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合肥工业大学

代码：10359

授 权 学 科
名称：食品科学与工程

代码：0832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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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抓国家“大健康”、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与机遇，积

极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发挥“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带动作用，

促进其他学科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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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引导和鼓励师生围绕优势与特色

学科开展科学研究，巩固“农业科学”学科 ESI 全球 1%的基础与地

位。

完善大类招生与培养模式，建立院内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学

院办学优势与特色，以“食品科学与工程”“制药工程”2 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建设为基础，以“食品科学与工程”“制药工程”2 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获批为契机，着力做好“双万计划”组织与

实施，并充分带动院内其它 4个专业建设。根据人才培养需要与学科

支撑情况，做好不同专业及同一专业不同校区的办学规划与布局，逐

步提高学院优质生源数量和质量。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校

学院的工科优势与特色，科学谋划，做好“食品装备与制造专业”的

申报与准备工作。着力推进院内课程群（组）建设，以此为依托强化

各级各类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推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评估工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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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业建设特色、办学水平、区域地位，探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联合

办学模式，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提升专业影响力。

二、目标与标准

2.1 培养目标

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较系统地掌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

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较深入地了解该学科及其相关

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熟练掌握有关实验技术和工程实践技能。

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熟练地使

用计算机。能运用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开展本学科的新工艺、

新理论、新产品研究和工程实践，具备良好的科研、设计、教学和工

程实践能力。

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地掌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理

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深入地了解该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现

状和发展趋势，熟练掌握有关实验技术和工程实践技能，能熟练地阅

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独立自主开展本学科的新工艺、新理论、新

产品研究和工程实践，具备良好的科研、设计、教学和工程实践能力，

具备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推动学科发展、能组织实施相关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和工程项目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潜能的行业领军人才。

2.2 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并执行《合肥工业

大学授予全日制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工作办法》文件要求。研究生在

合
肥
工
业
大
学



4

校期间，应在获取知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学术交

流能力等方面有较大的提升和突破，获取相应学位标准如下：

硕士学位：完成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

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学位论文

正文不少于 3 万字，撰写格式参考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相关规

定。按时完成开题报告和中期阶段报告。论文评阅、答辩审批、答辩、

学位授予等，均按国家教育部和《合肥工业大学授予硕士学位工作办

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学位：完成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培养方案/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博联读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成

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学位论文正文不少于 5万字，撰写格式

参考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相关规定。按时完成开题报告和中期

阶段报告。论文评阅、答辩审批、答辩、学位授予等，均按国家教育

部和《合肥工业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基本条件

3.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主要培养在食品行业技术工程领域，营养健康领域，安

全检测领域，监督管理领域发挥重要职责与作用的高级复合型工程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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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学 01.食品现代加工理论与方法、02.食品生物技术、03.食品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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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食品质量与安全、05.食品微生物

粮食油脂及植

物蛋白工程

01.粮油资源综合利用、02.植物蛋白质化学、03.粮油食品微生物技术、04.

粮油加工工程

农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

01.农产品生物化工、02.生物资源综合利用、03.生化反应与分离工程、04.

农产品加工生物技术、05.食品现代加工技术与装备

水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

01.水产品的营养分析与评价、02.水产品活性物质的提取与纯化、03.水产

品质量与安全、04.水生生物资源利用、05.水产品加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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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学共分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水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与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4个二级学科，现有专职导师

59人，其中教授 21人，副教授 20人，博士生导师 19人，具有博士

学位教师 57人，占 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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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0 1 8 11 1 22 1 19 4 14

副高级 22 0 4 13 5 0 22 0 0 22 15

中级 14 0 6 4 1 0 13 1 0 14 11

其他 0 1 1 0 0 0 0 0 0 0

总计 59 0 12 26 17 1 57 2 19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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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外籍专任教师数

年度
总数 语言类外籍专任教师 专业类外籍专任教师

数量 正高级职称 数量 正高级职称 数量 正高级职称

2020 1 0 1 0

①内容：全职外籍专任教师指学年度内全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10 个月及以上的各专

业领域外籍教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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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语言类外籍专任教师：专门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

③专业类外籍专任教师：承担非语言教学的教师。

3.3 科学研究

本年度，本学位点师生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优异成果，共发表论文

355 篇，其中英文高水平论文 293 篇，中文论文 62 篇，安徽省“三

大奖”共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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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近红外光响

