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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学科方向 

园艺学一级学科下设果树学、蔬菜学和观赏园艺学三个二级学科。

果树学和蔬菜学为河北省重点学科，观赏园艺学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重点学科。学科紧紧围绕园艺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为主，形成了果树、蔬菜、观赏园艺等 3 个稳定的学科方

向，重点开展冀东旱黄瓜、燕山板栗、桃、柽柳等园艺植物（方向）

的研究。 

2.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思想进步，专业基础扎实，能够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素质高、专业技能强、创新

意识浓的，从事园艺学及相关领域教学、科研及技术管理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 

3. 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52 人，具有教授职称（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人

数 19 人。在 3 个二级学科中，果树学学科方向导师 24 人，其中教授

7 人；蔬菜学学科方向导师 18 人，其中教授 7 人；观赏园艺学学科

方向导师 10 人，其中教授 5 人。 

专任教师结构合理，获博士学位人员比例占 75 %，45 岁及以下

教师占 63.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全国优秀科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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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 1、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 1 人、河北省教学名师 1 人、河北省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河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6 人、河北省青年拔尖

人才 1 人。 

4. 培养环境与条件 

园艺学研究生依托建成的 6 个科研团队，进行全程培养。闫立英

教授、张立彬教授、张京政教授等科研团队负责人在省内外产业、科

研和社会服务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效提升了学科竞争力。学位授

权点不断在省级以上项目、高水平论文、发明专利、专业论著和重要

成果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9 个国家和省级科研平台等各级各类实验

平台面积达 5000 m2（附表 5）；拥有诸如电子扫描显微镜、液质联

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等大型仪器 1172 套，总价值 3000

余万元。同时，学位点拥有包括研究生工作站、创新驿站、专家工作

站等校外实践基地 22 个。学科培养环境与条件的持续提升，促进了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学位授权点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健全

的机制和制度。生源质量不断提高，研究生思政教育取得显著成绩，

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组成科研团队导师组指导研究生效果显著，学

术交流显著提升了学生整体学术水平，学科实现了持续良性发展。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1. 年度建设整体情况 

2022 年，园艺学科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在教师建设队伍方面，本

学科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引进博士 8 名，教师队伍的年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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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缘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同时，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运行良好，

确保教学水平提高。在平台建设方面，河北省特色园艺种质挖掘与创

新利用重点实验室顺利完成验收工作，河北省特色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育种应用技术研发中心获批建设。在科学研究方面，获批纵向与横向

项目达 30 余项，科研项目累计经费达 536 万元，发表论文 52 篇、授

权专利 7 项、授权新品种 2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省级研究生课程思

政项目立项 3 项，校级 1 项等，科研工作有较大突破。在人才培养方

面，培养硕士研究生 12 人，就业率达 83.3 %。 

2. 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园艺学一级学科在果树学、蔬菜学、观赏园艺

学 3 个方向上继续围绕冀东旱黄瓜、燕山板栗、抗寒桃、耐盐柽柳等

特色园艺作物持续深入开展种质挖掘与评价、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

种质创新与改良、栽培管理等研究。 

（2）师资队伍：2022 年，园艺学 3 个二级学科果树学、蔬菜学

和观赏园艺学科研围绕特色研究方向加强了团队建设，形成了 1 个国

家级科研创新团队-板栗，5 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桃创新团队、葡萄

创新团队、黄瓜创新团队、露地蔬菜创新团队、园林植物创新团队。 

2022 年，园艺学科科研团队中 1 人担任河北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3 人担任河北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2 人

担任河北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站长。多人在中国园艺学会干

果分会、中国园艺学会桃分会、河北省果树学会等任常务理事、副理

事长、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科技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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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师、全国经济林咨询专家等职务。 

（3）科学研究：2022 年，园艺学科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升，获得

项目、到位经费以及论文、新品种、专利授权进一步增加。 

纵向科研项目共立项 26 项，到位经费 463.5 万元。其中，省自然

科学基金 5 项，省科技厅项目 1 项，省教育厅项目 3 项，省重点研发

计划（现代种业）4 项，省产业体系专家项目 6 项，其它市级及校级

项目 7 项。横向项目 4 项，到位经费 73 万元。其中，河北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获得连续 5 年的稳定经费支持，每年到账经费

