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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2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将迎来建校 60 周年。为全面总结办学历史，学

校决定编写《内蒙古农业大学校史} (1952 - 2012) ，以达到"存史

"教化"功能0

1952 年 11 月 17 日，在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光辉黑耀下，内蒙古畜牧兽医

学院在草原青域诞生了!这是内蒙古最早成立的一所本科高等学校，是一所

充分体现内蒙古地区特点、民族特色的高等学校。 1958 年 11 月 7 日，内蒙古

林学院在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扎兰屯成立，她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的一

所高等林业院校。 1960 年 9 窍，内蒙古畜牧兽墨学院更名为内蒙古农教学

院。 1999 年 4 月，内蒙古农校学范和内蒙古林学捷合并纽建内蒙古农业大

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校史} (1952 - 2012) 真实记录了学校 60 年的风风雨

雨，60 年的艰苦剖业，60 年的成功喜，况，是学校创业、建设、改革、发展的真实

写照，是 60 年岁月洽桑的华彩乐章!

以史为鉴，{内蒙古农业大学校史} (1952 - 2012) 彰显了 60 年学校抢拣

机遇，实现了 7 次历史性飞跃的光挥篇章，对于今后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发展具

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是在学校的创建和初期发展，确定最初的学校办学特色。学校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建设，形成了草原畜牧业的办学特色。在学科建设上，重点围绕

草原畜牧业、荒漠化治理、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节水灌溉与乳业等进行学科方

向调整，打造了一批适应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需求的优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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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抓住办学早期学科综合发展和适时迁址的契机。 1958 年开始，内蒙

古畜牧兽墨学院从单学科向多学科的方向综合发展。更名为内蒙古农牧学院

后措续新建了农学系、农田水利系、农技业札域化系、植物保护系，并增设了农

学、挂物保护、土壤农化、果树蔬菜、草原、农田水利、农牧业札裁化、农牧业机

械设计制造、畜牧、气象等专业。内蒙古林学院的成立与适时迂址又是一次重

要札遇， 1960 年 8 月学院整体搬迁至呼和浩特市，将天时、地利、人和融贯一

体。

三是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提升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 O 这期坷'反复了

内蒙古农牧学院，把 1975 年一分为碍的内蒙古农牧学院迁回学泣本部，在学

校专业设直与调整上迈了一大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和提高，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兽重病理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加

工学、家畜遗传繁育学、兽医撤生物与免疫学、草原管理学、大田作物栽培生理

学、果树学、畜牧札域学、农田水利学、畜牧业经济管理学、草原科学、农业水土

工程学、作物遗传育种与繁菇、农业机域化工程被确定为重点学科。 1981 年

和 1993 年分别被国务提学位委员会对为项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978 年内蒙古林学在复校初期，仅有 5 个本科专业，但到 1999 年己发展有 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1 个本科专业，形成沙漠治理和造林学 2 个击治区级重

点学科(专业) ，建立起以沙漠治理和造林学科为重点的包挂资源环境、林业

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三大学科比较完整的高等林业教育体系 O

四是抓住玛拉合并者L遇，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o 1999 年，教育部、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由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林学琉合并组建内蒙古农

业大学。建校伊始，新组成的校领导班子不失时机，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

一心，顾全大局，奋力拼搏，使学校尽'决完成了实攻性合并，全枝上下把精力用

在了促进学校的发展建设上，学校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综合办学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是古治在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坪结两次获得优秀的高

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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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跻身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大学之歹110 世纪之交，国家实施了西部大

开发战略，决定在西部每个在(区、市)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等院校。 2000 年，

学校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一省一枝"重点支持建设高校，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又迎来新的机遇。对此，温家宝总理做重要批示要总结经验，继缕努力，提

高办学水平和教育攻量，把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西部大学办好，这是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教育部、财政部、西部开发办要继续予以

关心和帮助"。鼓舞人心、催人上进!

六是确立建成中国西部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栋。对学校发展

过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学校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高度概括并明确提出了

"1134 "行动计封，即确立一个自林:建设西部高水平大学;强化一项措施:引

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实施三大工程:度量立技工程、人才强技工程、科挨兴技

工程;加强四项建设:基础设花建设、教学条件建设，学科建设、教凤学风建设。

学校的办学捂导思想更加明确，办学定位更加准确，办学思珞更加清新，办学

目标更加唠挠，工作重点更加突出，工作措施更加具体，发展战略更加清惭c

七是林住省部共建的历史性机遇，搭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平台 o 2012 

年 1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林业局合作共建内蒙古农业大学协议

签署，使内蒙古农业大学在涉林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

方面及时得到国家林业局的指导、帮劫和支持，更好地促进了学校的改革和发

展，更好地促进了林业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推动全区现代林业的发展。

经过 60 年的奋斗和积淀，铸就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知烂辉煌:已经发展成

为国家西部大开友"一省一校"重点支持建设的大学;以农为主，具有农、工、

理、经、营、文、教、法等 8 个学科门类、29 个二级学科的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

学。建成 1 个国家级教学国队、 1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捡罩、1 个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O 现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哥家重点(培育)学科、

22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达到 1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达封 2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 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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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载耕耘，60 载收获，60 载桃李芬芳。经过 60 年的建设发展，内蒙古农

业大学聚积了一批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高水平教师，为圈家和言治军建设累

计培养了各类人才 10 万余人。一批批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已经成为农、牧、

林、水、草、乳、沙等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和业务骨干，其中 1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

在士。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孕育了丰富的学术思想精华，创造了

众多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已经形成了唯

实、尚农、辱德的品格，国结、求实、博学、创新的技剖，求苦奋斗、务实勤奋、敬

业进取、追求卓越的风范，体现了农大人大爱无疆、大道元，易、大搏无畏、大志

走，憾的精神!

《内蒙古农业大学校史} ( 1952 - 2012) 是内蒙古农业大学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由强转优，位中显特的缩影，是一首催人奋进的奋斗之歌! "彰往而察

来让我们总结 60 年的经验，回顾 60 年的历史，以 60 年校庆为新的起点、新

的札遇，创造内蒙古农业大学更美好的明天!

H拿手在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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