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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建引领干旱半干旱 
地区未来农业发展标杆行动计划 

校党发〔2021〕87 号 

为贯彻落实学校“12345”发展思路，打造旱区农业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领干旱半干旱

地区未来农业发展，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

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创建目标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密围

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校四大学科使命，依托“双一流”五个

学科群和未来农业研究院（简称“五群一院”），聚焦旱区

作物逆境生物学与绿色生产、旱区国土治理与生态修复、农

业高效用水与区域水安全、家畜生物学与健康养殖、农产品

加工与营养健康、未来农业前沿交叉等六大领域，在前瞻性

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方面持续做出重大贡献，破解旱区种

业、耕地质量、智能装备等农业“卡脖子”问题，打造旱区

农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未来农业

发展标杆，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分阶段目标 

1. 近期目标（2025 年） 

基于“五群一院”的未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建成，

科研平台体系更加完善，承接国家重大任务和解决关键科技

难题的能力显著增强，在小麦苹果抗逆生物学与种质创新、

https://www.so.com/link?m=bvkfAgIbWhZfe6RlEinTG8pLEEw9/XgyF25HAxHsISRnxv17XhfZDtP35CVcWDvtYZZsEN8xU8uUQDcM2bB9d5g/lMp1FpBoVBsUxrisXygXzx0AZlyU3BVpMBsPctl7xqwjy9YAF4MyJSHF4pJrXn2uT/hZ8bkG2NqgJ5isIHLU7nkwgygHIl6EgBYnaSaW+uSKb2kzBWRtvtL71BQJjcWMWGQgM/snOEfGqLORqVvZsmiGlg5Fv9CvobQlMtkYkYITDo9ymbEP7VCrFXIGZ5LcSfpk=
https://www.so.com/link?m=bvkfAgIbWhZfe6RlEinTG8pLEEw9/XgyF25HAxHsISRnxv17XhfZDtP35CVcWDvtYZZsEN8xU8uUQDcM2bB9d5g/lMp1FpBoVBsUxrisXygXzx0AZlyU3BVpMBsPctl7xqwjy9YAF4MyJSHF4pJrXn2uT/hZ8bkG2NqgJ5isIHLU7nkwgygHIl6EgBYnaSaW+uSKb2kzBWRtvtL71BQJjcWMWGQgM/snOEfGqLORqVvZsmiGlg5Fv9CvobQlMtkYkYITDo9ymbEP7VCrFXIGZ5LcSf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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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重大病虫害预测防控、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牛羊生物

育种与健康养殖、旱区农业高效用水、葡萄与葡萄酒等研究

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或世界一流前列，未来农业前沿交叉领域

研究水平国内一流。汇聚形成 6 支梯队合理、创新力强的高

水平研究队伍，新增两院院士 1-2 人，长江特聘、国家杰青

等领军人才 20 人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1 个；

新增国家级科研基地 2-3 个，主持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25 项，在 CNS 主刊发表科研成果 5 篇以上，主持获批国

家级科技奖励 4 项左右，选育国审动植物新品种 20 个以上。 

2. 中期目标（2030 年） 

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未来农业发展标杆初步建成，2 个

领域整体创新水平达到世界一流，4 个领域达到国际知名国

内领先，解决制约旱区未来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引领

和驱动未来农业发展，使学校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未来农业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领跑者与开拓者，为保障服务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人类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科

技与人才支撑。 

3. 远期目标（2034 年） 

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未来农业发展标杆全面建成，标杆

领域整体创新水平达到世界一流，部分领域进入世界一流前

列。学校创新能力、竞争实力与发展能力全面提升，为旱区

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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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基础 

（一）标杆创建的基础和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实

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双一流”建设以来，科技创新的基

础和能力得到显著加强，为标杆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是紧扣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旱区作

物遗传育种与病虫害防治、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旱区农业

高效用水、畜禽良种繁育与健康养殖、农业生物技术、葡萄

与葡萄酒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和优势，为标杆创建领

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是围绕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农

业高效用水、农业生物育种等领域建设了一批以国家级基地

为核心的科研基地群，汇聚了由 4 名两院院士和 23 名国家

特聘专家、长江特聘、国家杰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为核

心的高水平创新队伍，为标杆创建提供了平台和人才支撑。 

三是聚焦打造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推进

农业产业现代化重大需求，学校创立了“双一流”学科群建

设机制，探索出了有利于产出重大成果，有利于汇聚高水平

团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为标杆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了经