148 万元。 

2022 年，园艺学科共计发表论文 52 篇，授权专利 7 项、授权新

品种 2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等。 

3. 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2022 年，学科共招生 23 人，圆满完成了研究

生招生任务。招生生源不断提高，所招研究生中 6 人来自南京农业大

学、鲁东大学、贵州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北工程

大学，5 人来自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所招研究生来自园艺、园林、设

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农学等相关专业 17 人，来自其他专业 6 人。 

（2）思政教育：学位授权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力打造 “三全育人”

格局，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设立

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生均不低于 30 元的标准，为不断提高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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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2022 年开始开展研

究生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的建设工作，立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项、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项，省级研究生案例库结题 2 项。 

（3）课程教学：园艺学科依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关于制订研

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并结合学科发展需求修订了研究生培养

方案。研究生课程设置如下必修课设有 4 门公共课和 10 门专业必修

课；选修课设有 8 门公共选修课和 17 门专业选修课；实践课包括教

学实践、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以及学术交流；补修课设有

7 门，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报考的研究生需要补修 2 ~ 3 门本专业本

科生主干理论课，不计学分。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修读课程，一

共完成 31.5 个学分，其中学位课 14.5 学分（表 1）。 

表 1  园艺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总 

学时 

总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开课 

学院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2

0
.5

学
分
） 

公
共
必
修
课
（9

学

分
） 

G0500X 第一外国语（含口语）★  1 90 4 45 0 外国语学院 考试  

G05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1 36 2 36 0 思政部 考试  

G0511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1 24 1.5 24 0 研究生部 考查  

G0513 科技报告写作 1 24 1.5 24 0 研究生部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7

.5

学
分
） 

X0519 高级植物生理学★  1 40 2.5 32 8 
农学与生物科

技学院 
考试  

X0521 植物生物技术★  1 32 2 24 8 
农学与生物科

技学院 
考试  

X0509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实

验） 
1 24 1.5 0 24 园艺科技学院 考查  

X0586 仪器分析（实验） 1 24 1.5 0 24 分析测试中心 考查  

专
业
方
向
必
修

课
（4

学
分
） 

X0588 果树学专题★  1 32 2 32 0 

园艺科技学院 考查 

果树学 
X0594 高级果树生理学★  1 32 2 32 0 

X0547 高级蔬菜生理学★  1 32 2 32 0 
蔬菜学 

X0544 高级蔬菜育种学★  1 32 2 32 0 

 

续表 1  园艺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X0715 观赏植物资源与利用★  1 32 2 32 0   观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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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717 
高级观赏植物遗传育种学

★  
1 32 2 32 0 

艺学 

选
修
课
（
至
少
选4

学
分
） 

公
共
选
修
课
（
至
少
选1

学
分
） 

G0502 自然辩证法 

1 18 1 18 0 思政部 考查 二选一 
G05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G050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

