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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是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编制各年度研究生教育发展情况，其指标

体系参考了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学术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各学位授权点也

可以根据实际建立符合本学科特点、有学校特色的指标体系。

二、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

部 2011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同时获

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年度情况，统计时间为当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涉及状态信息的数据（如师资队伍），统计时间点为当年 12 月

31 日。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人员

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科重复统计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

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科重复统计或填写。

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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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学位点建设进展情况

2020 年学院围绕“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着力建设特色鲜明、

结构合理、优势突出的学科体系。通过学科资源合理配置、学科平台

分类建设、学科团队重新组建等举措，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不断提高学科整体实力。

积极参与第五轮学科评估。我院参与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有食品科

学与工程与生物学 2 个一级学科，目前，等待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

二、目标与标准

2.1 培养目标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学学科以“学术为先，人才为本”为理念，以

“研究生命科学、造就尖端人才、服务人类健康”为宗旨，瞄准泛长

三角区域在植物药用生物技术、植物基因工程、分子营养与调控、疾

病的诊断与预防等方面的重大社会需求，解决关键生物学相关科学技

术问题，满足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贡献。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以人为本，培养适应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生物学专业高层次人

才。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的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实

验技术，了解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能用一门外语熟练

地阅读、翻译专业书刊；具有从事生 物学研究、教学和实际应用能

力；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2.2 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遵照国家、教育部和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研究生获

取相应学位标准如下：

本学科研究生在 2.5 年内完成课程学习 （学位课成绩不低于 75

分、非学位课不低于 60 分）及科学研究工作，并要求在学期间或毕

业 1 年内，以合肥工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

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发表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 1 篇；

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与学位论文内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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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学术论文须有正规的期刊号。

同时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听 8 次以上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报

告，做一次 1 小时以上与研究方向相关的的学术报告，通过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毕业论文撰写及答辩等环节。其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

等要求参照学校的有关文件执行。研究生需修满不低于 28 学分，并

通过论文答辩，才能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经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后方可授予硕士学位。

三、基本条件

3.1 培养方向

本学科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开展基

础研究，兼顾应用技术开发及示范推广。针对重大疾病和亚健康状态，

学科以新颖生物分子发现、富集和制备为基础，以分子营养与医学应

用为出口，发展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阐述功能生物分子作用靶点与

通路，探索分子应用生物技术。形成了植物学、生物药学、化学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 5 个学科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向。

表 1：培养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每个学科方向限 300 字）

植物学 以农作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为突破口，发现调控农作物番茄红素、维生素 C

等生物功能分子生成的新颖调控网络，实现生物功能分子在作物品种选育、

生长和采后的全过程富集。方向在农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抗逆基因和储藏

信号调控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率先开展了植物硫化氢信号转导的研究

（产生了 2 篇 ESI 高被引论文）。

生物药学 针对石斛等中草药以及功能性食品，确定其主要活性成分以及药理效果和作

用机理，探索筛选具有显著药理作用的分子物质，作为治疗相关疾病的候选

分子。方向在以罗建平教授作为方向带头人，在活性物质分离纯化，慢性疾

病预防和质量，治疗机理探索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和特色，在该领域著名期

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化学生物学 针对开发新一代癌症治疗和诊断制剂、含氟功能分子的合成及转化化学、
18
F

同位素标记分子探针的合成及其在 PET-CT 医学成像中的应用、药物分子导

向的有机合成化学等研究领域开展活跃研究，在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细胞生物学 针对代谢疾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围绕肥大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

的代谢调控机制，探索功能生物分子调控相关细胞生理、信号和代谢的机制。

方向汇聚了一批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 Medicine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的中青年学者，在肥大细胞免疫代谢调控机制和相关功能分子减肥降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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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递送机制研究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于国际上率先开展了肥大细胞天

然稳定剂木樨草素等减肥降糖机制的研究（产生 1 篇 ESI 高被引论文）。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针对动脉粥样硬化和脂肪肝等代谢疾病，重点围绕相关药用植物分子的结构

和功能开展研究，实现功能分子结构解析、作用机制、给药方式的全面突破。

方向在功能分子结构解析、靶点发现和功能改性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于

国际上首次报道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新药物作用靶点 Nogo-B 受体（发表于

Hepatology），主持了山东步长制药集团“步长脑心通”和“丹红注射液”

对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及斑块稳定性的机理研究。

学科方向名称：参照《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

年颁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备案的自设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名称

填写。

3.2 师资队伍

目前生物学学科有专任教师 37 人，100%具有博士学位，54.8%

以上教师有 1 年以上国外学习交流经历。其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 1人，安徽省“百人计划”1 人，安徽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1人，安徽省教学名师 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合肥工业