验与制度借鉴。同时，未来农业研究院的建设，也为标杆创

建提供了有益探索。 

（二）标杆创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更

加凸显。为推动创新性国家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国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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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技创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标杆创建带来重大

机遇。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强调，“世界科技强国

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使命担当，要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

破的生力军”，为标杆创建指明了方向。 

二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和科技部《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为学校支撑引领干

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三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

略，为学校持续推进黄土高原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陕

西省积极实施农业特色产业“3+X”工程，为学校深入融入

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四是国务院关于支持杨凌示范区的《批复》、七省部院

局关于深化共建学校的《意见》，为学校发挥科教优势，赢

得国家地方支持提供了重要契机，为学校在更高层面、更宽

领域打造标杆提供强大政策保障。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未来农业正

在发生系统性、革命性变革，逐步呈现出三产融合、主体多

元、绿色发展、装备智能、健康引领、全球配置等诸多特征。

面对未来农业发展新格局，学校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

力还不够强，对学校持续在科技与人才方面发挥支撑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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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带来挑战，需要在标杆创建中加以解决。 

三、建设内容 

按照“面向国家战略、突出优势特色、做出一流贡献”

总要求，以国家级创新平台为重要载体，以“学术特区”机

制打造战略科技力量，为标杆创建奠定坚实基础。 

（一）打造“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与绿色生产”战略科

技力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战

略，集成植物保护、作物学、园艺学、生物学等学科相关优

势资源，着力在小麦苹果等旱区主要作物抗逆生物学基础、

抗逆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重大病虫害致病机理与绿色防

控、农业微生物功能挖掘与高效利用等四个方向取得突破，

特别是在表型组学、基因编辑、分子设计等先进生物育种技

术前沿取得重要进展，攻克作物种业创新“卡脖子”问题，

以及绿色生产中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 

2.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体系。以国家级平台优化重组为

契机，整合相关省部级平台资源，重点建设旱区作物逆境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建旱区小麦遗传育种与绿色生产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争取获批建设农业农村部旱区作物重要病

虫害监测预警中心。结合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加强

旱区作物种质资源库和转基因育种平台建设，积极组建分子

设计育种创新中心。 

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围绕战略主攻方向，以“揭榜

挂帅”形式面向校内外公开遴选组建 20 支相对稳定的 PI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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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以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形成一

支院士领衔、拥有 20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 30 名国家级青年

人才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队伍。选择若干创新实力强的 PI 团

队，以稳定、非竞争投入等方式，支持开展前瞻性、基础性、

引领性创新研究。 

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重组，旱区小麦遗传育种与绿色生产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纳入

国家建设规划，旱区作物重要病虫害监测预警中心获批立项

建设。 

到 2025 年，该领域创新体系全面建成，新增两院院士 1

人，长江、杰青等国家级杰出人才 6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22

人，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1 个。新增国家级平台 1 个，

累计主持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0 项；在 CNS 主刊发

表科研成果 2 篇，主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2 项，省部级及

重要社会奖一等奖 10 项；选育国审植物新品种 16 个以上，

获批新农药 2 个。 

（二）打造“旱区国土治理与生态修复”战略科技力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战略需求，集成林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优势

资源，按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原则，着力在

旱区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质量提升、黄土高原生态系统维护

与修复、森林生态与碳达峰碳中和等方向实现突破，攻克旱

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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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 

2.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体系。以国家级平台优化重组为

契机，加强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依托长武、安塞、神木等 3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和分布于黄土高原的试验示范基地，打造国家级黄土高原科

学数据监测与研究中心，为黄土高原高质量发展提供大数据

支撑。依托秦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

设秦岭生态系统观测与大数据中心，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

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围绕战略主攻方向，以“揭榜

挂帅”形式面向校内外公开遴选组建 15 支左右相对稳定的

PI 团队。以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4 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为核心，建成一支由院士领衔、拥有

10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 20 名国家级青年人才的战略性科研

团队。稳定支持若干创新实力强的 PI 团队，开展前沿基础

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完成重组，黄土高原科学数据监测与研究中心以及秦岭

生态系统观测与大数据中心开始规划建设。 

到 2025 年，该领域创新体系全面建成。新增国家级领

军人才 3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13 人。主持获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6 项以上。在 CNS 主刊发表科研成果 1 篇以上，

主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 项，获省部级及重要社会奖一等奖

http://qlf.cern.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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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选育国审林木新品种 3 个。被国家领导人批示和省部

