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法自然，日新又新”院训由任继

周院士提出并题词。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

章，“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

然”。 是道家思想的要旨。对自然法则心

存敬畏， 与草业科学的生态系统原则相

呼应。是遵循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的思想基础。

“日新又新”，出自《大学》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化出，是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的精华，表达

不断奋发进取，开拓创新之意，是过去常

用的勉励学者的用语， 既含个人敬业修

身的要求， 也有为人民服务献身国家的

责任感。

草地农业

科技学院院徽

由一个圆 ，一

株三叶草及一

个羊头组成 。

所处外侧的圆

圈代表正在普

照大地的太阳， 三叶草象征能够利用太

阳能的植物， 羊头代表以植物为食的全

部动物。 三者组合体现了生物圈中能量

由太阳到植物到动物最后到人类的传递

过程， 阐明了草业学院以四个主要生产

层（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

产层、后生物生产层）为框架的主要研究

及发展方向。

学生会主席干华伟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男孩，来到这

片黄土地，很幸运能够在全国草业专业

排名第一的学院学习，也很幸运能够作

为团委学生会的主席在院学生会里为

大家服务。 很喜欢大学里的生活，不是

因为可以懒惰地躺在床上无人管，也不

是因为轻松的课业，而是因为有那么一

群人那样一个组织可以让我很好的融

入，让我开心地和他们一起学习工作聊天玩乐。 那个组织就是像家一样的团委学生

会，那样一群人就是学生会里的每一位可爱敬业的成员。 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在学生

会里工作，感受过辛苦，也感受过付出后所收获的喜悦。 曾想过离开学生会，却又舍

不得，因为那些曾经一起喝奶茶，煮火锅，放孔明灯，庆祝生日的人，我离不开他们。

大学里一点一滴的精彩都在学生会里发生，也都在学生会里收获，收获喜悦，收获

感动，带着那份感动，一路前行，沿途的风景，还需要诸位描绘。 所获奖项：优秀学生

会干部，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校级社会实践论文大赛团体二等奖、个人三等奖。

新生寄语：

进入大学，面对新的生活，希望各位能够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做最真实的自

己，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虚度、不荒废。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学生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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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热烈欢迎 ２０１３级新同学！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前身为

１９８１ 年任继周院士创办的甘肃省草原

生态研究所，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加挂中国农业

科学院草原生态研究所牌子，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整体并入兰州大学成立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 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和中国农

业科学院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名称继续使

用。在全国 ３６所设有草业科学专业的高

校中，该院是唯一进入“２１１”和“９８５”工

程学科建设的学院。

学院以草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为主，同时强化科研成果的转化，

主要设以下研究方向：

一、 草地农业生态

系统学， 主要研究草地

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演化与调控，管理

专家系统等。

二、 草地资源管理

与遥感监测， 主要研究

草原演替与分类， 天然

草地的放牧管理、 培育

改良，退化草地恢复，草

地资源调查与监测，牧

区自然灾害预测预报

等。

三、栽培草地管理，

主要研究草地混播组合， 牧草优质高产

栽培，草田轮作等。

四、草类植物保护学，主要包括草地

毒害草、鼠、虫、病害等的生态防治，微生

物—牧草—家畜互作等。

五、 草类植物逆境生理与分子生物

学， 主要研究草类植物适应我国西部高

海拔、低温、干旱、盐渍化等环境的生理

与分子机制，筛选、转化功能基因。

六、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学，主要面

向我国寒、旱、高海拔、盐渍化区域，培育

高抗优质高产牧草和乡土草新品种，研

究草类植物种子的特征、 生理功能和生

命活动规律，种子加工、贮藏、质量检验

等。

七、草原生态化学，主要研究草业系

统在农业管理措施下的物质和能量运动

规律， 探索其使用效率提升的机理与途

径。

八、反刍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主要

包括草畜界面生态， 青藏高原反刍动物

营养，草类饲料资源开发与畜产品安全，

反刍动物分子营养与生物技术。

九、草坪学，主要研究草坪绿地和运

动场设计、建造与管护，草坪草、乡土草

与草坪生理生态等。

十、草业经济学，主要研究草业系统

的经济特征，草畜贸易，农牧区社会、政

策，农牧民生产决策行为，动物伦理，草

业科学史等。

学院现有草业科学仅有的 ２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９７３” 项目首席科学家 １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 ２人，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 ４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５人，