应新型纳米

材料的可控

构筑与能量

传递原理

安徽省“三大

奖”

二等 2020 第一 钱海生（第一）、

杨显珠（第二）、

查正宝（第三）、

王慧庆（第四）

2
2020 皖北特色水

果制品品质

提升关键技

术创新及应

用

安徽省“三大

奖

二等 2020 第一 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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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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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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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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保藏学 郑志 郑州大学

出版社

201901 普通高等

教育食品

类专业

“十三五”

规划教材，

累 计 印 数

3500 册

2
药用高分子

材料

姚日生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09 累 计 印 数

6500 册。

国家级规划教

材

3 食品毒理学 汪惠丽 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706 国家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

划 食 品 类 教

材，累计印数

3000 册

4 食品分析与

检测

孙汉巨 合肥工业

大学出版

社

201701 国家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

划 食 品 类 教

材，累计印数

4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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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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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eolin reduces fat storage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by 刘健

promoting the central serotonin

pathway

徐宝才

通讯作者 Food &

Function

2020

（ 2042-64

SCI/EI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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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2 Photocatalytic site-selective

C–H difluoroalkylation of

aromatic aldehydes

许华建
通讯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
IONS

2020 ，

（ 1359-7

345）

SCI

3 Identification of Nogo-B as a

new molecular target of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陈元利 通讯作者CELLULAR

SIGNALLING

2020（

0898-6568

）

SCI

4 Emulsifying properties of wheat

germ:Influence of pH and NaCl

刘咏 通讯作者 FOOD

HYDROCOLLO

IDS

2020（03）
SCI

5 Design, synthesis and

anticancer activities of novel

dual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1/histone

deacetylase-1 inhibitors

谢周令 通讯作者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20

（ 0960-8

94X）

SCI

6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textural deterioration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gels at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s

徐宝才 通讯作者 FOOD

CHEMISTRY

2020(

0308-

8146)

SCI/EI

7 Long-term probiotic

intervention mitigates memory

dysfunction through a novel

H3K27me3-based mechanism in

lead-exposed rats

汪惠丽 通讯作者 Translatio

nal

Psychiatry

2020

（ 2158-3

188）

SCI

8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Bisphenol A and Melamine in

Vegetable Protein Drinks by Gas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郑磊 通讯作者 Current

Topics in

Nutraceuti

cal

Research

2020(

1540-

7535)

SCI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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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metry

9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zein/carboxymethyl dextrin

nanoparticles to encapsulate

curcumin: Physicochemical

stability,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controlled release

properties.

章宝 通讯作者 FOOD

CHEMISTRY

2020 （

0308-

8146）

SCI/EI

1

0

Investigations on the

phytotoxicity of

perfluorooctanoic acid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韩毅 通讯作者 ENVIRONMEN

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0 （

0944-

1344）

SCI/EI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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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82-5

734）

SCI/EI

1

2

Autophagic blockage by bismuth

sulfide nanoparticles inhibit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pG2

cells

周伟 通讯作者 NANOTECHNO

LOGY

2020(

0957-

4484)

SCI/EI

1

3

Melatonin treatment affects the

glucoraphanin-sulforaphane

system in postharvest fresh-cut

broccoli (Brassica oleracea L.)

刘长虹 通讯作者FOOD

CHEMISTRY

2020(030

8-8146)
SCI/EI

1

4

Ce-doped CoP nanoparticles

embedded in carbon nanotubes as

an efficient and durable

catalyst for hydrogen evolution

杨庆华 通讯作者NANOTECH

NOLOGY

2020(095

7-4484)

SCI/EI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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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4,5-Trisubstituted Thiazole:

A Privileged Scaffold in Drug

Design and Activity

Improvement.

李青山 通讯作者
CURRENT
TOPICS IN
MEDICINAL
CHEMISTRY

2020(156

8-0266)
SCI

1

6

Renewable produc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and hydrocarbons from catalytic

mictrave-assisted pyrolysis of

chlorella over metal-doped

HZSM-5 catalysts

汪璐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NALYTICAL
AND APPLIED
PYROLYSIS

2020(016

5-2370)
SCI

1

7

Low pH-shifting treatment would

improv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black turtle bean (Phaseolus

vulgaris L.) protein isolate

with immunoreactivity

reduction

孙汉巨 通讯作者
FOOD
CHEMISTRY

2020(

0308-

8146)

