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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耕耘实现新梦想化蛹成蝶开启新辉煌

百年的办学历史
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很多有识之士

深感维新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在兴学堂、办实
业的背景下，

1910

年学校的前身汝宁府中等实业学堂应
运而生，开农科、蚕科。辛亥革命后，学校先后更名为河南
省官立甲种农业学校、河南省第二职业学校，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设园艺科， 成为当时国内较有影响的园艺技术人
才培养的摇篮。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虽几经搬迁转移，

但办学活动始终没有间断。

1951

年，校名为汝南农林中等
技术学校， 招农、 林两科；

1953

年更名为信阳农业学校，

1958

年更名为信阳农业专科学校，在农、林两科基础上，

增设兽医专业；

1977

年更名为信阳农学院，

1984

年更名为
豫南农业专科学校，

1992

年定名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
校，

2013

年
4

月， 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在信阳农业高等专
科学校基础上建立信阳农林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的办学历史是一部与河南农业发展、

教育振兴密切相关的创业史，是一部埋头苦干、勇于创新
的奋斗史。从战火纷飞年代的艰苦创业，到新中国成立后
的自强不息；从文革浩劫中的励精图治，到改革开放以来
的快速发展， 一代又一代农专人勤耕不辍， 逐步形成了
“艰苦创业，负重奋进，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
和坚守农业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办学理念，为河南高等
农业教育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良好的办学条件
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专科在校学生

10827

人。开设有
66

个专科专业和专业方向，专业涉及农学、理学、工学、管
理学等学科门类。主要学科门类为农学，覆盖

28

个专业和
专业方向（其中茶学、水产养殖学、生物技术

3

个专业已与
信阳师范学院联合开展了

10

年的普通本科教育）。建设有
9

个省级特色专业。

学校有优秀的教师队伍。专任教师
629

人，专任教师
中高职称教师

219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32

人，高职称教师
占专任教师的

34.82%

； 专任教师中高学历教师
366

人，其
中博士

14

人，高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58.19%

；专任教师
中“双师型”教师

320

人，占
50.87%

。有国家教学名师
1

人，

省管优秀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省级骨干教师、教学名
师等高层次人才

32

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

个。

学校有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 学校在
2006

年人才培
养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级。 取得省级教学成果

44

项，其中
23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

219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84

项；取得专利
16

项；发表学术论文
2240

篇，其中被
SCI

、

EI

、

ISTP

收录
19

篇；

出版著作和教材
330

部。

学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现有河、羊山两个校区，

占地
1283.4

亩， 生均
79.03m

2

。 学校校舍建筑面积
38.08

万
m

2

，生均
35.17m

2

，其中，教学、科研、行政三项用房总面积
26.09

万
m

2

，生均
24.10m

2

。羊山校区已初步建成为环境优
美的山水园林校园。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6766

万元，生均
6249

元。有
1

个占地面积
149.85

亩的农林实习场和
200

多个校内外实习
实训基地，其中国家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2

个（园艺技术、

水产养殖），省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4

个（食品加工、植物
保护、畜牧兽医、农业技术综合）。建有河南省高校信阳毛
尖茶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信阳市现代渔业生物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

6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学校建设有现代图书管理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体
系。图书馆藏书

92.24

万册，生均
85.19

册，电子图书
35

万
种，各类学术期刊

1035

种。阅览座位及图书能够满足教学
和科研需要。

学校办学经费逐年增长。 学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
省、市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近三年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
事业费明显增加，分别为：

2009

年
4463

元、

2010

年
4910

元、

2011

年
9200

元。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
10883

元，生均预
算内公用经费

4371

元。

2012

年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
费达到了

12300

元，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达到
8400

元。

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务实。现有成员
9

人，均为大学以
上学历，其中，博士

2

人，硕士
6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2

人。学
校先后被授予“省级文明学校”、“省级文明单位”、“省级
教学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高等学校先进党委”、“河南
省高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鲜明的办学特色
学校始终保持农业教育本色， 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人才。特别是近年来，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
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思想，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施“质量提升，内涵
带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形成了较
为鲜明的办学特色。

以“两队”建设为抓手，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能力培
养与学历提高并重、师德建设与业务提升并重，努力建设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学术技术梯
队和教学团队。郭桂义教授、陈宏智教授因教学工作业绩
特别突出分别获得全国和河南省教学名师奖，茶学、畜牧
兽医两个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学团队。

以特色专业建设为抓手，瞄准产业升级改造老专业、

追踪社会发展设置新专业， 提升专业服务经济、 社会能
力。建设了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畜牧兽医、

