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件

场站发〔2022〕1 号

关于印发《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2022 年工
作计划》的通知

各科（室）、试验场站：

《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2022 年工作计划》已经 2022

年 2 月 25 日场站服务中心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各科（室）、试验场站根据《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

2022 年工作计划》，按照 2022 年工作会议精神，细化工作举措，

把握时间节点，抓好推进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附件：《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2022 年工作计划》

场站管理处（场站务中心）

2022 年 3 月 7 日

场站服务中心
场 站 管 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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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2022 年工作计划

2022 年场站管理处（场站服务中心）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学校“12345”发展思路，围

绕“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紧盯“一流试验场站”建设战略目

标，接续推进场站综合改革，不断强化场站“三平台两基地”功

能，解放思想，凝心聚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场站改革发展提供思想组织保障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2.加强政治建设，完善场站党建工作体系，提高党建工作标

准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3.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强化宣传引导，弘扬正能量，凝聚激发场站力量。

4.坚定不移推动从严治党，持续深化巡视巡察整改，驰而不

息反对“四风”，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5.以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为主题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持续丰

富“立体式”服务体系内涵，探索全心全意为科教服务的高效路

径和手段，为场站事业高质量发展统一思想、凝神聚气。

6.加强场站文化建设，凝练场站精神，以弘扬场站文化引领

场站自信，助推场站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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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续推进综合改革取得新成效

7.全面接管、监管相关学院（所）管理的场站（基地），按

照“一站一策”的改革思路，沿着“先行先试”的改革路径，构

建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不断探索推动场站改革取得实效。

8.完成渭河试验站和周至试验站资源整合。启动杨凌区内土

地资源和教学资源整合。

9.总结凝练眉县试验站、周至试验站“站站融合”局部成熟

的经验和办法，推动解决“站中站”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10.丰富完善曹新庄试验农场创新科教服务模式的内涵和方

法，总结提炼相关场站局部改革成熟、成功的经验，有计划有定

向进行推广普及，稳步推进综合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深入。

11.分站制定发展规划，全面启动曹新庄试验农场、火地塘

试验林场、安塞-米脂试验站、斗口试验站、眉县-周至试验站等

场站创建国内一流试验场站，建立高效的体制机制和服务体系。

12.制定“三支队伍”建设规划，扎实推进职工队伍建设，

多途径引进优秀人才。积极探索实践“劳务派遣”等新的用工制

度。

13.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工作检查督导机

制，建立评优奖励机制，激发各场站及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动力

和活力。曹新庄试验农场等条件成熟场站试点劳动分配制度改

革。

三、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全力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14.强力推动斗口试验站、眉县试验站、周至试验站国有资

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对场站中心其他场站国有资产遗留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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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纾解，启动解决接管、监管场站（基地）的国有资产风险问题。

15.有序启动场站土地勘测定界相关工作，确保土地边界清

晰安全。

16.推动部分年久失管重要的种质资源实行统一管理，探索

制定植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确保种质资源国有资产安全，更好

服务科教。

17.对接管、监管场站（基地）的计划外用工进行全面排查

清理，规范用工行为，消除用工风险。

四、扎实有效推动“三平台两基地”建设和功能发挥

18.积极协调教务处及相关学院，因地制宜改善条件，有计划

和指标推进实践教学项目落地场站较上年增加15项以上。挖掘潜

力，设计包装项目，积极争取大学生“双创”团队入场进站。

19.进一步完善《“三夏”劳动实践》课程体系，细化“三夏”

劳动实践考核办法，扎实推动落地落实。启动《“三夏”劳动实

践》国家级一流课程创建工作。谋划培育实践育人教学成果奖。

20.以火地塘试验林场为依托，全力服务保障本科生生态文

明教育全覆盖。

21.充分发挥各试验场站的区位生态优势、功能定位专业特

色，以曹新庄试验农场为主，积极探索新时代耕读教育劳动实践

新模式。

22.制定火地塘试验林场、曹新庄试验农场、斗口试验站、

眉县试验站产教融合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并启动创建工

作。

23.精心设计中青年教师驻站实践锻炼内容和方法，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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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包装形成各具特色的锻炼模块 1 个以上。全力改善工作生活

