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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19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对本学位点培养方向进行了调整，举办学位点导师工作会等

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管理相关会议。学位点拥有专任教师 145人，

包括国务院津贴专家 5人、全国性学术学会理事 3人，贵州省省

管专 7人、贵州省百层次人才 1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58人，

副高级职称教师 43 人，45岁以下教师 102人，具博士学位人数

128人。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 

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理念。构建“管理人员+辅导员、

班主任+导师、专任教师+校友”的全员育人主体，提升思政工作

的“广度”；打造“与科研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服

务与管理相得益彰”的全方位育人模式，聚焦导师、学位负责人

和学科带头人等“关键少数”，提升思政工作的“深度”；通过机

制创新、部门协调、学科建设、组织建设等“关键环节”，提升

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效度”，推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立

德树人育人思想，将立德树人贯彻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建设并推进

良师益友型教学育人新模式，在教学育人的过程中实现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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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双赢和双提高，塑造优秀教师、好导师等系列先进典型，鼓

励教师安心教学、潜心育人、专心科研。 

2. 师资队伍建设 

本年度不存在师德师风负面问题。本年度开展导师培训 2次，

参与培训的导师共计 51 人次。本年度学位点遴选专任教师数量

共计 36人，其中，聘任行业教师共计 41人。学位点潘卫东教师

荣获“贵州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3. 科学与教改研究  

纵向科研经费到账数为 2593.03 万元；横向项目 33项，到

账经费 702.60万元；获授权专利 5 项。 

4． 招生与培养  

2019年招生硕士研究生 57人。本年度组织校外专家为开设

代表性课程或讲座 3门/次，包括《基因工程》、《生命科学进展》、

《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为加强基地在支撑本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中发挥的作用，与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11 项，建设企业联

合实训基地 11 家，包括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联合实训基地、

贵州遵义县贵三红辣椒食品系列食品厂联合实训基地、贵州康禾

天然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实训基地等，接收基地指导导师

29名，接收 23名本专业学位学生开展专业实践。并组织开展贵

州精品水果优异种质挖掘及提质增效技术推广和贵州大学博士

村长暑期社会实践等专业实践活动。 

学位点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组织学生参与相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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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1 /次，并获得挑战杯三等奖 1项。本年度在校生获国家助学

金 6_项、学业奖学金 6项、新生奖学金 14项等。在校生考取教

师资格证 5人。 

5、社会服务 

学位点师生承担或参与贵州省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

学会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贵州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八

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2019全国杜仲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以色列—贵州设施农业人才交流与培训会议等学术活动。导师坚

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既要获得实验室科研成果，也要将科

技成果服务于乡村振兴。完成成果转化的一般横向项目共计 15

项。全体教师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充分利用自身专业技术优

势帮扶助困。学位点师生组建和参与贵州省竹产业、辣椒产业、

水果产业、中药材等专班（十二大产业专班）和服务团队多个，

有驻村干部导师 1 人，科技特派员 28 人，博士村长 2 人。其中

导师谭书明教授的相关事迹还被电视台特别报道。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对研究生的培养注重文章发表，对专利申报重视不够。校外

基地研究生的管理有待加强，各学院之间学位点的联系不够。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建设教学成果少问题，拟以老带新模式建设 3-5个教学

研究团队，鼓励教师参与教材编写，积极参加各种教学水平培训

和组织教师积极申请教学改革项目，以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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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目标：继续引进高层次人才 3-5 人，申报省部级科技奖 1-2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12-15 篇，国家基金获批数较今年新增 1-2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