植物保护、食品加工技术、园艺技术、茶文化、食品营养与
检测、物业管理等

9

个河南省特色专业。专业建设工作得
到河南省教育厅领导的充分肯定。

以精品课程建设为抓手，全力打造校级、省级及国
家级精品课程，构建新型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设了
制茶工艺、鱼类学、鱼类组织胚胎学、植物学等

4

门国家
级精品课程和动物微生物、植物学、茶树病虫害防治、应
用真菌生产技术、种子生产技术、食品加工技术、动物病
理学等

7

门河南省精品课程。 课程建设在全省市属高校
中名列前茅。

坚持以教研促教改，以教改促教学，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 马俊义教授主持的教改项目《“专业社团
+

企岗实
训”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研究与实践》获河南省教学成果特
等奖，胡孔峰教授主持的《种植类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等

7

项获一等奖，陈宏智教授主持的《水产养殖技术专
业课程体系整合与优化研究》等

15

项获二等奖。教研成果
在全省同类高校中排在前列。

坚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突出学生职业能力、创
新精神的培养，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专业社团

+

企岗实训”、“理论实践
双循环”、“理论实践

2+1

”、“订单式培养”、“预就业式顶岗
实习”等模式，受到学生和用人单位好评，近年来毕业生
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7%

以上， 用人单位满意率在
86%

以
上。学校

2006

年获河南省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在
办好专科教育的同时，学校积极探索本科教育规律，认真
学习和总结本科教育经验， 联办本科专业毕业生考研录
取率

46%

以上，就业率
98%

以上。

坚持以提升师资队伍学术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为主
要目标，利用学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平台，面向信阳及周
边地区粮食、畜禽、林果、花卉、水产、茶叶等产业，积极开
展应用研究、 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走产学研结合的道
路，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王景晨研
究员培育的“豫籼

5

号”等水稻新品种对水稻增产作用重
大， 蔡荣先教授主持的《甲鱼烂甲病病原鉴定及防治技
术》解决了甲鱼养殖的关键问题，刘晓娜教授主持的《豫
南园林花木病虫害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胡虹文教授
主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史洪中教授主持的《信阳杨树产业发展及病虫害可持续
控制技术研究》等

10

项成果因技术先进、价值巨大而获得
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校

2011

年获河南省农业科技
先进单位称号。

坚持以“三农”专家服务团和科普传播工程为平台，

以省、市科技特派员为载体，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把科学
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近年来，学校主动参与信阳“华英富
民工程”，承担河南省“科普及适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
113

项，推广杂交稻栽培技术、畜禽疫病防控技术、茶叶无
公害生产技术等农业科研成果

70

项，经济效益显著；开展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3

万人次，社会效益明显。学校
2011

年
获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学校之所以能取得成绩、获得进步，归根结底是学校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结果，是各
级党委、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正确领导、 精心指导的结
果，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努
力奋斗的结果！

未来的办学蓝图
信阳农林学院的办学定位和总体目标是， 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信阳，面向河南，培养农林产业转型
升级和技术进步需要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创新意识和
实践精神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将学校建成一所以
农学为主，工学、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普通本科学校。

信阳农林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目标是，重点建设农学
门类的植物生产、动物医学、动物生产、林学、水产等学科
专业，兼顾工学、理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部分学科专业的
建设。建院初期拟开设农学、工学两个学科门类下的

5

个本
科专业，即：茶学、水产养殖学、植物保护、动物医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按照教育部对本科专业设置的要求，在第一
批升本专业的基础上， 每年新增

3

个至
5

个本科专业，到
2017

年，本科专业达到
20

个以上，本、专科专业达到
40

个左
右，形成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的学科和专业格局。

信阳农林学院的办学规模目标是，到
2017

年，在校生
总规模达到

15000

人，其中本科生达到
5000

人以上。

信阳农林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目标是， 重点引进具
有研究生学历的博士（即双证博士），提高队伍的研究能
力和学术水平；激励教师投身农林生产第一线，提高队伍
的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 到

2017

年， 专任教师人数达到
940

人左右， 高职称比例达到
35%

以上， 高学历比例达到
70%

以上，生师比控制在
16

︰

1

，形成数量适当、结构合理
的师资队伍。

信阳农林学院的基础设施与基本建设目标是， 到
2017

年，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到
1

亿元以上，建设
80

个左右设备
先进、 功能齐全的实验室， 建成

10

个左右的校级重点实验
室，其中

1

个至
2

个达到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水平；纸质图书达
到
120

万册左右； 高标准完成羊山新校区全部基建工程，建
筑总面积达到

40

万平方米，完成绿化美化等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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