SCI/EI

1

8

In Situ Gtrth of BiOI/MoS2

Heterostructure as Pt Supports

for Visible Light-Assisted

Electrocatalytic Methanol

Oxidation Reaction

杨培周 通讯作者
Energy

Technology
2020(

2194-

4288)

SCI/EI

1

9

Effect of ultrasound assisted

treatment and mictrave combined

with water bath heating on gel

properties of surimi-crabmeat

mixed gels

陆剑锋 通讯作者
LWT-FOO

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0023-

6438)

EI

2

0

Developing polo-like kinase 1

inhibitors

廖晨钟 通讯作者
Future
Medicinal
Chemistry

2020(

1756-

8919)

SCI

2

1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assisted

and tumbling dry-curing techniques

for reduced-sodium bacon

李沛军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
N

2020(

0145-

8892)

SCI/EI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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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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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总数

中文期刊论文总数 62

外文期刊论文总数 293

其中：国际合作论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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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15 51 70

到校经费

（万元）
1792.3471 2824.1971 755.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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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青松 用于智能调控胰岛

素分泌的上转换光

遗传学诊疗新方

法研究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020 202101-202412 基础研究 63

2
郑磊

复杂食品基质中重

金属离子磁共振成

像超灵敏检测新方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020 202101-202412 基础研究 58

合
肥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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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

3
刘健

肥大细胞与脂肪细

胞互作调控长期高

脂饮食小鼠附睾脂

肪组织萎缩重构的

机制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020 202101-202412 基础研究 58

4 汪惠丽 铅暴露致学习记忆

损伤的“EC-CA1”
神经环路解析及分

子机制研究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020 202101-202412 基础研究
57

5 魏兆军 硒对家蚕生长发育

的调控及其在体内

富集的机理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020 202101-202412 基础研究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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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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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汪惠丽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

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9年9月-2023

年 9 月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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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惠丽 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环

境应激与健康损害专业

委员会

常务委员 2020 年 10 月

-2024 年 10 月

3 汪惠丽 安徽省环境诱变剂学会 副理事长 2017年5月-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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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述栋 Food

Bioscience

2212-4292 SCI 编委 2020-2026

2 何述栋 Journal of Food

Quality

0146-9428 SCI 编委 2020-2026

3 徐宝才 食品科学 11-2206/

TS

EI 编委 2020-2026

4 汪惠丽 Food Chemistry

and Toxicology

0278-6915 SCI 编委 2020-2026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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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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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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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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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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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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品加工与质量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产品生物化工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安徽省农产品精深加

工省级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中国轻工业肉品微生

物控制及利用重点实

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农产品生物化工安徽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

安徽省皖江禽产业研

究院公共服务平台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

重大疾病代谢及营养

调控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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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研究生培养，学校和学院建立了国家奖学金、学校、社会、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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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导师等奖学金多渠道乃至绿色通道的奖励体系，制定了一系列

的奖励制度和评审办法，主要包括《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审规程》、《合肥工业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基本奖学金管理暂行办

法》、《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办法》、《合肥工业大学

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实施办法》、《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

实施细则》和《研究生奖励项目情况简介》等，所有研究生都能得到

相应的奖学金和补助金，有效地保证了在校研究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

以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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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2020 201 191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26 12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0 478.58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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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才培养

4.1 招生选拔

本年度，本学位点共招生硕士研究生 48人，博士研究生 24人。

授予硕士学位 48人，博士学位 16人。

表 21-1：硕士生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0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 45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42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3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1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44

授予学位人数 40

合
肥
工
业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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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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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2：博士生招生选拔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0 年

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 24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2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报名申请人数 48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0

招录学生中硕博生人数 6

分流淘汰人数 0

授予学位人数 19

……

①内容：统计时间段内，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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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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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肥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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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按研究生班级组建党支部，本学位点共有研究生党员 124 名。

4.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主要研究生课程包括食品安全进展、高级生物

化学、高级食品化学、现代仪器分析、高级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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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营养学

