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 2023 年工作报告

2023 年是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博览园恢复发展之年，机

遇与挑战并存。一年来，博览园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学校中心工作，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教学科研和人

才培养，提升科普教育成效，扎实推进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成效显著。

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以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为核心，通过讲专

题党课、支部联学、宣讲阐释、辅导报告、交流研讨等方式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坚持将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检视

整改、建章立制融合贯通，立足主责主业，在服务支撑保障

能力建设、服务教学科研能力拓展、新时代大学文化传承与

创新等方面加强调查、科学研判，为博览园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持续加强支部阵地建设，培养发展对象

1 名、入党积极分子 4 名，2 名职工获机关党员示范岗称号。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所属 QQ 群、微信群、公

众号等进行全面排查，守牢意识形态阵地。



二、搭建高质量育人平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服务学生成长，厚植爱党、爱国、爱校情怀。一是免

费接待新生及家长 5000 余人次来园参观，高质量完成 21 个

学院 3000 余名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利用校史馆丰富资源增

强新生对学校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发展的艰辛历程的了解，增

加新生对校情的认识、对农业的认知，培养爱校荣校、学农

爱农情怀。二是为 11 个学院 84 个班级 2500 余名学生开展

思政教育，讲述文物标本背后的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

2.丰富科教资源，提升育人功能。一是引进新树种 18

种（含黄帝陵“黄帝手植柏”种质资源）、秦巴山区林下草

本植物 20 余科 400 余株，启动“秦巴山区林下特色草本种

质资源圃”建设，服务林草、园艺、生态等学科的教学科研；

获校友及社会各界捐赠农史文物 407 件，拓展服务教学科研

内容。二是完成全校教学挂图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共享，收

集整理 8 个学院 1582 张教学挂图，构建数字信息共享平台，

为现代多媒体教学提供丰富素材。三是新建数字化树木园数

据库，辅助教学科研功能提升。全年 12 个学院 2000 余名学

生来园开展教学科研实践活动。



3.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申请获批省级旅游项

目 1 项、示范区建设项目 1 项、校级建设和教改项目 3 项，

完成标识系统、智慧厕所等 5 个项目；完成 2 个标本馆屋面

防水、蝴蝶园围网等维修项目，启动中草药园改造项目；改

进门禁系统，确保师生、校友刷脸快捷入园。

4.博物馆“大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成为高校典范。

一是发挥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育人功能，深挖文

物内涵，凝练博物馆思政育人成果，先后在 2 次全国学术会

议（中国博物馆协会高等学校专委会学术年会、中国兽医学

院院长联席会议） 和 1 次省级学术会议（陕西省高校博物

馆学术研讨会）进行经验分享。二是总结专业课“大思政”

教学实践经验，先后与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甘肃农大、华

南农大、铁路职院及我校教务处和各学院教学办分享交流。

三是与我校、西安铁路职院、陕西国际商院的马克思主义学



院签订合作协议并挂牌，并与西北大学、西安医学院的马克

思主义学院达成合作共建意向。

5.加快国家一级博物馆创建，促进博览园高质量发展。

一是对标国家一级馆要求，改造文物库房，增加除湿、报警

等保护设备，藏品保存更加规范；按照可移动文物登记要求，

全面普查和清理藏品，录入数据，藏品管理更加规范。二是

通过区文物局向省文物局提交文物清单，积极推进文物鉴定

工作。三是 5 人次参加省文物局组织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申

报评审”“博物馆馆长”等培训，提升了业务水平。四是高

质量完成了国家二级馆三年运行评估工作，为创建国家一级

馆打牢基础。



6.获批 5 个基地称号，社会影响不断提升，成为宣传学

校的重要窗口。获批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对

台交流基地、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连续获批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陕西省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顺利通过陕西省社科普及基地评估，社会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完成中纪委、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家

部委、省级各厅局领导 30 余批次来访、参观、调研等接待

工作。重视与重点高校和社会知名博物馆的互动交流，浙大、

中国农大、华中农大、山东大学等 16 所高校及陕西省历史

博物馆、宁波周尧昆虫博物馆等 8 家专业博物馆来园考察和

学习。返校校友络绎不绝，3000 余名校友来园打卡，成为校

友返校纪念的经典地标。

三、协同推进科普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普与学校教育

深度融合

1.创新开展科普活动，打造研学高地。一是策划奇妙昆

虫展、百果鉴赏、博物馆奇妙夜等 30 余场科普活动。二是

科普大篷车走进西安、宝鸡、汉中等地 10 余所学校、5 个社

区，开展巡展巡讲 10 次、科普讲座 21 场，发放资料 2 万余

份，累计受众 3 万余人。三是举办“两课一拼”“农砖拓印”

等博物馆公开课、公益实践课 27 场。四是拓宽宣传渠道，

与多家媒体合作，发布新闻报道、科普短文 200 余篇，着力



打造育人立体传播模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精神。全年接待研学团队 300 批 48000 余人次、台湾

同根同源文化体验营师生 135 人、香港中文大学研学团 100

余人。

2.以科普项目为抓手，提升科普能力。一是完成中科协

昆虫科学专家工作室项目、陕西省社科宣传普及项目、杨凌

示范区全国科普日和科技周重点项目。二是自主研发科普设

备 2 套（伪装大师和昆虫鸣叫）、开发研学课程 12 个、科普

展板 6 套 51 张、微视频 6 个、科普教材 2 部，其中“伪装

大师”科普展箱在首届全国自然教育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铜奖。

三是科普团队荣获 2023 年“典赞•科普三秦”年度人物称号。



3.提升宣教队伍水平，科普讲解大赛屡获大奖。一是组

织参加国家级、省级科普讲解比赛 7 次，荣获 17 个奖项，

其中国家级三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

等奖 3 项、优秀奖 6 项、优秀组织奖 2 项。二是为大学生提

供实践平台，招募 30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培训 10 余

场次，其中 2 名本科生分别荣获陕西省高校博物馆‘雏凤杯’

讲解大赛二等奖、优秀奖，博览园获优秀组织奖。



四、筑牢安全生产意识，保障园区稳步发展

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召开稳定安全各类会议 15 次，及

时学习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研判稳定安全形势。编制《博览

园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通过专家评审。开展各类专

项整治、安全隐患排查 18 次，强化责任落实和任务分工。

全年组织安全培训 12 场，强化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对事故

应急处理的能力。协助保卫处更新全园消防火灾报警控制系

统。全年零安全事故，保障园区安全有序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