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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1948 年 8 月，点北地区即将全境解放，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

产力，适应取得全黯政权后组济，战友和提济建设对农业人才的需要，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北方名域哈华滨，建立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所普通高等农业学府一一东施农业大学(始称东北农学

院) ，从此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高等农业教育史的第一页。

学校创建伊始，就确定了-tIJ 品高水平社会主义大学，"为东北地

区农业生产服务"的办学方针，实行本科与专科并举、多层次品学。

1949 至 1952 年，先后为国家输送卒业生 1 577 人，有放缓解了新中

国农业对农林应用技本人才的迫切需要。 1958 年至 1976 年，学校在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二三迁校址，停招本科生、研究生

达 9 年之久，大部分科研工作被迫中断。直到 1978 年末，学校才得

以重新近回哈~琪，学校隶属关系也由农业部部属改为黑龙江省省

品。

1988 年，东农全面完成了恢复重建工作，并被黑龙江省确定为高

等教育鲸合改革试点枝，开始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 1994 年，东

北农学院与黑龙江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为京北农业大学妇

1996 年，学校颇利通过因家预审，成为 "211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

学之一。 1999 年，学校提出了以 "211 工程"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

"一流求业大学自建设的发展思路，从此步入了全面、协调、快速、健康

友展的精阶段。

这一时期的东北农业大学，矢志不渝，追求卓越，以只争朝夕的

奋斗精神，努力赶超时代，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机

制等方曲进行了一系到大胆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也异成绩。在这一

时期，学校先后进行了高等教育结合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经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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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H .:ff典"在惜的严峻考验，圆满完成了 H 九五"、"十五.， "211 工

程"两期建设任务，并在 2∞4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坪估中获

得优秀。学校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办学特色日益凸显，社会声誉不断

提升，逐步发展成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

心、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32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在校师生

近 3 万名的国家'~21l工程"重点大学，走出了一条地方大学成功办

学之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敬如大道，岭先明史。《东北农业大学校

史》忠实地记述了 1988 年至 2∞7 年这 20 年来学校发展的光辉历

程，全面总结了东农人 20 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仲的丰硕成果，从中

也反映出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和里龙江在高等教育 20 年来不懈奋斗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全书蝙骂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以鲜明的观点、翔实的资料和琉畅的文笔，对学校的 "211 工程"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管理体

制改革等各项工作均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校史编撰工作者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点是的思想路线，用写实的手法，展现了不同

历史时期学校发展的不同特点，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可贵

借鉴的宝贵经段，具有积极品深远的意义。

f费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我觉

得要编写好一部《校史》尤其不容易。因此，尽管参加编写《校文》的

闰志作了很大努力，付出了很多半勤劳动，对学校近 20 年的居史进

行了尽可能多的回颇和总结，但因时间跨度较大、资料匮立足人事的

更迭，{东北农业大学校史》仍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而这一切，都

有待于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在将来的修史工作中加以不断改进和

完善。

是为序o

辈革章

2008 J乎 8 跑 9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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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1987

年末，东农〈时称东北求学院)在哈都滨新技区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学校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东农人以其深厚的成蕴和

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努力赶超时代，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

1988 年 4 月 13 日，学校召开全院教师、干部、实桂技术人员大

会，学习传达了全国和全省高教工作会议精神，形成了加快和深化学

校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

1989 年 4 月 12 日，提据国家教委第十五次扩大合议精神，省教

委决定在东北农学院进行综合改革试糙，以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的

办学机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探索建立我省农业教育体

系和网络，克服领导体制上的分散和分割局菌，使全省农业教育得到

协调发展，最终逐步解决好高等农业教育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按社

会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问题。

这一时期，学校以"立足我省，发挥优势，主动适应，积极服务"为

主导思想，不新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推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八五"期间，学校共承扭国家及省部

各类课题 367 项，比"七五"期间增加了 70% ;落实科研经费 1 256万

元;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110 项;获得各类奖励 84 项:先后发表论文

〈专著)2010篇(部) ，比"七五"期间有了明显增长 o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整合农业教育资搏，提高弗学

效益，在黑龙江省委建议下，经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评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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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同意， 1994 年 2 月 1 日，国家教委教计[1994J37 号文件通知:东北