进展

必修课 2.0 刘健 英文 博士

2 食品生物技

术进展

选修课 2.0 张华、

时杰、

李述刚

中英双

语

博士

3 食品安全进

展

选修课 2.0 陈伟 中英双

语

博士

4 食品化学进

展

必修课 2.0 刘洪林 中文 博士

5 食品科学与

工程专题

选修课 2.0 陈寒青 中文 博士

6 现代食品营

养学

必修课 2.0 肖桂然 英文 硕士

7 高级生物化

学

必修课 2.0 罗建平 中文 硕士

8 高级食品化

学

必修课 2.0 周存六 中文 硕士

9 生物实验技

术原理

选修课 2.0 杨潇潇 中文 硕士

10 现代分离技

术

选修课 2.0 江力 中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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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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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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国大 学生

制 药工 程设

计 作品 交流

会

二 等

奖

2020

/11

中国药学会药

学教育专业委

员会

王浩、

王龙杰、

汪恒、

李品成、

丁于峰、

蓝俊涛

2
第 六届 安徽

省“互联网+

“大 学生 创

新创业大赛

银奖 2020

.9

安徽省教育厅

与合肥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

杨梦亚

3 安 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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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委共同

主办

王舒瀚

马思冲

王露霏

刘晓雨

张富康

4 全 国大 学生

英语竞赛

二 点

奖

2020

/11

国际英语外语

教师协会中国

英语外语教师

协 会 （ TEFL

China）和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联

合主办

徐佳旸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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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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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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保藏

学

郑志 共同

主编

201901 郑州大

学 出

版社

第 1 版 西南大学、河南科技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8
所高校食品学院使用的

专业教材，也是研究生

的必读书目，累计印数

3500 册。

普通高

等教育

食品类

专业

“十三

五”规

划教

材，3

名主编

2

药用

高分

子材

料

姚日生 主编 201809

化学工

业

出版社

第 3

版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

医药大学、合肥工业大

学

等 15 所高校食品学院

使用的专业教材，累计

印

数 6500 册。

国家级

规

划教材

3

食品

毒理

学

汪惠丽;

姜岳明

共同

主编
201706

合肥工

业大学

出版社

第 1 版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海南医科大学、广西医

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等 40 余所高校食品类

专业本科教材，累计印

数 3000 册。

国家卓

越工程

师教育

培养计

划食品

类教

材，2

名主

编，本

学科教

师汪惠

丽排

第一

4

食品

分析

与检

测

孙汉巨 主编 201701

合肥工

业大学

出版社

第 1 版

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20

所高校食品类专业本科

教材，累计印刷 4000

册。

国家卓

越工程

师教育

培养计

划食类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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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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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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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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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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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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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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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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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李晓丽 硕士生 4th

Internatio

nal Sympos

ium on

Phytochemi

cals in

Medicine

and Food，

Dioscin

inhibits

Human

Endometria

l Carcinoma

via G0/G1

cell cycle

arrestand

mitochondr

ia

l-dependen

t signaling

pathway

202011 中国-西安

2 2020 张圆圆 硕士生 4th

Internatio

nal Sympos

ium on

Phytochemi

2

Multi-omic

s analysis

of

terpenoid

202011 中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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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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

出国留学 0 0

2
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

联合培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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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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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s in

Medicine

and Food

quinone me

tabolism of

Pecannut e

mbryo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

tal stages

3 2020 李小龙 硕士生 4th

Internatio

nal Sympos

ium on

Phytochemi

cals in

Medicine

and Food

6-Shogaol

mediated

ROS

production

and

apoptosis

via

endoplasmc

ret iculum

and

mitochondi

al pathways

in human

endometria

l carcinoma

I

shikawacel

ls

202011 中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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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论文质量

学位点研究生从论文选题工作开始，有严格的选题与开题报告要

求和管理程序，鼓励和激励研究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

本学位点博士论文采用100%盲评制度。学位申请者应在通过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简称“学位分委员会”）组织的资格审核（课程审核、

学位论文查重、《合肥工业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中要求的相关审

查等），达到课程学习要求和学位论文要求后，于答辩前3个月将完

稿的学位论文报送有关单位，用于同行评审。学位论文评审采用双盲

方式进行，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简称“学位办”）委托第三方

机构实施，聘请5位同行专家盲审论文。盲审意见中，至少有4位专家

给出评审“通过”意见时，论文评审结论为“通过”；若有2位及以

上专家给出否定意见，则该论文本次评审结论为“不通过”。学位论

文评审结论为“通过”的申请者，应针对专家意见，认真修改论文后，

并经学位分委员会同意，方可举行论文答辩；评审结论“不通过”的

学位论文，修改期限为1～2年。修改后的论文须重新评审。重审论文

仍不通过的，取消该论文作者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

本学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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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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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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时间内获得申请发明专利1项（至少需要达到公示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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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和学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