大学“黄山学者”特聘教授 2 人，“黄山青年学者”10 人。另有哈

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滑铁卢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兼职教

授 34人。

专任教师中 45岁以上骨干教师 10 人，36-45 岁骨干教师 16 人，

35 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 11人。所有教师均获得博士学位，最高学位

来自外单位的有 24 人，占 64.9%，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8 人。所有

专任教师的最高学位获得单位全部来自国内双一流大学、中科院以及

国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

目前在校硕士研究生 68 人，生师比约为 1.84:1。

表 2：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

位非本

单位授

予的人

数

兼职博

导人数

兼职硕

导人数

25

岁及

以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2 1 5 6 12 8 12 8

副高级 18 4 10 4 18 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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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 7 6 1 7 2 5

其他

总计 37 11 16 10 37 8 32 24

①内容：统计时间点，专任教师年龄、职称、学历等情况。

②博士导师人数：最新《招生简章》中公布的博士指导教师数，或通过当年度招生资格

审核的导师人数；没有博士点的学科，可以将“博士导师人数”“兼职博导人数”列删除。

③兼职博导：外单位兼职本校博士生导师的人数。

3.3 科学研究

本学科点秉承合肥工业大学为产业服务、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的办

学特色（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成果转化排名第 2），十分重视特

色建设，始终把生物学基础研究与国家地域经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以食品和医药生物技术为突破口，逐步形成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等稳定的学科方向，既响应

了国家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势，也顺应了安徽省现代农业、食品工业

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需求。

在 2020 年度，本一级学科共承担国家级项目 22项、省部级项目

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1 项，纵横向科研到账经费 361

万元，部分科研项目如表 4 所示；发表论文 62 篇，其中 SCI 论文

53 篇；申请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共 20项，发明专利授权 6，专利

转化 1 项，共计 10 万元。

本学位点已在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专利获取和转化、重要科研

论文产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依托合肥工业大学的工科优势，已经

初步形成一个立足安徽、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的产学研密切结合的

生物学研究基地，致力于打造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生物学科研、教学和产业技术研发的生物学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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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教师获得的国家或省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序号 年度
获奖成果

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完成单位排
名

完成教师姓名
（排名）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获得的国家或省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

“获奖时间”应与获奖证书名称或内容的时间表述一致。

②获奖类别：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

③完成单位：学位授予单位；完成教师：本学位点专任教师。

④获奖等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其他。

表 6：教师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

名称
获奖等级 组织单位

组织单位

类型

获奖时

间

获奖教师姓名

（排名）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分年度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的情况，限填 10 项。

②奖项名称：包括但不限于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沃尔夫化学奖、茅盾文学奖、

郭沫若史学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何梁何利奖、吴玉章奖、体育三大赛、表演类国际 A 级

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奖项均不包含人才资助项目。

③组织单位类型：政府、学会、协会、其他。

④获奖教师姓名（排名）：获奖教师姓名及在获奖人中的排序， 获奖人应为本学位点

专任教师。

表 7：专任教师公开出版的专著

序号 专著名称 教师姓名 出版社 出版物号 出版时间
学术贡献及

影响力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以第一完成人公开出版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专著

情况。

②专著名称：专著的主副标题，再版以最新版本为准。

③学术贡献及影响力：获奖情况等贡献和影响力说明，50 字以内。

表 8：教师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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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1 A nuclear-localized
cysteine desulfhydrase

plays a role in fruit ripening
in tomato

胡康棣 第一作者
Horticulture
Research

2020,7(211) SCI

2 Heparin stimulates biofilm
formation ofEscherichia
colistrain Nissle 1917

周贤轩 通讯作者
Biotechnology

Letters
2020,43 SCI

3 Full-length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apocarotenoid

biosynthesis in Crocus
sativus

岳俊阳 第一作者

Computational
and Structural
Biotechnology

Journal

2020,18 SCI

4 Characterization of
chemotaxis and motility
response towards fructose

in Escherichia coli

王芳彬 通讯作者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20,527(1) SCI

5 Effects of sulfated,
phosphorylated and
carboxymethylated
modifications on the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vitro of polysaccharides
sequentially extracted from

Amana edulis

章建国 通讯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146 SCI

6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its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y
of melanin isolated from

Lachnum sp

叶明 通讯作者
Process

Biochemistry
2020,90 SCI

7
Sesame flavour baijiu: a

review
叶明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rewing

2020,126(3) SCI

8 Protective effect of
Lachnum polysaccharide o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in

mice

叶明 通讯作者 Food & Function 2020,11 SCI

9 Properties of melanin from
Lachnum YM156 and its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in

Cd-exposure mice

叶明 通讯作者
Process

Biochemistry
2020,9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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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ffect of the addition of
roselle (Hibiscus sabdariffa

L.) extracts on the
rheological, textural,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fermented milks

叶明 通讯作者

Flavour and
Fragrance
Journal

2020,35 SCI

11 Ameliorate effects of
soybean soluble
polysaccharide on

adenine-induced chronic
renal failure in mice

黄千里 通讯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149 SCI

12 芝麻香型白酒糟醅中氨态

氮的测定
叶明 通讯作者 酿酒科技 2020,1 中文核心

13 Corncob PRB for on-site
nitrate removal in
groundwater

刘咏 通讯作者
Arabian Journal
of Geosciences

2020,13 SCI

14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n
acidic polysaccharide with
the potential of promoting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from Lycium ruthenicum

Murr.