条件，积极争取更多的中青年教师入场进站。加强中青年教师驻

站锻炼的管理和考核，确保锻炼取得实效。

24.主动作为，通过走学院访团队迎专家等方式吸引更多科

研、推广项目入驻场站。全面做好对进站科研、推广项目的服务

保障工作，试点对进站科研、推广项目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监督、

评价工作。

25.加强科教副产品的管理与监督，规范处置行为，确保科

研推广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26.扎实做好国家柿种质资源圃项目和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测试杨凌分中心二期改扩建项目落地全过程服务及各项

工作协调。积极推动国家农作物品种测试鉴定陕西分中心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

27.自筹资金启动火地塘试验林场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工作，

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秦岭野生动物研究项目。

28.推动汉中大河坎、聚良农场等基地建设，为相关学科建

设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29.协同做大做强山地苹果试验站、小米试验示范站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总结火地塘

试验林场森林抚育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自筹资金启动包装林业科

技成果奖。

30.以“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陕西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有计划、有设计、有指标，多渠道、多

方式开展科学普及和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在质量、数量等方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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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

（五）基础条件改善工作重点突破

31.完成火地塘试验林场 1 号学生宿舍楼家具配置及电力配

套改造，推动完成火地沟实习线路数字化和高位消防蓄水池及户

外公厕建设工程。

32.高质量完成一期 59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全力争取

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联合地方政府，扎实推动乾县试验站

引水灌溉工程申请立项。有步骤启动节水灌溉及水肥一体化建

设。

33.促推完成安塞试验站教学功能提升工程及规划、启动畜

牧教学试验基地建设工作。

34.按期高质量完成其他场站（基地）基础条件改善提升工作。

35.征集、梳理场站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项目，高质量完成

2023-2024 年度场站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申报工作。

36.全力推动信息化、智慧化场站建设工作实现新突破。

（六）推动资料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37.对各试验场站 2018 年之前搜集整理归档的历史资料开

展回头检查。对 2018 年至 2021 年形成的各类资料按照实践教学

类、科研推广类、基本建设类、国有资产类、声像（照片）类等

进行检查归档，推动档案资料信息化建设。

38.对接管、监管场站（基地）的档案资料进行全面检查整

理。

39.抢救性搜集征集场站（基地）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

（七）充分挖掘利用资源，加强场站“自主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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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积极开展职业农民培训、科普研学、科技成果转化、农

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实践，盘活资源，形式多样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多视角寻找经济增长点，扎实培育“自主造血”功能。

41.眼睛向外，主动对接政府的农林水草、教育科技、文化

旅游、文博管理等部门，多措并举争取资源和资金支持。

（八）切实做好稳定安全工作

42.持续推进场站稳定安全、消防安全和生产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常态化开展安全预案演练，着力构建平安场站。

43.各试验场站切实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周边邻村的关系，

全面落实联防联控。

44.扎实做好信访管理工作，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切实维

护学校稳定大局。

（九）提高队伍素质，构建和谐场站

45.以场站中心集中组织和各试验场站自主组织相结合方

式，有设计、有目标开展生产技能、文书写作、基建管理、人身

安全、健康生活等各类知识技能培训、比武，着力构建学习型、

知识型场站。推动职工继续教育工作常态化。

46.健全民主管理，强化人文关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增进职工情感交流，提高职工凝聚力。

47.切实做好离退休职工和内退职工服务工作。做好病困职

工及家属、遗属困难人员帮扶工作。

48.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发出西农场站声音，持续提升场

站在校内外的影响力。录制场站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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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

场站服务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