求学皖与黑龙江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井，组建东北农业大学，完成

了学校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1995 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割草理李岚清在省、市领导陪同下，视

察了照副合并组建不久的东北农业大学。学校积极疏通人才通往农

村生产第一线渠道的做法和成绩，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充分肯定，

李岚清间走在 1996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普通高等农林教育工

作经验交流会上 3 次提到对东农的印象，给东束以高度评价。

1993 年 7 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

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 ，决定设置"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即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 ó 1994 年 5

月开始正式启动"211 工程"部门预审 O 为响应国家"211 工程"建设

的号召，东农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凭借自身优势，调

动各方菌积极性，以争创一流的勇气，为跻身于"211 工程"大学之列

做了很多卓有成姓的准备工作。 1996 年，东束颇利通过国家"211 工

程"建设部门预审，成为国家 21 世纪重点建设的 100 所大学之一。

1999 年 G 月 2-4日，东北在业大学召开三届四次教代舍，李庆

章校长在会上作了"依法治校促发展，深化改革创一流"的工作提告，

报告首次提出了将"211 工程"建设全宙转化为"一流农业大学"建设

的发展思路，从此学校开始步入了"争创一流"的发展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校迎来了择址重建后的第二次建设高峰期。

"十五"期间学校新增的建筑面和比 1980-2仅泊年 20 年增加的建筑

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各学院基本上实现了"一院一楼";新图书馆、研

究生教学楼、游能馆、艺术教育中心、香坊植物类实验实习基地、阿城

动物类实验实习基地等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同时，学校克服种种国难于 2∞3 年开展了征地工

作，共新征土地 61.62 公顷，使学校校区扩大了 2/3 ，为保障学校的持

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截至 2∞6 年底，学校建筑黯权由·

"九五"末期的 33 万平方米增加到 71 万平方米;国定资产总值由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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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增如到 1 1. 2 1':乙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由5217万元

增加到25524万元。

2仅如年 12 月 23-24 日，中共东北农业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隆

重召开，选举出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 o

2∞1 年，学校开始步入事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期

间，学校智、极探索并不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新途径，稳步

挂进处级干部竞争上岗、职员制改革、全员聘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机构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萝全面启动了枝、皖南级办

学试点工作，制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开展了全校性的清产核资工

作，深入推进校办企业改制和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有效提高了学校

的管理水平。

在"十五"发展建设过程中，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

锵党和留家的教育方针，认真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培捧离素质

人才为根本任务，以"211 工程"建设为重点，坚持以本科教育为立校

之本，以研究生教育为强校之路，以质量为生命线，以特色求发展，多

层次、多规格育人"立足龙江，西向‘三农发挥优势，积极服务

在E舟如学规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飞国际交流飞办学各

件建设等方西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鳞。

"十五"期间，学校舟学规模稳步扩大，各类学生达到 27984 人，

学生人数是"九五"末期的 2.6 倍;其中，在校研究生 2990 人，是"九

五"末期的 4 倍。 2α)() 年 7 月 14 目，学校成为国家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院校。

在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学校开始积极推进实施"人才强校"战

略，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努力做好人才的吸引、稳定和培养工作，特别

是加大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初步形成了以 A、B ， C 类责任教

授和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的教师队伍。"十五"末期，学校专任教师

达到 978 人，比"九五"末期增长 37.4% t 其中教授 191 人，增长

63.2% ，副教授 314 人，增长 58.6%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重由

2∞1 年的 8.2% 提寓到 25.0% ，具有硕士学位的比重由 38.0% 提高

一 3 一



到 65.7% ;博士生导师由"九五"末期的 46 人，增加到 103 人。 2006

年学校 A 类责任教援达到 21 名， B 类责任教授达到 44 名， C 类责任

教费达到 95 名 Q

2∞3 年 4 月，为有放防止"非典押在学校的发生和传播，确保全

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学校成立校防治"非典"紧急处置工

作指挥部，并从 25 日起对校国实行封闭式管理，避免了"斗非典"疫情

在校园的发生。由于捞止"非典"工作成绩突出，8 月 7 日，东北农业

大学被省委、省政府提予"全省防站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o

2仪)4年，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学校积极开展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千古工作。按照"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