罗建平 通讯作者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2020,34 SCI

15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anti-gastric cancer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stem, root, leaf and flower
of cultivated Dendrobium

huoshanense

罗建平 通讯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143 SCI

16 Bisphenol-A Exposure
during Gestation and

Lactation Causes Visual
Perception Deficits in Rat
Pups Following a Decrease

in Interleukin 1 beta
Expression in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胡繁 通讯作者 Neuroscience 2020,434 SCI

17 The role of WRKY47 gene
in regulating selenium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曹树青 通讯作者

Plant
Biotechnology

Reports
2020,14 SCI

18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of Cassava
Serine/Arginine-Rich

曹树青 通讯作者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2020,61 SCI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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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s: Insights into
Alternative Splicing of

Pre-mRNAs and Response
to Abiotic Stress

19 IbERF71, with IbMYB340
and IbbHLH2, coregulates
anthocyanin accumulation
by binding to the IbANS1
promoter in purple-fleshed
sweet potato (Ipomoea

batatas L.)

姚改芳 通讯作者
Plant Cell
Reports

2020,40 SCI

20 MYB44 competitively
inhibits the formation of the
MYB340-bHLH2-NAC56

complex to regulate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in
purple-fleshed sweet potato

姚改芳 通讯作者
BMC Plant
Biology

2020,20 SCI

21 Effects of Na+ on the cold
gelation between a
low-methoxyl pectin
extracted from Premna

microphylla turcz and soy
protein isolate

王军辉 通讯作者
Food

Hydrocolloids
2020,104 SCI

22 Investigations on the
phytotoxicity of

perfluorooctanoic acid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韩毅 通讯作者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0,27 SCI

23 Glutathione-dependent
denitrosation of GSNOR1

promotes oxidative
signalling downstream of

H2O2

韩毅 通讯作者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2020,43 SCI

24 Hydrogen sulfide: a
multi-tasking signal

molecule in the regula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s

韩毅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20,71 SCI

25 Genomic Identification of
RNA Editing Through

Integrating Omics Datasets
and the Clinical Relev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陈娟 第一作者
Frontiers in
Oncology

2020,10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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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educed Nogo expression
inhibits diet-induced
metabolic disorders by
regulating ChREBP and

insulin activity

段亚君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0,73 SCI

27 高富硒酵母菌株的筛选及

其富硒特性分析
罗建平 通讯作者 中国酿造 2020,9 中文核心

28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anti-gastric cancer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stem, root, leaf and flower
of cultivated Dendrobium

huoshanense

罗建平 通讯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143 SCI

29 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 Polysaccharide

Promotes GLP-1 Secretion
from Enteroendocrine
L-Cells through Sweet
Taste Receptor-Mediated

cAMP Signaling

罗建平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0,68 SCI

30 Anti-inflammatory
bibenzyls from the stems of
Dendrobium huoshanense

via bioassay guided
isolation

李强明 第一作者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2020,34 SCI

31 Multiple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thogen-related core

effectors and LysM family
members reveal their

differential roles in fungal
growth and pathogenicity
inPenicillium expansum

黄胜雄 通讯作者

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

2020,295 SCI

32 Hydrogen Sulfide
Maintained the Good

Appearance and Nutrition
in Post-harvest Tomato

Fruits by Antagonizing the
Effect of Ethylene

姚改芳 通讯作者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20,11 SCI

33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n
acidic polysaccharide with
the potential of promoting

罗建平 通讯作者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2020,34 SCI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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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from Lycium ruthenicum

Murr
34 The effect of ABRE

binding factor 4-mediated
FYVE1 on salt stress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曹树青 通讯作者 Plant Science 2020,296 SCI

35 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 polysaccharide

promotes GLP 1 secretion
from enteroendocrine L
cells through sweet taste
receptor-mediated cAMP

signaling

罗建平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0,68 SCI

36 Effects of tea polyphenol
ester with different fatty
acid chain length on

camellia oil-based oleogels
prepa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cookies properties

潘利华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2020,85 SCI

37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s on
the gelation behaviour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itric acid-induced tofu