级以上政府机构采纳的政策咨询报告 12 份以上。黄土高原

科学数据监测与研究中心、秦岭生态系统观测与大数据中心

建成。 

（三）打造“家畜生物学与健康养殖”战略科技力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聚焦制约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的良种、饲料与重大疾病三大瓶颈问题，集成畜牧学、兽医

学相关优势资源，在牛羊基因工程育种与良种繁育、家畜智

能高效健康养殖、家畜重大疾病防控等方向取得突破，攻克

西部畜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关

键技术。 

2.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体系。整合农业部动物生物技术重

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平台，加快培育家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优化现代牛业生物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肉牛改良中心等平台资源，争取建设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加快实验动物中心和 P3 实验室建设，提升基础支撑

条件保障能力。 

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围绕战略主攻方向，以“揭榜挂

帅”形式面向校内外公开遴选组建 20 支相对稳定的 PI 团队。

以农业农村部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家畜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培育项目为核心，建成一支由院士领衔、

拥有 6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 20 名国家级青年拔尖人才的战

略性科研团队。稳定支持若干创新实力强的 PI 团队，开展

前沿性、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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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培育项目-家畜生物

学实验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条件、体制机制等建设任

务全部完成。 

到 2025 年，该领域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家畜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新增国家级领军人才 3 人、国家级

青年人才 16 人。主持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3 项，在

CNS 主刊发表科研成果 1 篇，主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 项，

获省部级及重要社会奖一等奖 3项以上。育成家畜新品种（配

套系）1 个，获批新兽药 2 个。 

（四）打造“农业高效用水与区域水安全”战略科技力

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聚焦干旱缺水这一制约旱区农

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集成农业工程、水利工程等学科优势

资源，在农业节水关键理论与方法、农业水信息化与智能灌

溉技术、绿色低能耗节水灌溉新装备、区域水安全理论与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向取得突破，攻克旱区节水农业发展与

水资源宏观调控中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与装备。 

2.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体系。以国家级平台优化重组为

契机，整合相关省部级平台资源，加强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

家工程实验室重组建设。申请建设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与农

业节水重点实验室；积极筹建旱区作物生境模拟系统大科学

装置，规划建设农业智能装备研发共享平台，为标杆创建提

供高水平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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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围绕战略主攻方向，以“揭榜

挂帅”形式面向校内外公开遴选组建 15 支相对稳定的 PI 团

队。以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节水灌溉杨

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核心，建成一支由院士领衔、拥有 6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 10 名国家级青年人才的战略性科研团

队。稳定支持若干创新实力强的 PI 团队，开展前瞻性、基

础性研究。 

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通过重

组优化，农业智能装备研发共享平台建设方案通过论证。 

到 2025 年，该领域创新体系基本建成。旱区作物生境

模拟系统大科学装置纳入相关部委建设规划。新增两院院士

1 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2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8 人。主持获

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 项。在 CNS 核心子刊等国际顶级

期刊发表科研成果 5 篇以上。主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 项，

省部级及重要社会奖一等奖 2 项；被国家领导人批示和省部

级以上政府采纳的政策咨询报告 4 份以上。 

（五）打造“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战略科技力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聚焦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重大

战略需求，集成食品科学与工程以及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优势

资源，在西部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装备、食品营养调控与

质量安全、天然产物化学与功能性食品、葡萄与葡萄酒等方

向取得突破，攻克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中

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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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体系。以国家级平台优化重组为

契机，整合相关省部级平台资源，加强国家杨凌农业综合试

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药指纹图谱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建设，积极筹建农产品精深加工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围绕战略主攻方向，以“揭榜

挂帅”形式面向校内外公开遴选组建 10 支左右相对稳定的

PI 团队。依托国家杨凌农业综合试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

药指纹图谱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建成一支拥有 5 名

以上国家级领军人才和 10 名以上国家级青年人才的战略性

科研团队。稳定支持若干创新实力强的 PI 团队，开展基础

前沿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国家杨凌农业综合试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药指纹图谱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优化重组方案通

过论证，农产品精深加工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启动筹建。 

到 2025 年，该领域创新体系基本建成。新增国家级领

军人才 3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7 人。累计主持获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 项。在 CNS 核心子刊及 PNAS 上发表科研成果 12

篇以上，获省部级及重要社会奖一等奖 2 项以上。 

（六）打造“未来农业前沿交叉领域”战略科技力量 

1. 凝练战略主攻方向。围绕未来农业发展对生命科学和

人工智能等重大需求，聚焦生物组学、合成生物学、生物医

学和农业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方向，按照“学术特区”机制

建设，培育引领未来农业创新方向的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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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创新平台体系。布局建设功能基因组学、合成

