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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安全乃“国之大者”，各涉粮高校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

才培养中，引领更多粮食专业人才投入粮食产业强国建设。本文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

培养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从加强专业思想教育、抓好课程思政教育、积极推动劳动教育三方面，给涉

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提出对策，为实施“人才兴粮”“科技兴粮”战略，推动粮

食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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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security is “the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nation”, all grain-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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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education,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grain Specialty, then lead more grain professionals to build China into 
a strong grain indust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grain professionals, we hav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grain-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ou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grain specialty: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educa-
tion, grasping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labor education, in or-
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rejuvenating grain with talents” 
and “rejuvenating grai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
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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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安全乃“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粮食供给存在不确定性，正所谓“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守住粮食安

全底线，以不变应万变。藏粮于地，要靠粮食专业人才突破资源制约；藏粮于技，要靠粮食专业人才发

挥核心作用。可以说，粮食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对于粮食产业强国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1]。 
目前，涉粮高校粮食专业人才培养与现实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在培养方向上往往重专业、轻思政，

侧重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而轻视了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因此，各涉粮高校如何将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投身粮食产业强国建设，解决“卡脖子”

难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当前我国涉粮高校面临的关键问题。 

2.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意蕴 

2.1.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要求 

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

题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涉粮高校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人才培养的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可以为国家粮食战略服

务的高素质人才。正所谓“立身必先立德，无德无以立身”，在“立德”方面，涉粮高校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铸魂育人各项工作，通过不断加强学生的粮食发展史教育、粮食安全

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粮食文化熏陶，引导其坚定信念、胸怀“国之大者”，牢记使命担当，扎根粮食行

业，成为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树人”方面，涉粮高校要聚焦粮食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根据新时代下粮食行业发展需求，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实习实践教育等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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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熟练的实操能力，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出色的综合能力，为未来粮食

行业发展培养创新性、多层次、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2.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是实施“人才兴粮”战略的必然要求 

2018 年 5 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人才兴粮”的实施意见》(国粮发

〔2018〕86 号)，提出要全面实施“人才兴粮”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在粮食行业造就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为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提供坚实人才支撑[3]。 
涉粮院校具有粮食专业人才高地优势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有较强的硬件、软件实力，是“人

才兴粮”战略的关键一环。而人才能否兴粮的关键不仅和人才的素质能力有关，还和其是否能真正投身

于粮食行业发展、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密切相关。根据调查研究，发现部分粮食专业学生入学后出现

对本专业的认同感不强、缺乏学习动力等现象，部分学生选择在大二时转专业，未能成功转专业的部分

学生毕业后也选择从事非粮食方向的工作，这使得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成效大大降低。将思想政治教育和

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有机融合，能够坚定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动力。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愿意学、主动学，才能学得好、学得精。因此，只有充分重视并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的作用，才能使粮食专业学生真正热爱粮食专业，立志为粮食安全事业努力学习、奋斗终身，真正实

现“人才兴粮”的战略目标。 

2.3.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要途径 

适应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粮食专业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和基础理论、过硬的专业技能和本领，还要具备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只有

这样，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创新性、复合型一流人才。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特色鲜明的实践性，能够指引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为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提高提供精神动力[4]。当代大学生好奇心强，具有强烈的探索欲和创新欲，但这种创

新欲能否落实到正确的奋斗目标中，受三观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三观，为创

新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引导其将小我融入大我中，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梦中，从而树立为国家粮

食安全事业奋斗终身的目标。这种主人翁意识，将进一步激发他们以国家粮食产业发展为己任，主动发

挥创新才能，解决更多技术难题，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培养真正有利于粮食产业强国建设的创

新型人才。 

3.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3.1. 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发挥学生“主动力”作用 

目前，开设粮食相关专业的国内高校为数不多，学生填报志愿时往往缺乏对专业的深入了解，存在

一定的盲目性，过度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最终结果可能是被调剂成粮食相关专业，部分学生对该

专业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该专业就业难、社会认可度低，进而导致认知失调，产生心理落差。若不能

在刚入学时就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及时引导，结果往往是优秀的学生选择转到学校的热门专业，未能成

功转专业的学生选择消极应对的方式，或选择跨专业考研。 
专业思想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粮食工程专业的历史、

现状，发展趋势及就业前景，而且能让学生深刻认识粮食安全事业的重要性，以及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国

家粮食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对专业树立起正确的认识，感受到自己未来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

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提升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发挥主观能动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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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抓好课程思政，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使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在专业知

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发挥思政育人实效[6]。粮食安全问题与思政教

育高度契合，粮食问题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政策演变历程和粮食产业改革历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

政史料，这些史料中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引领元素[7]。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

了粮食基本自给，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由此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各涉粮高校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也采取了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聚焦粮食仓储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讨活动，探索粮食类专业课程体系全程

育人的途径和方法。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比赛，提升粮食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引导教师在

教学设计中有机融入“家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文化自信”“科学精神”等

思政元素，力求实现专业技能培养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紧密融合。紧扣时事热点，与学生共同探讨疫

情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全球粮食供应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影响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使学生

深刻体会到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粮食系统的脆弱性，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粮食工程专业教师应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三个根本问题，挖掘和

提炼粮食专业中的思政元素，从粮食历史文化角度切入，紧紧抓住这一“牛鼻子”，充分发挥粮食工程

专业在课程思政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有机融合，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产业发展现状有更深刻的了解，对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推动粮食行业发展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3. 重视劳动教育，发挥第二课堂“助推器”作用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育全过程，以实践育人为基本途径，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促进全面发展。一是要将“粮”字融入劳动教

育中。涉粮高校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学校办学历史中积累的粮食特色资源，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粮

食特色的劳动教育格局与长效机制，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二是要开展好劳动教育理论课。涉

粮高校要充分挖掘粮食全产业链中劳动教育的理论要素，讲好学校为粮而生、因粮而兴的发展历程，弘

扬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培育学生爱粮、惜粮，尊重劳动的优良传统美德。三是要加强劳动

文化建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主题班会，以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为主题开

展相关活动。开展食品科技文化节、劳动教育专题讲座、演讲、辩论等，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劳动

意识。邀请粮食行业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走进校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和劳模风范。通过专

业引领、价值辩论和劳模精神传授，帮助学生深刻领会劳动教育是新时期党对青年教育的新要求，进一

步积极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四是强化劳动技能培

养。涉粮高校要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野、走进工厂，开展研学实

践活动；与粮食企业合作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就业实践创新创业基地，搭建校企交流平台，加强

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增长才干的机会，在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8]。 

4. 结语 

粮食专业人才是实施“人才兴粮”“科技兴粮”战略的关键所在，涉粮高校作为粮食专业人才的培

养摇篮，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粮食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加强专业思想教育，抓好课程

思政教育，积极推动劳动教育，实现粮食专业人才内涵式发展，培养有情怀、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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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专业人才，为建设粮食产业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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