大者”“永
为民族之太仓”的农业报国情怀。

西农大新校史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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