赵妍嫣 通讯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55 SCI

37 High fat diet induced
obesity model using four
strains of mice: Kunming,
C57BL/6, BALB/c and ICR

李井雷 通讯作者
Experimental
Animals

2020,69 SCI

39 Carboxymethyl chitosan
perturbs inflammation
profile and colonic

microbiota balance in mice

李井雷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2020,28 SCI

40

Attenuation Effects of Bulk
and Nanosized ZnO on

Glucose, Lipid Level, and
Inflammation Profile in

Obese Mice

李井雷 通讯作者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2020,190 SCI

41

Alginate Calcium
Microbeads Containing

Chitosan Nanoparticles for
Controlled Insulin Release

李井雷 通讯作者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2020,193 SCI

42
Dietary intake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ay ethanol

李井雷 通讯作者 Food & Function 2020,11 SCI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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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 inhibits colonic
inflammation i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murine experimental colitis

43

Transcriptome analysis
reveals gene expression
changes of the fat body of
silkworm (Bombyx mori
L.) in response to selenium

treatment

江力 第一作者 Chemosphere 2020,245 SCI

44

Effect of Dietary Selenium
Supplementation on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Silkworm Bombyx mori

L.

江力 第一作者

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

2020,193 SCI

45

Overexpression of ethylene
response factor ERF96
gene enhances selenium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江力 通讯作者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20,149 SCI

46

Emulsifying properties of
wheat germ:Influence of

pH and NaCl
刘咏 通讯作者

Food
Hydrocolloids

2020,100 SCI

47

Effects of Na on the cold
gelation between a
low-methoxyl pectin
extracted from Premna

microphylla turcz and soy
protein isolate

王军辉 通讯作者
Food

Hydrocolloids
2020,104 SCI

48

Transferrin1 modulates
rotenone-induced

Parkinson’s disease through
affecting iron homeostasi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肖桂然 通讯作者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20,531 SCI

49

Bisphenol A exposure
inhibits contrast sensitivity
in cats involving increased

response noise and
inhibitory synaptic

transmission

胡繁 通讯作者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2020,157 SCI

50

PyWRKY26 and PybHLH3
cotargeted the PyMYB114

promoter to regulate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姚改芳 通讯作者
Horticulture
Research

2020,7 SCI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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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port in red-skinned
pears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情况，每年控制在 50 篇以内。

②作者类型：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其他。

③发表年份及卷（期）数：文章发表时间的标识，填报格式为“出版年，卷号（期）号”，

如期刊无卷号，则为“出版年（期）号”。

④期刊收录情况：CSSCI、CSCD、SCI、SSCI、EI、A&HCI、其他。

表 9：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年度 项目 数量

2020

发表论文

总数

中文期刊论文总数 2

外文期刊论文总数 48

其中：国际合作论文 6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②中文期刊论文总数：学位点教师以中文发表的期刊论文总数。

③外文期刊论文总数：学位点教师以中文以外的语言发表的期刊论文总数。

表 10：纵向、横向到校科研项目和经费数

国家级科研项目 其它纵向科研项目 横向科研项目

立项项目数 4 8 11

到校经费 145.7 119.5 85.1

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500 万的项目清单

项目名称 投入单位名称 项目经费（万元） 立项时间 项目起止年月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获得的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总额。

②纵向科研经费：由政府部门下达的，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经费。

③横向科研经费：本学位点 进行技术研发、成果转让、咨询与服务等获得的横向经费。

④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500 万的项目清单”，可以将相关表格删除。

表 11：代表性项目负责人清单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获批年度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费

（万元）

1

曹树青

1966 年 9 月 CUL4-PRL1

-MYB43 调

控 拟 南 芥

镉 胁 迫 响

应 的 分 子

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20 2021-01-01 至

2024-12-3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69.6

2
江力

1964年11月MPK3/6-MY

Bx-FIT 模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2020 2021-01-01 至

2024-12-3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69.6

合
肥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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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调 控 拟

南 芥 缺 铁

响 应 的 分

子机制

会 项目

3

罗建平

1966年12月基 于 核 心

功 效 的 霍

山 石 斛 品

质 形 成 及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20 2020-01-01 至

2023-12-3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联合

资助基金项

目

62

4

李强明

1989 年 1 月 石 斛 属 植

物 中 促

MANF 分 泌

的 生 物 碱

靶 向 发 现

及 其 作 用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20 2021-01-01 至

2024-12-3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69.6

①内容：本学位点教师统计时间段内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等审批立项的重大、重点项目的主持人清单，同一人有多个项目可