生物学、生物医学、农业人工智能等 10 个以上前沿交叉科

学研究中心，不断提升中心装备水平、运行管理水平，构建

形成装备先进、开放共享、能持续产出标志性成果、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平台体系。 

3. 组建战略创新队伍。按照研究院-研究中心-PI 三级

科研组织模式，高水平组建 20 个以上 PI 团队，构建形成模

块化开放式前沿交叉科学研究体系。建立符合“特区”要求

的人才引进、评价与激励机制，依托前沿交叉科学研究中心，

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和青年学术骨

干，使各类人才规模达到 300 人左右。 

进展安排： 

到 2022 年，未来研究院建设全面启动，新建前沿交叉

科学研究中心 2-3 个，组建 PI 团队 6-8 个。 

到 2025 年，建成前沿交叉科学研究中心 8-10 个，PI 团

队达到 20 个以上，其中新增国家级领军人才 4 人、国家级

青年人才 10 人以上。取得原创性重要成果 20 项以上，其中

在 CNS 主刊发表 1 篇。 

四、预期成效 

经过 5 年建设，“五群一院”成为学校科技创新与高层

次人才汇聚的重要高地，在推动学校科技创新、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国

内外竞争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标杆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依托“五群一院”形成 6 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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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团结协作的战略科技创新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的能力不断提升，产出一批支撑引领旱区未来农业发展的战

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成为未来农业基础研究、关键

核心技术研究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通过“五群一院”建设，有 10

个以上学科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或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支撑带

动植物保护、畜牧学、农业工程、林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作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实现快速发展，其中 3 个率

先达到国内领先国际知名；支撑 ESI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进入

全球前 1‰，植物学与动物学进入前 0.2‰，农业科学进入

前 0.1‰。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突出。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反哺教

学，依托学科群、未来农业研究院科技与人才优势，有效促

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质量国

内领先，带动相关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以及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引领学科专业内涵建设。 

支撑引领区域产业快速发展。学校科技成果在区域主导

产业中覆盖率达到 60%以上，支撑小麦、苹果、葡萄与葡萄

酒、肉牛、奶山羊等产业实现绿色生产与快速发展，在推动

秦岭生态保护以及黄土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成为旱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者。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领导组织体系 

成立标杆创建工作组，由相关校领导担任组长，由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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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首席科学家、未来农业研究院负责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

学院（所）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制定实施方案，统筹解决标

杆创建中的具体问题。学科群首席科学家和未来农业研究院

研究中心负责人负责方向凝练、任务分工与具体实施。 

（二）创新“学术特区”机制 

完善以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制，赋予

创新团队负责人更大的队伍建设、经费使用、技术路线自主

权，充分激发团队创新活力。建立重大项目预研和支持机制，

争取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建立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全

面扩大博士后研究队伍，增加科研助理岗位，聘用高水平实

验技术人员。强化“合纵连横”，加强与知名科教机构、科

学家合作研究，聘请校外知名科学家担任 PI 或加入团队。 

（三）加大资源配置 

创新资源集成支持机制，引导各类资源向标杆领域倾

斜，集成校院两级资源加强建设。人才引进与标杆领域精准

对接，科研平台建设优先向标杆领域集中。每年配置一定数

量的博士招生指标，加大对国外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国际

组织任职等的支持，探索建立跨学科招生机制。统筹“双一

流”引导专项、自主科研业务费、改善办学基本专项等各类

专项资金投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四）强化统筹推进 

有关部门、学院（所）和科研机构将标杆创建行动计划

与学校各类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紧密衔接，细化工作方

案，落实工作责任，组织做好科研项目谋划、人才引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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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等任务。强化“双一流”学科群、未来农业研究院与

相关学院的协同，统筹标杆主攻方向与学科群建设方向，纳

入学院学科重点方向共同建设，集成校院两级资源统筹推动

标杆建设。 

（五）改革考核评价机制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完

善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鼓励和引导科教人员开展原创性研

究，提升成果产出质量和水平。建立基于团队的考核评价与

激励机制，突出整体贡献，增强团队凝聚力。建立年度考核

与周期评估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机制，由学校“双一流”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并定期对建设结果进行评估研判。 

（六）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依据年度考核结果和定期评估研判结果，结合国家政策

变化及学校发展实际，对相关工作任务、政策举措、PI 团队

和经费支持进行动态调整，形成激励约束机制，确保标杆创

建工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