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绿色植保工程”专业学位综合改革专项简介与实施方案 

一、项目背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对绿色农产品与食品安全高度关注。为服务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亟需大量农产品和食品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全

产业链绿色植保专业人才。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使我国

植物检验与检疫部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外来生物入侵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加严

重。此外，农业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农业生产中企业、种植大户与农民遇到的急

需帮助解决的粮食生产问题约 70%与植物保护相关。以上几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

植物保护领域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需要进行综合改革。 

鉴于此，以教育部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为契机，结合我校在相

关领域近年来专业型人才培养中所取得的经验，满足我国绿色植保与植物检验与

检疫行业迅猛发展的需求，以培养能够胜任“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绿色植保

与植物检验、检疫高层次应用型复合人才为目标，拓展原有的“单一环节”的培

养平台，整合我校植物保护学院国家与北京市产业体系 10余个岗位以及多个国

家级合作研发与推广中心，在学校与研究生院等多级部门的支持下，挂靠植物保

护学院，构建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和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等的 “绿色植保工程”的人才培养平台。 

 

二、2017年“绿色植保工程”专硕专项的招生名额及录取办法 

本专项 2017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 22个，按专项实施计划与培养方案

进行招生。招生指标将由植物保护学院以专项管理，不计入合作导师在学院的招

生名额。拟录取候选人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的兼职导师与合作导师复试小组选拔产

生。该专项 2017 年招生接受校内调剂。要求遵循专业相近、业务课相近的原则，

初试成绩达到我院公布的专业学位学科复试分数线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的考生

均可申请调剂。优先选择那些有志于我国绿色植保产业且愿意进入专项学习的

学生。 



三、导师队伍 

 植保学院 2017年在三个研究方向共遴选出校外兼职导师 22人，招生导师具

体信息如下：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校内合

作导师 

杨普云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韩成贵 

王凤乐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石旺鹏 

燕继晔 副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吴学宏 

李俊才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刘奇志 

胡红菊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所 刘小侠 

白元浚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赵文生 

李振宇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 赵文生 

徐义流 研究员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 石旺鹏 

王跃进 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高希武 

詹国平 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李志红 

陈乃中 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杨  定 

李明福 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马占鸿 

于艳雪 副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石旺鹏 

康芬芬 高级农艺师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
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李志红 

高文娜 高级农艺师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刘西莉 

潘绪斌 副研究员 植物检疫工程与技术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李志红 

付  伟 副研究员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李志红 

卢志军 高级农艺师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简  恒 

徐秀兰 高级农艺师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罗来鑫 

冯建军 高级农艺师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罗来鑫 

魏书军 副研究员,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彩万志 

李兴红 研究员 种苗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王  琦 

 



四、实施计划 

1、试点专项由彭友良、孙文献总负责，王琦、石旺鹏和李志红具体协调组

织实施； 

2、按专项统一操作，由研究生院与植保学院向学生作招生宣传，介绍中国

农业大学“绿色植保工程”专项的培养模式、培养条件和项目目标，组织生源报

名；植物保护学院负责招生，按照专项拟定培养模式统一培养； 

3、签订招生协议，明确任务要求，修学年限为 3年； 

4、参考科技小院的“分段式”培养模式对学生培养进行创新，形成“植保

绿色工程”全产业链培养模式，引领全面植保领域专硕培养；  

认知阶段：入学报到前 2017 年 7-8月：提前入学，进驻不同培养基地，深

入生产一线，熟悉“三农”，针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问题开展调研。体验农村

生活、发现生产上植保问题、了解技术需求、认识自身不足，为下一阶段的学习

奠定基础；协助高年级同学开展科学研究，农村社会服务工作；让学生尽早融入

各个团队，了解与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工作及相关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研究

现状等。免试生和考试生均在录取决定后正式入学前学校帮助及时解决吃住等生

活学习问题。 

理论学习阶段，2017年 9月至 2018年 2月：在学校完成所有课程学习、并

做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储备；指导老师根据绿色植保工程及各个基地的不同项

目需要，确定研究生论文选题。 

实践与国际化阶段，2018年 2月-2020月 2月：驻扎培养基地进行实践教学，

开题，开展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服务；进行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综

合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基地的要求，参与各种形式的农技服务、研

发与推广示范工作，制定技术规程，构建因地制宜的技术推广示范途径；鼓励研

究生自主创新与创业。期间，将对优秀研究生进行选拔（每届 6-10个名额），在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进行为期 3-12个月的国外联合培养计划，使学生全

面接触、了解并掌握欧美等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全产业链与绿色植保技术。 

毕业阶段，2020 月 2-6月：毕业阶段，撰写毕业论文、毕业答辩或展示毕

业设计。 

5、减少非专业课程设置的学分，增设“绿色植保科技进展”专项学位课、



应用与实践型课程。由植保学院组织，研究生院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6、在管理环节进行改革，实行学校与合作单位导师的双重管理模式。在培

养过程中，开题报告与中期考核环节在校外合作单位或基地进行，校内导师参与。

并设立绿色植保技术推广公益性实践环节，对农业生产企业或农民进行技术培

训，增加校外导师评价与生产基地考评环节，完善各项措施确保学生培养的质量。 

7、建立校外兼职导师与校外基地的评价体系，选取与产业发展需求密切结

合，教育理念先进，专业化程度高，基础设施齐全，导师队伍齐备，管理制度健

全的综合试验站开展示范基地建设。结合校外兼职导师的研究方向，学生可能采

取多基地定期轮岗的培养模式。  

8、拟选拔优秀研究生（约招生总人数的 1/3）进入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

硕士生联合培养计划，国外学习时间 3-12个月。使学生接触、了解并熟悉欧美

等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全产业链，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和在世界舞台的交流能

力。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017.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