重复填写。

②仅填报统计时间段内在研的项目，限填 10 项。

③项目类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重

大专项、国家重大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重大项目、国防

科技重点重大项目、国家艺术基金、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项目；或项目

经费超过 500 万元的横向项目。

④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表 12：参与国内外标准制定情况

序号 名称 类型 标准编号 制定时间 参与类型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参与制定专业领域相关规则、制定标准项目情况，包含教育教学

评估标准、学术标准、商务标准、科技标准等专业领域的标准与规则。

②标准类型：国际标准、国内标准。

③标准编号：包含国际标准编号和我国的国家标准编号。

④参与类型：牵头、参与。

表 13：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主要负责人

序号 教师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任职期限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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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华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

子生物学会议

理事 2019年7月-2024

年 10 月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担任正副负责人和秘书长的情况。

②学术组织：在学术领域或专业领域进行国家间合作而成立的国际性机构，如国际地球

化学学会、国际体育舞蹈协会等；我国在民政部注册的和在中国科协注册的国家一级学会。

③任职期限：任职起止年月。

④担任职务：会长、副会长、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

表 14：教师担任国内外重要期刊负责人

序号 教师姓名 任职期刊名称
期刊号

收录情况 任职职位 任职期限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担任主编、副主编、编委的情况。

②期刊名称：期刊的中英文名称。

③期刊号：国际刊号是期刊的 ISSN 号，国内刊号是期刊的 CN 号。

④期刊收录情况：CSSCI、CSCD、SCI、SSCI、EI、A&HCI、其他。

⑤担任职位：主编、副主编、编委。

⑥任职期限：任职起止年月。

表 15： 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作报告人员

序号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专任教师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作大会主旨报告的人

员情况。每年限填 10 项。

②报告地点：报告地点填报格式为“国别-城市”，如“中国-上海”，或“线上”。

3.4 教学科研支撑

表 18：仪器设备及实验室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8257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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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限填 5 项）
分析型液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固相反应仪、中高

压层析系统、高性能计算集群

实验室总面积（M
2
）

15760

表 19：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②平台名称：请自主从现有平台中选取支撑人才培养效果较强的平台进行填写，限填

10 项。

3.5 奖助体系

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且能够承担一定

“三助一辅”工作者，全部享受 0.72 万元/年的国家及学校助学金。

其中有 20%的硕士研究生享受 1.2 万元/年的学业奖学金， 40%的硕

士研究生享受 1 万元/年的学业奖学金，30%的硕士研究生享受 0.8

万元/年的学业奖学金。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政策另见《合肥工

业大学 2018 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如果奖助政策有

调整，以新政策为准。

表 20：奖助学金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学业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一年

级

2020 20.1 19

学业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二年

级

2020 21.6 22

学业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三年

级

2020 23.6 23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奖学金、**企业助学金等分年度

情况。

②资助类型：奖学金、助学金。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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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4.1 招生选拔

硕士研究生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两种选拔方式。近年来本学位点招收硕士研究生名额逐渐增加，硕士

报考生源充足、录取考生质量与结构合理，能满足本学科人才培养的

需求。从近五年生物学硕士点招生、被录取考生的分数，以及在校生

数和毕业生人数情况来看，生物学硕士点生源良好，特别是随着我校

生物学科社会声誉的稳步提升，以及社会对生物学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不断增加，本学位点越来越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认可、欢迎，生源

数量和质量稳中有升。本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在校期间表现优异，

授予学位率达 100%。
表 21-1：硕士生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 25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25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5

授予学位人数 26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本表内容不含同等学力人数。

②按学校招生实际情况填报，如按一级学科招生则填报总数，如按二级学科或方向招生，

则按二级学科或方向填报。

③招生人数：纳入全国研究生统招计划的招生、录取的研究生人数。

4.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建立平台、资源和制度的

保障措施，结合本专业实际，以研究生党建为龙头，以扶贫、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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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和企业实践等主题活动为抓手，形成了全员、全程和全方位

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注重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思政教育，从制度上加强研究生思政队伍

建设，配齐配强“导师—班主任—辅导员”三级思政工作力量。在课

程教学中深入推进课程思政改革，通过抓顶层设计、抓带头示范、抓

教研交流、抓评价改革，提升课程育人效果。在日常管理中坚决守好

意识形态阵地，旗帜鲜明开展纪律教育与管理。全面优化基层党组织

建设，按研究生班级组建党支部，本学位点共有研究生党员 25名。

4.3 课程教学

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不少于 28学分的课程学习。课程设置包括

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公共课程和必修环节五个模

块。公共学位课主要有英语、政治、生物统计学和高级生物化学。专

业学位课主要有高级微生物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前沿 3

门课程。专业选修课主要有生物技术实验原理、现代仪器分析、功能

基因组学、细胞信号转导、分子发育生物学、高级植物生理学、分子

营养学、分子免疫学、现代分离技术和高级食品化学 10 门课程。公

共课程主要指英语口语、论文写作、公共实验和学科前沿专题。必修

环节主要包括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学术交流、创新实践和工作技术

实践。高级微生物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前沿、高级微生

物学和生物统计学 5 门课程是本学位点的核心课程。

任课教师队伍中，选用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厚的博士、硕

士生导师为研究生上课，以便学生更好的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前沿知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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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

