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度院级课题选题指南 

一、农业领域 

1、山西有机旱作生态植保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主要粮果（小麦、玉米、苹果、梨）作物，研究

有机旱作条件下病虫草害发生特点与规律；研发以生态调控为核心的病虫

草害绿色防控新技术；研发栽培、整型修剪与植保协同增效控制病虫草害

发生的生态植保新技术、新产品；研发重大害虫物联网智能化监测预警技

术；优化集成植保绿色生态+生物防治+安全治理的具有山西特色的有机旱

作生态植保技术体系。 

2、艺机一体化耕地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旱区农田土壤肥力不足、耕层结构与蓄水能力较差、

有机肥源短缺及畜禽粪污面源污染问题，研究土壤扩蓄增容、提升耕层质

量的深松与深松年限技术；研究畜禽粪污有效堆腐、农田就近肥料化处理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果园废弃果枝肥料化、基料化、肥料化利用关键技

术与装备；研究不同作物有机肥田间施撒机械设备；集成艺机一体化耕地

质量提升综合技术模式并示范应用。 

3、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与强优势杂交种创制 

研究内容：立足山西南部麦区(国家黄淮冬麦区）和中部麦区（国家

北部冬麦区），利用三系法、二系法和化杀法，创建杂交小麦不同杂种优

势群，挖掘杂交小麦核心种质，建立亲本快速选育、杂交种组配、种子高

效生产等新技术，培育强优势小麦杂交种。 

4、优质小麦及特色杂粮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山西特色杂粮（谷子、高粱、马铃薯、荞麦、藜麦、



燕麦、胡麻等）功能性成分挖掘不足，精深加工共性关键技术落后，产品

方便性、连食性、适口性较差等问题，利用我省优质小麦和特色杂粮优势，

开展杂粮功能成分挖掘、加工适应性以及功能性食品开发等研究；工业化

主食糕点与传统面制食品功能提升、新型功能食品创制及传统发酵制品

（酒、醋）现代技术改造与过程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加工过程有害物质

识别与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功能性成分高值化利用和产业化加工技术

体系，并进行产业化示范；粮食丰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5、主要果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山西特色果品（苹果、梨、红枣、沙棘、核桃、山楂、

杏、桃等）采后贮藏保鲜技术水平较低，精深加工共性关键技术落后，功

能产品创制不足等问题，开展果品产地商品化处理和品质控制技术开发研

究；特征性功能成分挖掘与利用研究；多元特色饮品、发酵制品、脱水粉

片干、低盐糖腌制品等全果休闲功能食品的短链简化创制关键技术研究；

果品加工过程标准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加工副产物生物开发利用技术研

究；加工专用品种筛选及示范；建立果品加工产品的高值化、多样化利用

和产业化技术和示范体系，推动果品出口平台建设创新。 

6、主要畜禽产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畜禽（牛、羊、猪、鸡等）产品（肉、蛋、奶）技术

工艺研究薄弱，传统加工工艺工业化程度较低等加工关键技术问题，开展

宰后肌肉食用品质形成机理与调控技术，中西式肉制品加工过程品质保持

和控制技术，肉制品低温灭菌防腐保鲜技术研究；开展乳制品专用益生菌

选育及功能开发，新型奶粉、发酵乳制品、益生菌制品等产品研制;畜禽

产品有害残留物检测技术及质量安全控制研究；畜禽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

利用理论与加工技术研究；畜禽健康养殖集约化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主

要畜禽规模化、标准化低碳养殖技术体系研究。 



7、药食同源核心资源功能挖掘与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山西药食同源核心资源基础研究薄弱、功能性挖掘不

足、产品功效不明等瓶颈问题，开展药食同源动植物资源（山楂、杏仁、

沙棘、阿胶、枣、桔梗、菊花、党参、黄芪、连翘等）功能成分挖掘及量

效、构效关系研究；功能性成分提取和营养富集技术研究；加工适应性与

现代加工技术下活性物质调控技术研究；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膳食品

及高端提取物产品创制关键技术研究；食品功效评价研究；建立药食同源

核心资源加工利用和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中药材综合技术体系绿色高

产高效研究、集成与示范； 

8、珍稀食药用菌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山西特色野生台蘑资源收集，开展遗传多样性研究并确定