读 
1 20 1 20 0 思政部 考查  

X0656 职业技术教育学 1 16 1 16 0 研究生部 考查  

X0659 管理学 1 16 1 16 0 研究生部 考查  

X0657 教育技术 1 16 1 16 0 研究生部 考查  

X0658 技术推广 1 16 1 16 0 研究生部 考查  

X0660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16  16  研究生部 考查  

选
修
课
（
至
少
选4

学
分
） 

专
业
课
（
至
少3

学
分
） 

X0589 高级果树生物学 1 24 1.5 24 0 

园艺科技学院 考查 

果树学 

X0593 
果树遗传育种研究进展专

题讨论 
1 24 1.5 24 0 

X0595 
果树种质资源研究进展专

题讨论 
1 24 1.5 24 0 

X0596 
设施果树研究进展专题讨

论 
1 24 1.5 24 0 

X0545 设施蔬菜栽培专题 1 24 1.5 24 0 

蔬菜学 
X0546 蔬菜种子与良种繁育专题 1 24 1.5 24 0 

X0548 蔬菜研究进展 1 24 1.5 24 0 

X0597 无土栽培进展与专题讨论 1 24 1.5 24 0 

X0716 
观赏园艺研究进展专题讨

论 
1 24 1.5 24 0 

观赏园

艺学 

X0718 观赏植物栽培专题 1 24 1.5 24 0 

X0719 
观赏植物采后生理与技术

研究进展专题讨论 
1 24 1.5 24 0 

X0720 植物生态修复技术与应用 1 24 1.5 24 0 

X0721 植物生理生态学 1 24 1.5 24 0 

X0722 植物配置与造景 1 24 1.5 24 0 

X0636 分子生物学 1 16 1 16 0 

农学与生物 

科技学院 
考试  X0512 数量遗传学 1 24 1.5 24 0 

X0513 生物信息学 1 32 2 32 0 

实践研究（7 学分） 

教学实践 3～5 10 1  10 

园艺科技学院 

考查  

科研实践 2～3 3/周 2  3/周 考查  

专业实践 2～5 80 2  80 考查  

学术交流 1～5 2 次 1  2 次 考查  

社会实践 2、4 2 周 1  2 周 考查 暑期 

补修课 果树栽培学 2～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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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园艺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果树育种学 2～4     

 

考试  

设施蔬菜栽培学 2～4     考试  

蔬菜育种学 2～4     考试  

园林花卉栽培与应用 2～4     考试  

园林树木认知与应用 2～4     考试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2～4     考试  

其他 
开题报告 2       

中期检查 3       

总学分 31.5 学分  

注：学位课以“★ ”标注。 

学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培养方案。围绕学科能力

培养目标，继续推进课程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继续完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学科立足区域园艺产业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在课程教学、科研活动以及

专业实践“三位一体”的创新型课程体系中继续加强学科基础课程、专

业课程和素质拓展教育课程等的内涵建设；研究生定期学术交流、科

研团队定期组会以及校内外专家学术和产业报告等科研活动继续加

强；专业技能训练、科技扶贫以及社会服务等专业实践逐步形成了以

科研团队为主体进行开展。 

其次，继续加强科教融合课程内容。基于研究生课程以“提高学

生研究能力”为主旨的教育理念，结合学科科研团队建设，推进科研

团队研究方向和与课程内容建设有效结合，以便学生更好的掌握学术

前沿理论和技术，提高了培养质量。 

再次，继续实施多元化课程教学方式。采用研讨式、案例式、现

场式等多元化的课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等综

合能力。依托科研团队基地、科研室、实验室等场地推进多元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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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 

最后，继续加强课程全方位质量督导。——继续加强全方位课程

质量督导体系，以保证课程质量评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学生、同

行、督导、领导四级评教中，提升教学质量，  

（4）学术训练：对 2022 级研究生开展科研思维训练和试验仪器

使用训练，并且实施导师团队联合指导，提升培养质量。同时，继续

通过外派部分 2022 级研究生到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进行试验和学术训练。 

（5）学术交流：学术交流主要采用 4 种形式，参加学术汇报、

学术会议、邀请校内外专家做专题报告、组织学生参加线上线下学术

讲座。 

2022 年，园艺学科举办了 6 场硕士生学术交流会，所有研究生

参会，每次均有 3 名研究生导师现场指导。通过交流会的开展，研究

生在论文设计、学术思维、论文阅读等方面持续提高了能力。2022年，

园艺学科师生 80 人次参加学术交流会（表 2）。 

表 2  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统计表 

序号 
学生姓名
及人数 

学术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会议日期 举办单位 

1 
胡亚梅等

10 人 

第七届国际基因组学与作
物遗传改良论坛 

线上 
 

2022.11.28-

30 

华中农业大
学作物遗传
改良全国重
点实验室 

2 
杨小红等

11 人 
第六届林业学术大会 线上 2022.12.9 

中国林学
会、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 

3 
孙轩等 5

人 
中国观赏园艺学术研讨会 杭州 2022.7.18-20 

中国园艺学
会观赏园艺
专业委员
会、国家花
卉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国家花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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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4 
李浙浙等 6