萃英特聘教授 １人、 萃英特聘讲席教授

３ 人，教授 １８ 人（一级教授 ２ 人、二级教

授 ４人）、副教授 ２１人、讲师 １４人；博士

生导师 ２０人 （兼职 ３人）， 硕士生导师

４３ 人（兼职 １３ 人）。 教师队伍中博士学

位获得者达 ８９．６％，出国工作、学习一年

以上的占 ７１．４ ％； 有 ４ 人在国际学术

组织任职，５ 人次任 ＳＣＩ 期刊编委。

正在建设我国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 也是我国草业科学目前

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同时拥有农业

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学重点开放实验

室、 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 草地农业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 甘肃省西部草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科技平台， 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

和临泽草地生态试验站等 １５ 个野外观

测站和示范基地。

近五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１５５项，

承担国家、 省部重大重点项目 ２４项，包

括我国首个牧草学领域、 兰州大学首个

“９７３”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

及选育的基础研究”，“９７３” 课题 ２ 项，

“８６３”课题 ２ 项，科技支撑课题 ５ 项，成

果转化项目 １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１项，国际合作项目 ６项。主持的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项， 这是

学院主持的第 ４ 个国家科技进步奖项

目， 也是我国草学界第 １１个获奖项目；

同时，获甘肃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１项、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项、三等奖 １项；获国

家发明专利 ６项、实用新型专利 ６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１项；育成“兰箭 ３号春

箭筈豌豆”品种并通过国家审定；出版著

作 ７部，发表论文 ７２８ 篇，其中 ＳＣＩ 期刊

论文 １１４篇。 ２０１０年以本学科为主的兰

州大学农学类论文被 ＳＣＩ 收录数排名全

国高校第 １７。

设有草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草学、

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作物学、植物保

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草业地理信息学、

草地营养生物学、草坪

生物学和农业经济管

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草业领域、农村与区域

发展农业推广硕士专

业学位授予点和草业

科学、农林经济管理本

科专业，草业科学为省

级重点学科和甘肃省

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

已形成了支撑草业科

学发展的完整学科群。

获得我国草业科

学唯一的国家教学成

果特等奖和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是两支草业科学专业国

家教学团队之一， 承担草业科学领域六

门全国国家级精品课程中的 ２门， 以及

省级精品课程 ２门，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和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２项。 在

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组织的一级学科评审中，

“草学”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 １。

学院与澳大利亚、 美国和新西兰等

１０ 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高校和公司签

署了合作办学协议， 广泛开展国际科技

合作与学术交流。 有我国草业科学唯一

的国家“１１１”草地农业创新引智基地。新

西兰梅西大学出资设立了任继周教授奖

学金，用于鼓励两国学生、学者的交流。

学院 ２名特聘外国专家获中国政府 “友

谊奖”。

主办的《草业学报》和《草业科学》，

均为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

库核心期刊和国际 ＣＡＢＩ 源刊， 影响因

子在全国 １９４６ 种科技期刊分别排名第

１和第 ２８。《草业学报》连续 ９年荣获“百

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学院简介

学生团委副书记史东吉自我介绍：

史东吉，男，汉族，中共预备党员，就读于 ２０１１ 级农林

经济管理班，现任学院学生团委副书记，我做事认真，是一

个有责任心的人。我希望在以后的一年学生会生活中能给

大家带来帮助，同时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提升自己的能

力。 我也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很乐意与各位学弟学妹们

交朋友。两年的大学生活，作为一个“老人”，送给大家几句

话：大学的生活是短暂的，请大家珍惜自己宝贵的大学时

光，认认真真做些有用的事情，大学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

个更高的起点， 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是你们的首要任务，作

为大一新生的你们要独自面临更多的选择，学会选择以及

选择过后义无反顾的坚持是一种能力。 所获奖项：兰州大

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新生寄语：

来自五湖四海的你们，可能还会有人后悔自己高考考场的一个失误，可能还会

有人悔恨自己把志愿的一时头热， 可能还会抱怨自己的能力来到这个四周大山环

绕的地方，有些不得志。请明白：这里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的风光，我们只会看见你