表 22：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课

语言

面向学

生层次

1 高级生物化

学

专业必修课 2 罗建平 中文 硕士研究

生

2 分子生物学

前沿

专业必修课 2 曹树青 中文 硕士研究

生

3 高级微生物

学

专业必修课 2 杨柳 中文 硕士研究

生

4 生物统计学 专业必修课 2 吴 学

凤、王

武

中文 硕士研究

生

5 分子细胞生

物学

专业必修课 2 肖桂然 中文 硕士研究

生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实际开设过或者正在开设的课程，限填 10 项。

②所填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③课程类型：必修课或选修课。

④面向学生层次：博士、硕士、博硕；只有硕士点的学科，可以只填写硕士层次。

表 2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 奖项等级 成果完成人
单位署名次

序

完成人署

名次序
获奖时间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获得教学成果奖的情况。

②奖项类型：国家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国家级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及省部级相关奖项。

③奖项等级：国家、省部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④单位署名次序：学位授予单位的署名次序。

⑤完成人署名次序：完成人应为本学位授权点专任教师。

表 24：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名称 组织单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硕士生 博士生

1
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生命

二 等

奖

2020

/12

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生物学

何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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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竞赛 课程教学安排

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

生物科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生物技

术与生物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和《高

校生物学教学

研究（电子版）》

杂志

2
第十一届安

徽省百所高

校百万大学

生科普创意

创新大赛

三 等

奖

2020

/12

安徽省科学技

术协会、安徽省

教育厅、共青团

安徽省委员会

主办

王舒瀚

王露霏

刘晓雨

马思冲

张富康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学生在学期间在国内外各类竞赛中的获奖情况。限填 20 项。

②奖项名称：学生参加的国内外大赛名称的全称。

③获奖作品：选填项，获奖无作品可不填。

④获奖等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团体奖等（根据实际填写）。

⑤组织单位名称：组织评奖单位的全称。

⑥组织单位类型：政府、学会、协会、其他。

⑦获奖人姓名：在学学生（包含留学生）姓名。

表 25：出版教材情况

序

号

教材

名称

主要作

者/译者

署名

情况

出版/再

版时间
出版社 版次

教材使用情况（限 100

字）
备注

1

2

3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出版或再版的代表性教材（含国外教材译本），仅限“第一作

者单位”填写。

②若出版“系列教材”中的多个分册，只填写一次（在教材名称中注明分册数）。

③“署名情况”填写“主编、系列教材总主编、系列教材分册主编”等。

④“教材使用情况”可填写教材使用范围（如学校、院系）、数量（如累计印数、使用

人数）等情况。

⑤若教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或被评为优秀教材等，请在“备注”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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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导师指导

内容：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情况；有博士点的学科还需要描述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

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写一段描述，再填写下面的表格。
表 26：导师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 培训人数 主办单位

1

2

…

其他 （若表格中无法填写，可在本栏填写导师培训情况的文字描述，300 字以内。）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开展或参与导师培训的情况，限填 10 项。

②培训人数：本学位点导师参加该次培训的人数。

4.5 学术训练

研究生日常学习中要参加各种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导师积极

引导研究生阅读文献、学习学术论文及日常科研实验，还经常参与学

术交流活动。学校规定每个研究生必须参加不少于 8场的学术报告，

听完报告必须撰写总结并由学院盖章确认。学院对学术交流给与大力

支持，在人力和经费上充分保障。

4.6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与本学科相关的各项学术交流活

动，除了日常的专家报告，本年度的研究生学术交流年会，学院还选

举了优秀成果和标兵候选人单独做了相关的分会场报告。广大研究生

通过日常的学术报告和本年度年会报告，与专家积极现场互动，形成

了浓郁的交流氛围。标兵候选人还要专门到学院进行答辩，学校择优

评选出最终的胜出者。除了日常参加学术报告会，研究生还积极参加

各种国内外会议。每年本学位点都有学生积极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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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和攻读博士项目，每年度都有 2-3 人进行为期不少于 1年的

出国学习交流。

表 27：来本学位点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和交流学者人数

年度
攻读硕士学位 攻读博士学位

交流学者
当年入学 在校生 当年入学 在校生

2020
2

①内容：本学位点分学年度招收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数和来本学位点交

流学者人数；没有博士点的学科，可以将“攻读博士学位”列删除。

②当年入学：来本学位点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人数。

③在校生：学年内攻读学位的在校留学生总人数。

④交流学者：外籍人员在华交流学习的学者人数。

表 28：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学生（含留学生）在学期间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