人 

第二届国际园艺植物生物
学和生物技术论坛 

线上 
2022.11.17-

18 

中国农业大
学 

5 
邢雨蒙等

10 人 

第四届邢台国际十字花科
蔬菜产业大会 

线上 2022.11.3 

中国种子协
会、中国种
子贸易协会 

6 
 杨艳红等

4 人 

中国园艺学会分子育种分
会第三届学术年会 

线上 2022.03.26 

中国园艺学
会分子育种
分会 

7 
赵紫蝶等

20 人 

2022 国际生物种业科学家
创新论坛 

线上 2022.11.18 
中国园艺学
会 

8 
杨雪等 4

人 

第四届全国设施园艺绿色
生产技术交流会 

线上 2022.5.8/ 

中国农业工
程学会设施
园艺工程专
业委员会 

9 
叶茂等 10

人 

2022 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
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现代农
业发展论坛 

线上 2022.12.16 

中国农业科
学院、中国
农学会、农
业农村部科
技发展中心 

（6）就业： 2022 年，毕业硕士研究生 12 人，就业率 83.3%，

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是党政机关（10 %）、科研设计院所（10%）、

企业（80 %），就业单位分布在农林牧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等多个行业。 

4. 服务贡献 

2022 年，园艺科技学院依托省级科研团队建设加强了团队服务

社会的力度，以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为基础，建成

省级以上科研团队 6 支，持续在全省开展科技服务工作，这些科研团

队有效支撑了我省园艺产业的发展。同时，2 个省级科技特派团共 30

人以及 17 个省级科技特派员继续服务省内农业企业。共开展线上线

下服务，线上培训 30000 余人次，线下服务企业 116 次，服务合作社

42 次，服务园区 22 个，《中国青年网》、《河北新闻网》、《河北

日报》、《科技日报》、《河北农民报》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秦皇

岛广播电视台、易县新闻等媒体进行了系列报道，邢台人民政府、秦

皇岛市科学技术局、秦皇岛市林业局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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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建设工作的亮点特色 

（1）制度完善及执行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健全研究生教育体系，提高研究生教育

质量，学位点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修订的培养方案充分体

现出思政教育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课程设置进行了优

化，强化了学科基础课程和前沿课程的重要性。培养目标准确，研究

方向凸显出区域特色，注重科教协同育人，强化研究生的过程培养。 

（2）科研队伍建设 

目前，园艺学科形成了果树、蔬菜、观赏园艺学等 3 个稳定的方

向，研究内容特色鲜明，冀东旱黄瓜、燕山板栗、抗寒桃、耐盐柽柳

等紧密围绕国家需求、区域发展，成果显著。依托各省级以上科研团

队建设和研究方向，继续打造 1 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团队-板栗，5 个省

级科研创新团队--桃创新团队、葡萄创新团队、黄瓜创新团队、露地

蔬菜创新团队、园林植物创新团队，为 6 个团队引进了 8 名博士。科

研队伍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首先，以省级以上项目和平台建设为基础开展科研团队建设。重

视科研团队的建设，注重为团队引进博士人才，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

和学术潜力的挖掘，为学科建设储备人才，为科研可持续发展积聚力

量。按照学科特点建设科研团队，广泛联合省内其他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多项合作性成果，发表 SCI 一区和二区论文

5 篇。 

其次，以学科建设带动科研团队建设。学科建设为科研团队建设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将十四五学科建设和科研与社会服务规划有效结

合，引导科研团队加强科研规划，并注重交叉学科推动科研发展。同

时以科研团队建设促进学科建设，增强学科建设的后劲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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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院科研创新工作的高效开展，加快培育 6 支科研团队的创新能

力、研究特色、学术竞争力。 

最后，以平台建设为基础推动科研团队建设。科研平台担负着组

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 、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提供社

