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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奶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召开 

·我校水利类工程教育专业接受教育部专家组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王万义校长出席“一带一路 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 2018“一带一

路”与中非合作农业经济政策论坛 

 

 

农业部奶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召开 

 

6月 2日，“农业部奶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农业部奶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主任朱蓓薇院士、副主任戴小枫研究员、委员郜海燕研究员、

杨瑞馥研究员、张列兵教授、刘振民教授级高工，校党委书记邬建刚，

学校党政办公室、科技处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和平

教授及团队所有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邬建刚介绍了学校概况和学科科研平台建设情况，并为学

术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张和平教授汇报了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和

科研成果。学术委员会对实验室建设期间在人才培养、科研条件和实

验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实验室在

乳酸菌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乳酸菌“组学”、肠道微生物和发酵乳制



品加工技术方面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既揭示了乳酸菌物种的进

化分化历程，阐释了益生菌与肠道微生物的互助机制，还打破了乳酸

菌菌种和发酵剂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为推动我国乳酸菌产业发展

做出了贡献。 

学术委员会还针对实验室平台建设和团队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协

调尽快纳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培养高层次学科带头

人、增加团队体量以及内联外合、智力众筹、融合发展，大力开展国

际合作等宝贵建议。 

（食品院） 

 

我校水利类工程教育专业接受教育部专家组 

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6月 4日至 6月 6日，由联合专家组组长、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

心高而坤，农业水利工程专家组组长、武汉大学黄介生，以及水利部

农田灌溉研究所黄修桥、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海江、河北工程大学宿辉、

西安理工大学王瑞骏、湖南大学李勇军、榆林学院蔺跟荣 8位专家组

成的认证专家组，对我校农业水利工程和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两个专业

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4日上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见面会在西区图书馆书仲会议室召

开，校长王万义，副校长芒来、王春光出席见面会，会议由王春光主

持。 



见面会上，王春光首先对专业认证专家组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然后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优势特色、学科特点。他说，本次两个

工程专业参加认证，不仅是为了把这两个专业建设好，更重要的是通

过本次专业认证带动学校其他专业发展改革的积极性，促进学校专业

优化调整。 

高而坤教授代表专家组成员，对本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工作的考察范围、内容和意义等进行了简述。他指出，进校考查是为

了能够更直观了解学校的真实情况，促使审核自评报告更加真实、准

确，并通过现场实地考查发现自评报告中没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找出

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他代表专家组感

谢学校领导班子对此次认证工作的重视，并表示在考查过程中将遵循

标准、严守纪律。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张生从学生情况、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等七个方面对本次

认证的农业水利工程和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两个专业的情况作了汇报。

专家组结合自评报告提问，与会人员作出了解答。 

5日至 6日，专家组依据专业认证通用标准和水利类补充标准分

组开展工作，在审核自评报告和补充材料的基础上，听取了补充介绍，

现场考查了实验室、资料室等办学设施 20 处，查阅教学资料、核实

证据材料。访谈了学校职能部门领导、管理人员 10 人，各专业课老

师 30余人，与毕业生、用人单位代表、各年级学生代表 60人进行了

座谈，核实了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了解了自评报告反映的或

没有反映的情况，还对见面会上专家所提出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核查，



积极展开小组内部讨论会 10 余次，详细沟通考核意见和考查感受，

初步达成考核意见。 

6日上午，专家组成员在水利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场考查意见

交流会上依次发表意见，并对我校在应对此次专业认证中的不足提出

了建议。专家一致认为：学校和学院十分重视本次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工作，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学校在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中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为自治区经济及

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整体日常

管理监督卓有成效。同时，专家建议学校进一步深化对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认识，以认证为契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加强学生能力培养，

把准发展方向，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产业为导向，持续发展为最终

目标的认证工作体系。专家还建议学校制定侧重专业认证文档管理的

相关规章制度，解决原始文档冗杂过多且不符规范的问题，将应对专

业认证考核工作常态化，另外，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并

时常更新。专家组还对学校师资队伍、课程体系以及毕业生要求做出

了相关评价，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和教师水利知识及专业认证等方面

的宣传，对学生开展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等方面的讲座，促进校

友与学院、学校的交流。 

最后，王万义代表学校感谢专家组的工作，表示学校将诚恳接纳

各位专家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逐条分析，加以整改和落实，

使各项教学活动满足专业认证要求。 

（水建院） 

 



王万义校长出席“一带一路 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

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 2018“一带一路”与 

中非合作农业经济政策论坛 

 

6 月 22 日，王万义校长出席“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

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 2018“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农业经济政策论

坛，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世界涉农大学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互动论

坛上发言，还回答了中外大学代表的提问。 

会上，王万义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以及学校与蒙古、俄罗斯、

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50 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的

校际合作与交流成果。他说，学校将继续发挥草原畜牧业的优势特色，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

以期在“民心相通”方面更有作为。同时，将以“一带一路”倡议理

论研究为基础，加强实践服务能力建设，以期助推国家“农业走出去”

工程，在“贸易畅通”方面有所作为。 

王万义在会上还回答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中外大学代表提

出的关于如何深入开展校际合作工作、怎样开展联合人才培养等问题。 

据悉，“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是国内外最

大的农业全领域教育科技合作平台，首批加入联盟的包括我校和中国

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内 40 所农林院校和吉尔吉斯斯坦

国立农业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等“一带一路”沿线 30所院校。 

从 2016 年到现在，我校已经加入包括本次联盟在内的、由中国

高校倡议成立的三个国际高校合作联盟，另外两个分别是“丝绸之路



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和“一带一路动物科技创新联盟”，盟员单

位涉及国内外 100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