作学术报告的人员情况。

②类别：硕士生、博士生。

③报告地点：报告地点填报格式为“国别-城市”，如“中国-上海”，或“线上”。

表 29：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人数及国外合作项目选派人数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硕士生人数 博士生人数

1

2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及国外合作项目（研究生

类别）选派人数。

②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的选派研究生出国留

学或联合培养的项目。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学生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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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国外合作项目：与外方机构签署协议并由中外双方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项目。

4.7 论文质量

硕士学位论文采用双盲评阅制度。校学位管理办公室在每年的 3

月 5日公布盲评名单，并将学位论文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选送本学科

领域的专家进行评阅，按照合肥工业大学的规定对评阅意见进行严格

管理，采取一票否决制，只要有 1 份为 “尚未达到”或“基本达到”

的评阅意见，答辩时间将被延迟至少半年，只有所有评审意见均为“达

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方能安排学位论文答辩，答辩专家组一般为

3-5 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1 人，答辩采取导师回避制。未被学校

抽到盲评的学位论文，由学院安排盲评，同样采取一票否决制。在研

究生论文质量上，相关学位授予标准中有明确要求，应当具有一定的

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有先进性与一定的创新性，且从事学位论文研

究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本学科硕士生在学期间或毕业后 1 年内，

以合肥工业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

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发表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 1 篇，或者在上述规

定的时间内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合肥工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格式标准。在论文送审之前，所有的学位论文必

须经过学术不端论文检测，要求硕士论文重复比不超过 20%。近年来

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论文检测通过率达 100%。从研究生发表论文方

面来看，本学位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均达到相关授位发表论文的要求，

且人均发表 SCI 论文 0.8 篇。

4.8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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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管理

为了把生物学学科发展好，学院围绕学科方向凝练、人才队伍建

设、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与激励举措，贯

彻落实学校关于以学科建设带动学校发展的强校策略。在学科方向上，

既强调历史传承与特色优势，鼓励学科交叉与创新；在队伍建设方面，

坚持“引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引领学科发

展，也积极培养优秀青年教师成为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近 5 年

来，围绕生物学学科学院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团队 1 个、培养国

家优青 1 人、安徽省杰青 1 人、安徽省百人计划 1 人、霍英东青

年教师奖 1 人，并有 6 名青年教师入选合肥工业大学关于国家杰青

与优青的培养对象；在科学研究中，将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服务

社会统筹考虑，保证学科影响力与社会声誉；人才培养是落实学科建

设各项任务的基本途径，学院在人才培养的相关环节如招生、 培养、

授位均建立相应质量保障制度与激励机制。学科建设管理机制健全，

由教授委员会、党政联席会把握学科方向凝练、人才队伍建设等重要

的学科建设事情，由学位分委会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并从

吸引优秀生源、保证培养质量、学科交叉创新等方面对推进学科建设

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管理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

学院配备专职研究生教学教务秘书 1 名、研究生辅导员 1 名，

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副院长 1 名、分管研究生学生工作副书记 1 名、

兼职学科秘书 1 名。各人员岗位职责明确，并能分工协作。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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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有排课、开课、中期检查、档案归档、教学计划修

订、导师分配、成绩登载、开题报告审核、中期检查、答辩申请等。

这些工作都能按照学校的计划和要求及时和准确完成。

研究生工作管理人员能积极转变作风，树立服务意识和提高服务

质量，及时与学生和导师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及时反馈，做到

信息公开畅通，日常管理工作日趋规范和高效。在校生和毕业生对研

究生教育和管理的满意度较高。

4.9 学风建设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建立平台、资源和制度的保障措施，

结合本专业实际，以研究生党建为龙头，以扶贫、支教、社区服务和

企业实践等主题活动为抓手，形成了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将入学

教育与各培养环节相结合，制定相关制度体系，以培养研究生“报效

祖国、学术至上”的良好学风。 入学教育是本学位点研究生的重要

培养环节之一，主讲人是院领导和学科方向带头人，从思想、学习、

科研、安全等不同层面对研究生进行学风教育。针对学风问题，学校

相应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主要有《合肥工业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合肥工业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

设的意见》和《合肥工业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及处理办法》。

奖学金是激励研究生刻苦钻研的有效手段之一。为此，学院对各类研

究生奖学金的评审细则进行了严格制定，重点突出学术业绩，不同类

别学术业绩分均达到 7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院研究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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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奉献精神。学院规定各课题组必须定期开组会，频率不得低于