野生台蘑分类地位；适合我省气候特征的黑皮鸡枞菌、山西野生羊肚菌等

珍稀食用菌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马鞍菌等野生食用菌人工驯化栽培技术研

究；高值化台蘑、马鞍菌、羊肚菌珍稀食用菌生物活性成分提取及作用机

理研究；山西珍稀食药用菌功能评价体系构建、高附加值功能产品开发。 

9、城郊高效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美景构建、先进技术、绿色产品、观光采摘、休闲体验、

科普基地为目标，开展特色果蔬、观赏植物资源发掘、品种引进与鉴选；

设施功能果蔬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景观农业创意研究与示范；

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城郊农区污染物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挖

掘现代农业多功能特性与增值潜力。 

10、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力抓好乡村振兴主要

任务，主要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加快农谷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11、绿色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 2018 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环境污染治理与

生态修复的主要任务，主要围绕矿山修复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从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治理体系和监管体制，城乡环境协同治理，资源

开发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12、农业领域其它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我省区域（县域）优势与特色，开展主要农作物、杂

粮、果蔬、道地药材、花卉、林木等的新品种（系）选育、高效栽培研究；

优良畜禽水产的品种资源保护、种质创新、新品种（系）选育和规模化、

标准化健康养殖技术体系研究；传统特色食品功能提升、食品营养组学与

溯源；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与源头阻控研究；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

及防灾减灾研究；现代农业装备技术研究；主要农作物资源及新技术创新

研究；设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技术开发；优势林果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技

术开发；农产品加工技术开发与示范；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开发与集成示

范；设施农产品无害化利用支撑技术研究；主要水果产业增质增效关键技

术开发与集成示范；大宗粮油、林果蔬菜产品产后减损、保鲜、储运技术

研究与开发；主要农作物规模化生产农机、农艺技术融合集成与关键装备

研发；互联网+现代农业体系技术开发与应用及“星创天地”科技平台构

建与开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究；“绿洲一号”巨菌草产业研发及

推广；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技术研究；农业大数据与精准农业研

究等。 

二、其它领域 

1、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以解决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在工作格局、

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探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统筹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目标，探究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新途径新方

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2、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的方法途径研究 

研究内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工作总要求，结合我省教育系统实际，

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坚定政治信

仰、坚持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为重点内容 ，深入开展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方法途径研究，针对我省教育系统在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具有较强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具体措施，

充分发挥政治建设统领作用，切实提升我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质量。 

3、山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宪法导向及保障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积极研究探讨新形势下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

方法，主要对培育以宪法为主导的法治意识、形成多元主体结合的法治宣

传机制、完善教育法治建设的制度体系、强化教育法治建设的政府职责等

方面开展研究。 

4、理论前沿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在山西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社会主要矛盾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

开展研究。 

5、教育振兴与科技创新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我省高等教育振兴崛起的主要任务，主要从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立德树人、构建“三全育人”体系、山西省“1331工程”

与高校改革发展、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促进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校转型以及教育脱贫攻坚等方

面开展研究。 



6、军民融合战略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山西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主要任务，主要从完善我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机制，创新军民融合产业发

展模式，提高军民协同创新能力，发挥军民融合示范区的战略牵引作用以

及高校在军民融合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开展研究。 

7、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研究 

围绕《山西省“十三五”文化强省规划》和《山西省“十三五”红色

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主要从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和

民俗文化挖掘、传承和保护，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保护与开发、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等方面开展研究。 

8、高校就业创业指导队伍建设研究 

研究内容：就如何结合指导教师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业绩，在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中予以支持；如何开展对辅导员、班主任等就业工作

人员的培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开展研究。 

9、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的分析与整理，视力、体重、

身体素质等指标的干预措施，具有学理性、操作性和实践性并重的体质健

康促进方案，基于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体质健康促进机制，体质健康监测

的管理与督导等方面开展研究。 

10、“新文科”建设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山西省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方案，提出“新文科”

建设的重点方向和具体措施。针对山西省高等学校文科发展现状，结合当

前山西经济转型发展需求，探索高校“新文科”在发展思路、人才培养、

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提出“新文科”发展

的政策性意见及建议，为下一步出台有关文件奠定基础。 



11、山西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及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

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研究内容：从全省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特别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及技

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现状、需求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建议，以

及我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及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选

择、主要策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开展研究。 

12、山西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内容：从我省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现状、办学经

验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建立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完善现代学徒制

试点的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需要出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开展研究。 

13、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建设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梳理统计我省教育系统信息化工作和网络安全建设相关数

据，建立模型，分析总结工作进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充分发挥教

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引领和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