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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雅红看来，我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双一流”建设是我国进入新时代新阶段

的战略擘画，也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

作为“双一流”高校，华农提出了建设农业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一方面，“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刘雅红表示，华农有110多年的办学史、

70年的建校史，红色基因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丁

颖精神”、卢永根同志先进事迹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发扬。她表示，“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全面提高办

学质量和水平，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另一方面，华农将瞄准“世界一流”，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并

实现突破。既要大力用好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加

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合作，又要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我

们将以由我校牵头发起、中国和拉美 15国 63所

涉农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组建的‘中国-拉丁美

洲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为重要依托，共建全

球首批‘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促进中国和

拉丁美洲在语言文化、农业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刘雅红说。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雅红：

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今年，华南农业大学新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这既是对华农综合实力的充分肯定，更是

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日前，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雅红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
时如是说。作为农业特色的综合性高校，华农提出了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制定
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未来华农如何建设“双一流”？且听刘校长来为我们一一解析。

谈本科招生

转专业门槛低 辅修政策宽松且无需跨校区学习

今年华农全国招生计划9000人，是广东省招生人数最多的“双

一流”高校。89个本科招生专业中，包括 27个国家一流专业，30个

广东省一流专业。

刘雅红介绍，今年，华农新增现代化农业急需的乡村振兴、智慧

农业、低碳农业等专业方向，物理类新设集成电路（芯片）专业组，历

史类新增思想政治教育招生专业。

学校对各专业选考科目尽量不设限，少数专业因对特定学科基

础或身体条件要求严格，学校才对再选科目或者考生身体条件（主

要涉及色盲色弱）进行限制。

她建议考生，可根据自己选考科目要求，在第1-10个志愿报考华

农可以填报的全部专业组，结合考生兴趣和各专业组去年最低排位，用

冲—稳—保策略，确定专业组顺序，形成合理梯队，提高录取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按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接近华农

去年各专业组录取最低排位的考生，或者是在华农各专业组最低排

位之后1万-2万名的考生，校方建议可以大胆在第1-5个志愿冲该

校相应专业组，争取被录取。此外，学校转专业门槛低，辅修学士学

位和辅修专业政策宽松且无需跨校区学习，考生可放心大胆填报。

谈学生就业

毕业生就业是学校最大的民生工程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

来。”刘雅红告诉新快报记者，华农把毕业生就业当作学校最大的民

生工程，明确目标任务，出台政策性岗位吸纳行动、就业指导服务强

化行动、创新创业推进行动等五大行动共15条举措，并强化落实和

督促检查。

实施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坚持书记校长带头常态化访企拓

岗，利用校友及社会资源，多渠道挖掘毕业生就业岗位。截至 6月

中旬，华农已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活动 100场，实地走访了 70
多家企业和单位。走访单位新增岗位数超 1000个，新增加 59个实

习实践基地，90%的企业表示未来2年招聘人才需求不会减少。

学校积极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参加“三支一扶”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加大力度办好行业招聘

会，增加就业机会；适当增加科研助理的招聘岗位。

此外，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加强就业创业指导。包括建立毕业

生资源信息库和就业需求计划，集中向社会发布并动态更新；为就

业困难学生提供“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为毕业五年内校

友创业提供场地支持和创业服务等，全方位促学生稳就业。

■新快报记者 王娟 实习生 陈海丹 通讯员 杨志群 郭灼 陈芃辰

刘雅红告诉新快报记者，华农以作物学一流

学科建设为引领，在“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加强

学科建设顶层设计，统筹布局建设优势重点学科

和新兴、交叉学科，实施学科分类建设、组团建

设，不断带动学校整体水平提升。

刘雅红表示，未来学校将实施学科组团建设，

布局打造四大学科群。聚焦国家战略，强化区域

特色，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学科整体建设

发展思路，通过重点学科（“点”）的建设，带动学科

群（“线”）的发展，进而推动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

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面”）。以作物学、兽医学、

农业工程和农林经济管理为核心学科，带动相关

支撑和关联学科联动发展，逐步构建形成“粮食安

全、人畜健康、智慧农业、乡村振兴”四大学科群。

在实施学科分类建设方面，做到“建高峰、增

优势、强特色、促交叉”。要瞄准“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目标，将作物学、兽医学和农业工程3个学科

作为高峰学科进行建设；重点建设植物保护、农林

经济管理、园艺学、畜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5个

优势学科，打造“国内一流学科”；加强农业资源与

环境、林学、生态学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

设；谋划发展智慧农业、低碳农业等交叉学科，夯

实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鼓励理

工交叉、农工融合、文理渗透，促进优势学科与支

撑学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刘雅红表示，“十四五”期间，学校将不断巩

固拓展深化涉农学科优势，努力攻克一批科学前

沿问题与“卡脖子”关键技术，尤其是要在服务打

好种业翻身仗上努力取得新突破；还要发挥学科

门类齐全的优势，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

“华农立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不断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刘

雅红告诉新快报记者，华农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同

向同行。学校构建“价值—情怀—知识—能力”

“四链”联动、第一二三课堂“三环”相扣的一流本

科教育体系，积极推进导师制、书院制、完全学分

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卓越化、本研一体化

的“三制五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今年，华农依托作物学一流学科设立“新农

学”本博贯通创新班。“新农班”课程对标国内外

顶尖高校设置，学生将在八年的培养年限中完成

本科到博士阶段的课程、实践和学位论文要求，

获得农学博士学位。

学校还将深入推进“新农科”“新工科”“新文

科”建设，强化“丁颖创新班”、基地班、特色班、企

业班等订单式人才培养，加大力度推进“专业学

位研究生兴农创新班”“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生专

项”等项目实施，全面推进耕读教育，培养“下得

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优秀人才。

谈人才培养

培养知农爱农拔尖创新型人才

谈学科发展

作物学引领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谈教育热点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