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体概况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历史悠久。1926 年，“中国稻作学

之父”丁颖院士因在广州南郊犀牛岗发现野生稻，开启了稻作起源和

作物原始的研究。1930 年，受丁颖启发，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之

一梁家勉教授开始研究农植物史。1955 年，为响应党中央发掘农业

遗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号召，梁家勉在华南农学院建立农业历史文献

特藏室，这是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建制化开始的标志。1978 年，

特藏室发展壮大为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80 年，升级为农业

部部批研究机构。同年招收了全国第一个农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

后三十多年里，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本学位点取得了一系列科研

成果，培养了 200 多位硕士生。目前，本学科点已形成了历史悠久、

专长农史、立足华南、研藏并重、队伍稳定、成果突出和服务社会等

七大特色和优势。

学科队伍共有 23 人，导师 19 人，博士学位 22 人，教授 11 人，

副教授 8 人，引进博士 1 人。“华南农耕文明科普基地”获批为广东

省人文社科普及基地之“标准基地”。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子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 项、后期资助项目 1 项，其他项目 6 项。

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发表论文 26 篇。

本年度招生 11 名，在读 26 名，毕业和学位授予 7 人，5 人就业，

2 人考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就业率 10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有力保障。学院书记总负责，

副书记分管，设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 1 人、班主任 3 人。本年度注意

全体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 2021 年度国家的大政方针，利用

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结合“抗疫”的大背景，根据农业大

学的校情和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特点，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牢固

树立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本年度发展 20 级叶纳贤、21 级

林继龙成为预备党员。1 月 22 日召开一月组织生活会，3 月 10 日 2020

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有关工作，6 月 25 日召

开 2021 年度毕业生经验分享会，6 月 25 日召开 2021 年度 6 月份组织

生活会，9 月 6 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9 月 29 日召开

预备党员转正通表大会，12 月 21 日召开了拟发展对象答辩会议，11

月 26 日召开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生活会，12 月 23 日召开预

备党员转正通表大会，12月23日召开支部委员会换任选举党员大会。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工作，也是科

学技术史学位授权点的中心工作。

其一，加强教育教学改革。

倪根金、王福昌积极申报“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

目”“华南农业大学高水平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王福昌、陈志国

参与编写科学出版社“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教材《中国农业

史概论》（王福昌任副主编、陈志国任编委，科学出版社，2021 年）。

其二，重视导师队伍建设



据《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岗位聘任办法》（华南农办〔2021〕

92 号）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研究生导师岗位聘任工作实施

细则，续聘将满 3 年聘期的导师。1 月 15 日学校举行新聘研究生导

师培训会议，11 月 12 日学院党委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专题学习，10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

作培训会，12 月 10 日研究生导师培训会。

其三，以培养研究能力为中心强化学术训练

一年级全体研究生参加了学院和学校二级部门组织的文献综述大

赛。鼓励并组织学生参加相关单位的学术活动。1 月 14 日，倪根金

教授召集“区域史的学术训练”为主题的农史读书沙龙活动。12 月

11 日，参加中山大学、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

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获三等奖。12 月 24 日上午，华南农业大学

“梁家勉农史学术沙龙”第一期。缪韩彬参与申报“果实采摘装置”

（排名 2，2021 年 7 月）“柚子皮类黄酮提取工艺”（排名 9，2021

年 3 月）2 项专利并获成功。

其四，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和学术考察

1 月 20 日至 22 日，研究生刘安壕与历史系本科生周榕前往清远

市阳山县开展洞冠梨历史文化和产业发展的田野调查、文献搜集与口

述访谈工作。1 月 26 日，研究生杨月歆、汪杰、叶纳贤、冯学林赴

阳江开展古荔枝群调研。1 月 26 日-29 日，研究生杨月歆、汪杰、叶

纳贤、冯学林赴茂名市开展荔枝农业文化遗产调研，挖掘历代荔枝史

料，充实茂名荔枝申遗的材料。1 月 29 至 30 日，研究生汪杰、杨月



歆、冯学林和叶纳贤前往雷州半岛开展研学教育活动。2 月 9 日，叶

纳贤赴东莞市东城真趣园参观考察。8 月 10 日-11 日，冯学林、叶纳

贤一行三人赴英德市开展麻竹笋历史与生产调研。9 月 28 日，八名

农史研究生在倪根金教授带领下调研李锦记新会生产基地、无限极新

会生产基地和新会陈皮村。

其五，推行国家、学校、学院多级多层次的奖助体系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华南农业

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特殊

困难补助金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开展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

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

案》、《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

业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发表论文奖励实施办法》、《华

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申报管理办法》、《华南农业

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与奖励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

制定推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选实施细则》等。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研究生教育改革是研究生教育吐故纳新的根本途径。具体工作见

上文，本节阐述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理念和方法。



其一，以重大重点项目和标志性的成果引领导，着力建立一支有

影响力师资队伍，进而带动招生和人才的培养。

其二，利用科学技术史的实用功能，古今结合，深入基层，服务

社会，逐步向“学术”与“实用”结合转型。

其三，以农为核心、立足华南，突出重点，凝练学科方向，统一

思想，稳定师资队伍，进而强化专业教育和人才的培养。

其四，根据本学科“历史悠久”的特点，强调继承前辈学者的优

良传统，并与时俱进，传承和创新相结合。

其五，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田野考察三结合，拓展学术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是学科和学位点的重要内容。我们既有定期

的评估，如 2017 年自我评估；也有日常的具有“评估”性质的反思，

如结合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估和增列学位点的要求，总结本学科取得

的成绩和问题。目前，我们准备成立新一轮评估工作的领导班子和工

作小组。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一般在 10%左右，学位论文抽检情况良好。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分流了约一

半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学科队伍大幅度弱化；生源质量有所下

降，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人数较少；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有待进一步

加强。



六、改进措施

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引进和培养学术骨干；加强招生宣传、计

划举办岭南农业史研究夏令营；引导和鼓励毕业生考博；积极申报教

改项目、加强教材建设；加强网络和线上课程表的教学；加大研究生

培养经费的投入，扩大研究生自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