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党发〔2022〕17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界和社会保障界委
员联组会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提升服务农业 

农村现代化能力的意见》的通知 

各单位：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

福利界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提升服务农

业农村现代化能力的意见》已经 2022年 3月 17日校党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2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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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 
农业界、社会福利界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

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提升服务农业农村 
现代化能力的意见 

             

2022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农业界、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针对粮食安

全、种业创新、耕地保护、农业生产、乡村振兴等提出了新的指

示和要求，对新时代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殷切期望。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提升学校服务农业农

村现代化能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现结

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 

1.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

科技，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要求树立大食物观，提出了“五宜”“六向”等

重要论述，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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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指示、论述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的殷切期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涉农高校全

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2.深刻认识学校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进入新时代，党中

央作出深化科教兴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脱贫攻坚、“一带

一路”、人才强国等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

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离

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

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形势

紧迫、重任在肩、责无旁贷，要紧紧围绕“四个面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自觉履行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提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能力，为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人类健康和乡

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3.切实增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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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筹纳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部署，紧密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十四五”规划、“五个标

杆”创建等事业发展布局，充分利用校院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

习、师生政治理论学习、主题党团日、主题班会等形式，深入开

展专题研讨，积极推动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提升服务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

设，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聚焦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打造旱区农业战略科技

力量 

4.加强种业科技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旱区

农业种业重大需求，实施种业创新重大科技攻关，建设旱区作物

种质资源库、农业微生物资源利用与功能挖掘中心、旱区种业创

新中心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切实做好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

建设，加快推进家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开展旱区

优异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挖掘与利用，抢占基因编辑、全基因

组选择、分子设计育种等生物育种科技制高点，破解旱区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面临的重大难题。实施生物育种强基计划，加快国家

急需的种业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构建产教融合多元协同的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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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系，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5.推动耕地质量提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

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重要指示

精神，聚焦旱区耕地保育、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与盐碱地

改造、面源污染治理等耕地质量提升的重大科技问题，发挥学科

人才优势，组建多学科融合的创新团队，建设旱区耕地保护与质

量提升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以构建技术体系、标准体系、服务

体系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开展集成创新。发挥学校在黄土高原

生态治理和水土资源高效利用领域的研究优势，推动农业生产从

耕地资源向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

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符合旱区土地资源禀赋的现代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 

6.拓展食物科技创新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开发丰富多样

的食物品种”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开展旱区农业资源调查研究，

深入挖掘旱区农业综合生产潜力，有效发挥旱区草原、台地、林

地、沙地、湖泊、湿地等土地资源食物生产功能。充分利用旱区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自然资源优势，积极开展荒漠、戈壁高

效设施农业、设施牧业科技创新，为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

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提供科技支撑，更好地保障肉类、蔬菜、水

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拓展农科类学科内涵，推进生

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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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大食物创新链，支撑现代农业产业链，

提高旱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7.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

食安全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农作物育

种与旱作栽培科技优势，强化优质高产高抗农作物新优品种培

育，突破旱作节水、节肥、减药等关键栽培技术，提升旱区粮食

生产能力，在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

大贡献。积极加强与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国家粮农领域技术

交流与合作，主动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建设任务，发挥丝绸之路农业科技教育联盟纽带作用，协同开展

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8.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重要指

示精神，发挥学校服务乡村产业科技发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等优

势特色，建立健全“兴乡”学科体系，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紧

密对接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科学研究和社会调

查，积极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产出一批可借鉴可复制的高水

平成果，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新模式，推

动建立一批符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整县（乡）域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9.提升咨政服务能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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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

链有机衔接。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发展若干政策的批复》，深化区校融合发展，充分

利用杨凌示范区的平台和政策优势，加快学校“双一流”建设，

着力将杨凌打造成世界旱区农业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抄送：校领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2年 3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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