每两周一次，在会上研究生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和交流学术问题，激发

科学思维。注重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以各种评优评先制度提高大家

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院、学校开展的娱乐活

动，如：运动会、各类球赛、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活动。通过这些训

练和引导，能够培育出思想素质好、科研素质强、学风优良、适应并

能驾驭未来的优秀人才。

表 30：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 字）

1
全院教职工视频

会部署年度工作
线上会议 260

以食品学科发展为中心，

大幅提升教学科研水平，

突出学科交叉特色，在大

项目、大平台、大成果、

大人才方面不断突破，尽

早实现“一流学科”建设

与发展目标，积极服务国

家、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和

发展。

2
青年人才工作会

议
会议 50

宣传学校高层次人才工作

会议精神，并对我院“十

四五”期间及本年度人才

引育计划进行细致说明和

工作安排。

3
青年学术沙龙系

列活动
报告会 50

提升中青年老师学术能

力、融合学院不同学科学

术思想、加强学院人才交

流与学术碰撞。

其他 （若表格中无法填写，可在本栏填写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措施，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的文字描述，限 300 字。）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针对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情况，限填 10

项。

②活动形式：报告会、课程或其他（按实际情况填写）。

4.10 管理服务

研究生管理方面，坚持学院负主体责任，导师负主要责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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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寝室、实验室、党支部、班级为单位，划定党员同学责任区，坚持

安全稳定工作的“零报告”制度，畅通信息渠道，要求所有学生干部

和学生党员以身作则，及时发现和解决研究生同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利用有效的交流平台，如开展学术沙龙、学术论坛、知识竞赛、座谈

会、就业培训等方式，对研究生德智体各方面进行全面介入与引导，

培养研究生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4.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其中选择继

续博士阶段学习或出国深造的有 3 人，1 人到国家党政机关，其余同

学选择国企或民营企业。

表 31：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类别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制博士

非全日制博士

全日制硕士 1 1 20 3

非全日制硕士

①统计范围不含同等学力研究生、留学生、港澳台生。

②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业情况按“升学”统计。

③只有硕士点的学科，可以将博士点的相关单元格删除。

表 32：毕业生在相关领域突出贡献者

序

号

姓名 毕业年份 层 次

类型

突出贡献项目

1 郑钰 2010.5 硕士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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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中心化学实验室

chief test engineer，负责

农药残留检测。

2

张健全 2010.5 硕士

江苏迈安德节能蒸发设备有

限公司工程师，负责蒸发器

工艺设计与设备调试。

3
沈君臣 2010.5 硕士

上海新川崎食品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负责调味品研发。

4

查甫本 2011.5 硕士

2011 年 9月考入湖北省荆门

市粮食局任办公室副主任，

2014 年 11 月任监督检查科

科长，2015 年 8月至今任直

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现

实际负责产业发展科工作）。

5

张静 2011.5 硕士

2011 年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

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工作，2016 年 5月通过选调

进入宣城市统计局工作，现

任宣城市统计局工业交通科

副主任科员。

6 梁凤玲 2012.5 硕士 江苏省苏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合
肥
工
业
大
学



29

全监测中心，工程师，负责

农产品中残留重金属的检测

工作。

7

陈星 2014.5 硕士

目前就职于江南大学食品科

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任副研究员。

…

…

①内容：2010 年（含）以来的毕业生在相关领域的突出贡献者， 填写 10 人以内。毕

业后继续在本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不计在内。

②层次类型：全日制博士、非全日制博士、全日制硕士、非全日制硕士。

③突出贡献项目：反映毕业生在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性成果名称，每人填报 3

项以内。

五、服务贡献

5.1 科技进步

内容：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写一段描述，再填写

下面的表格。

表 33：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金额

年度 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经费总额（万元）

202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方面的到校经费总额。

②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本学位点向企业或其他机构专利授权或专利转让获得的资金以

及向其他组织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获得的资金。

5.2 经济发展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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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推动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迈上新台阶。在 2021 年本学位点为

社会输送了 26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研究生

服务社会能力提升。学位点鼓励科研人员针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

重大需求凝练科研方向，刻苦公关产出并转化优秀成果。强化政府决

策咨询、规划等服务功能。学科继续积极开展安徽省食品加工行业发

展战略研究，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提供政策研究、咨询服务等工

作。作为牵头单位编制相关食品科技发展状况报告，为政府、行业、

企业等提供支撑。同时，积极承担或参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发展规

划、行业规划、产品规划等。

5.3 文化建设

学位点积极鼓励教师及研究生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 2021

年度组织师生定点帮扶灵璧县农户农产品采购，组织丰富多彩的廉政

文化教育，如举行专题讲座、观看廉政纪录片、参观廉政文化长廊，

积极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如校运动会，院级趣味运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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