合、重在建设"的方针，通过 1 年多的不懈努力，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

地位和本科教学工作的基础地位得到全面巩固，教学改革不酣深化，

教学管理不断如强，教学庚量稳步提高，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均得到了积极发展。 2004

年 12 月，学校踊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住秀

结论。这一成绩的取得，进一步撮奋了全体东农人的精神，鼓舞了全

校的士气，为学校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5 年来，学校全面完成"十五'''' 211 工程"建设任务，学校国

家重点学科比"九五"末期增加 1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增加 2 个;博士

学位提权点增加 21 个:顿士学位授权点增加 38 个;博士后流动站增

加 2 个:本科专业增加 28 个。 2005 年，学校在国家第十次学位点评

审中实现了学校人文社科类学科研究生学位点零的突坡;同时学校

在全国 80 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评估及

"十五"期间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验收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

校学科的数量、层次及整体水平位居省属高校前列 o 2∞6 年，在

"211 工程"国家桂枝中，学校"十五""211 工程"建设成效得到了国

家验收专家组的高度认可，以优秀成绩通过国家验收。"十五"期间，

学校"211 工程"首次获得中央专项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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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学校承担科研项目 919 项，较"九五"期间增加 450

填:获得科研经费 13632 万元，是"九五"期间的 3.3 倍;获得科教成

果奖励 112 项，较"九五"期间增加 23 项，科研工作呈现出"上层次、

入主流"的良好局面，科研项目、项目层次及科研经费均比"九五"有

了较大提高 o 特别是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成

功实现了乳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桂室、大豆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在学校的设立，其中乳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我省省属高校

中第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功实现了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黑龙江省乳品工业技术开发中心)及国家大立工程技求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大豆技术开发研究中心〉的整体划转，为进一步提高学校

科研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平台 o

在学生工作方面，近年来，学校回挠"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方

针，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重点，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取得良好成效。设立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积极推进辅

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建设;深入开展以"感恩飞责任、

寄进"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积极开展"三

个一帮一"活动，认真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助学贷款工作，尽最大努力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和极开展校国文化活动，设立

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鼓励学生参加全盟

数学建模、挑战杯、电子设计大赛等多种活动，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深

入挂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璜，取得丰硕成果，连续多年受到上级有关

部门的表彰。

"十五"期间，学校在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轧醋、扩大与俄罗斯合作

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与其他国际知名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实

质性合作和联系 o 学校先后与国井究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建立了实

质性合作关系，比u 九五"末期增加 32 所;在校留学生人数也由 65 人

增加到 148 人。先后举弗了"东北亚农i业七与农村经济发晨J' 圈际学术

研讨会、f"第四届国际乳业发展前培高峰论坛

术讨论会等一系列圄内井学术交流活动，选嵌教师参加各类大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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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会议 50 余人次，提交大会论文 40 余篇。连过广泛的 E 际合

作和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嚼力。

近年来，学校紧紧围绕黑龙江省"国家富品粮基地建设"、"老工

业基地提兴"、"新农村建设"和"畜牧强省"等重大战略的实施，通过

校市(县〉共建、校企合作、建立科技示范军、开展"三下乡"活动、进

行各类培训、开遥"农业专家咨询系统"、培养"村村大学生"等方式，

为黑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由学校倡议发

起、被提为 2003 年省委重点弄好的 33 件实事之一的"村村大学生计

起"为我省农村培养了一拉u上得来、下得去、留得住、患得上"的实

黑人才，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十五"期间，学校

先后多次获得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暨重大科技效益奖、黑龙江省"援

兴经济奖"并被授予全昌"五一"劳动奖状和黑龙江省"斗、康建设红

旗集体"荣誉称号。

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矢志不瑜，追求卓越，紧跟时代步伐，全面

加强学科建设、部资队伍建设，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突出改革和发展

两大主题，综合实力、整体水平和社会声誉不断增强。

伴着时代的暮鼓.钟，新世纪的东农正步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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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鸿(校长: 1988-1994 ) ~ 

..高尔瞻{党委书记: 1994-1997) 

刘文周(校长: 1994-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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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章(校长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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