主要包括《合肥工业大学考试管理规定》、《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管理

规定》、《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合肥工业大学学生

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合肥工业大学授予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工作方法》和《合肥工业大

学学术型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工作办法》等，严格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的质量管理，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本学科制定了严格的中期考核制度，学位论文开题采用集中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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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专家组由本学科点的方向带头人组成，对未通过开题的研究生

给予警告，并在学院论文申请送审和答辩过程给予重点关注，保证学

位论文的质量。

博士申请论文答辩时，由学校执行，盲审率100%。在申请硕士研

究生答辩时，论文评审采用两级制，即学校盲审和学院盲审。学校盲

审由校学位管理办公室按照学号随机抽取，剩下的研究生由学院组织

专家进行盲审。近5年来，在论文送审方面，专家第一次评阅意见认

为“达到硕士学位水平”的达到100%。

在申请学位时，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并完成各项手续的，按期获得

毕业证和学位证，否则将进行学位论文重新送审，并重新组织答辩，

直到达到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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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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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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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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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研究生教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建立了由分管教学副

校长负责、教务部牵头、院系为基础、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本科教

学管理队伍，形成了稳定的教学管理组织体系。通过健全管理制度，

规范管理过程，建立健全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完善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推动教学改革，确保研究生教学质量。

（1）校级教学管理

学校建立了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负责、教务部牵头、院系为基础、

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研究生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形成了稳定的教学

组织运行和质量监督并行的教学管理队伍。各级管理部门通过建立的

本科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实施，对教学全过程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的

科学管理，有效地保障了教学质量。

（2）院级教学管理

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由学院党政一把手领导，院长是学院本科教

学第一责任人。分管教学副院长、学生工作副书记明确分工，组成学

院教学领导小组，负责全院教学资源的合理调配、质量标准及相关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学风建设等；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成员由教学、

学术水平高，在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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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审定、教研教改项目和教学成果评审、课堂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与教学效果评估等工作；学院学位委员会

负责审核研究生毕业生的学位授予情况；教学秘书和教务员负责教学

文件管理、教学计划执行、学生学籍管理以及教学档案的归档等工作。

学院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负责专业教学、组织制定与实施专业教

学计划，安排日常教学工作、组织教研活动和教育教学改革等；专业

课程组负责课程的建设；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实验中心和各研究所

室等共同承担学生的各类实验和工程实践教学活动；校院两级教学督

导组通过听课、巡视、调查、座谈等形式，检查和监督教学质量和教

学秩序，督导各教学环节，及时反馈与沟通信息。

4.11 就业发展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有 19名博士生、40名硕士生毕业并就业，就

业率达 100%。16 名博士毕业生和 3 名硕士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单位

等事业单位工作，25名硕士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工作，5名硕士生进

一步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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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 0 1 0 1 0 3 0 0 0 0 0

非全日制博士

全日制硕士 0 1 0 0 0 2 4 25 0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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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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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毕业年份 层次类型 突出贡献项目

1

王军辉 2011.6 全日制博士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等科研课题 10 余项，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Food Chemistry等重要期刊发表论

文 30 余篇，获批专利 8 个，作为副主编参与

编写国家“十一五”教材一部，参编教材一

部。

2 董琪 2014.5 全日制硕士
亳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系，食品生物技术

专业教师。

3 崔绍华 2014.6 全日制硕士 现任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门主任

4 谢科 2012.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

位：工程师

5 杨小娇 2012.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职位：部

门经理

6 许静 2012.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职位：

工程师

7 高潮 2013.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上海邦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职位：

经理

8 沈国栋 2014.6 全日制硕士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省立医院）细胞分子研究室主任

9 高潮 2013.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上海邦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职位：

经理

10 王开萍 2015.5， 全日制硕士
就职于安徽启迪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职位：主管

11

孟昌伟 2012.4 全日制硕士

2012 届合肥工业大学优秀毕业生和安徽省

品学兼优毕业生，现为宿迁市泗洪县陈圩乡

副乡长。曾任泗洪现代渔业产业园区管委会

综合科科长，并获泗洪县“激情服务之星”

以及泗洪县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等荣誉称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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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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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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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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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推动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迈上新台阶。在 2020 年本学位点为

社会输送了 19名博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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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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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