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在科学

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

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的平台优势，为持续产出重大科

研成果服务。 

（3）科学研究工作 

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人才，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的学术领军人物和科研骨干力量，保持学科研究方向和学术

队伍可持续发展；挖掘潜力，整合资源，提高团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注重促进园艺学、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交叉与

融合，培育新的学科和科技增长点；打造科技平台，稳步推进高峰学

科建设。 

（4）招生工作亮点特色 

首先，抓规划，明确招生任务。制定了《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方案》,成立以主管领导为负责人，各学科负责人、科研秘书、

学科秘书组成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招生工作研讨会，

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委、校研招办的招生工作政策。对

招生工作的任务目标进行认真分析，将招生工作中的各项事宜进行深

入的研究探讨，并制定详细的招生工作计划、复试专业目录及研究生

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通过现场培训、线上交流等多种方式，帮助

学院工作人员全面了解招生、调剂系统相关政策要求、规则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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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流程。 

其次，抓宣传，提高生源质量。为提高优质生源质量，吸引更多

优秀考生报考本学科，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精心制作宣传材料，

如《2022 年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河北科技师

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等，

并发布在校园网、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以及各类科研交流平台，让考

生、家长及社会其他人士全面了解学科的办学特色、成果等。此外，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积极深入本科教学班级，与班主任一起，

为在校大学生宣读我校研究生招生政策、复习指南、考试注意事项等，

吸引更多的本校考生。 

最后，抓服务，一切以考生为中心。在研究生的招生阶段，因

考试关系到了每一个考生的切身利益，针对考生关心的问题，如考

前的招生简章、报考条件、招生人数、导师情况等，考后的考试成

绩、复试分数线、专业排名情况、复试工作安排等，学科要求招生

工作人员在为考生进行问题回答时，要有耐心，多为考生考虑，解

答问题要清晰、明了。 

（5）培养工作亮点特色 

（一）突出人才培养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本学科通过德育引领、“五育”育人，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

人。紧贴需求、高阶定位，筑牢人才知识培养基本盘，同时以科研引

领、实践支撑，拔高人才能力培养动态盘。准确把握培养特点，设计

和优化课程体系，让研究生掌握更多的园艺学前沿，并强化课程思政

https://yjsc.hevttc.edu.cn/info/1119/64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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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课题、学术讲座、

学术会议、学术报告研究生交流会等，效果显著。 

（二）优化人才规模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科教融合协

同育人 

引进多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夯实师资力量。研究生招生规模

扩大并保持稳定，确立并强化“教—学—研—读”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基本模式，并进一步挖掘“一元导向、双向融合、三阶递进”的人才培

养模式。实施“三维提质”战略，通过机制促质量、科研促质量、导师

促质量，促进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将科教融合形成的相关成果落实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辐射到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上，推动协同育人。 

（三）推进研究生教育，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申请省级项目《观赏植物生理与栽培》1

项、校级项目《蔬菜生理与栽培》1 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等方面深入挖掘思想政理论政治元素，

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将思政教育融于课堂、融入生活，

引导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

求。本学位授权点配备了专职辅导员，并构建了研究生思政教育的“五

位一体”全员育人体系，即党、团组织工作队伍 + 研究生部和培养单

位管理人员队伍 + 专、兼职辅导员队伍 + 思政课专任教师队伍 + 

导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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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园艺学学位授权点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冀东旱黄瓜、燕山板

栗、抗寒桃、耐盐柽柳等为主特色鲜明研究方向和内容，形成了 6 个

省级以上创新团队，科研团队在人才队伍建设和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

了阶段性进步，通过引进博士人才缓解了人才缺乏的情况，但各科研

团队在师资队伍建设主要问题是领军人才缺乏。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进一步加大领军人才引进力度，为各二级学科柔性引进领军人才

1-2 名，着力提升 6 个省级以上科研团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继

续外派青年教师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所进行访学交流合作，加强与双

一流高校的科研合作，培养一批学术能力强的骨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