这四年的成就，如果你想说明自己是个人才，请展示给我们看。你的光芒，我们一同

见证！

学生会副主席阴倩怡自我介绍：

青春飞扬，舍我其谁，我是来自草

地农业科技学院 ２０１１ 级农林经济管

理班的阴倩怡。 现任学院学生会副主

席。永不言弃是我的座右铭；超越自我

是我的人生态度。在大学生活了两年，

哭过，笑过，坚强着，勇敢着，但最重要

的是，不断地成长。 这两年，我参加过

学生会、 各类学校社团、 各类学生组

织，并在这里一步步的锻炼自己，超越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同时，我又能很

好地协调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使得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居于人后。 我相信，天道

酬勤，只要足够努力，就会收获到甜美的果实。 学习、工作、生活，大学不像高中那样

的紧张，但也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轻松，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人

生的路还有很长，我们要将生命的色彩尽情挥洒，山水墨画不只要淡雅，更在于意

境优雅，引人入胜。 所获奖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２０１１ 年新生团技

能大赛院级硬笔书法三等奖、２０１１ 年辩论赛院级团体第一名、２０１２ 年院内趣味辩

论赛最佳辩手。

新生寄语

青春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年轻的战场永远充满激情。 露似珍珠月似白，美好

的象牙塔会因你们的到来而绽放独特光辉。 在大学这个舞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

情地展现自我， 挖掘自身的潜能，９０ 后的我们不再是大人们口中的不谙世事的孩

童，而是斗志昂扬，创造奇迹的主力军。 进入大学，或许充满激情，或许迷茫不安，但

我们始终要清楚自己的人生定位。 左手青春，右手华年，左右摇曳，不是犹豫，不是

不安，而是看清形势，奋勇拼搏！

院徽

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 －－伯克

副班主任白天慧个人简介：

白天惠，女，汉族，１９９１ 年生，中共预备党员，２０１１ 级草

业科学基地班学生。 现任 ２０１３ 级草业科学专业副班主任。

曾获荣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年获兰州大学 “学生标兵” 称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年获兰州大学 “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学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获兰州大学“优

秀团干部”称号。

我具有双重性格，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有时会和大

家玩得很 ｈｉｇｈ，有时也会静静地一个人呆着。 觉得自己最大

的优点就是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自己满意，大家满意。 为人热情，不

管谁遇到了困难，都会去帮助他们，可能给别人的感觉是自己很弱小，但实际上我

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生。始终坚信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就是不简单，做好每一件

平凡的事就是不平凡！

新生寄语：

进入大学，我们又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又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挑战。不管曾

经的你有多优秀，但对于别人而言你的过去只是一张白纸，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塑造

自己形象的最佳时机，改掉以前的缺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做什么只要自己

觉得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大学生活，都有自己的目标，但不

管怎样，都不能浪费大学四年的时间，因为在这里，我们将会学到很多很多，包括知

识，包括为人处世。 希望大学四年成为你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副班主任高雪个人简介：

高雪， 女， 汉族， 生于 １９９３．１０．１６， 就读于

２０１１ 级草业科学基地班。 现任 ２０１３ 级草业科学

基地班副班主任。个人经历如下：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年

学生会文娱部部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年 １１ 草业科学

基地班学习委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人物专访比赛

三等奖；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 “新生基本技能大赛”英

语演讲三等奖、应用文写作一等奖；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

年优秀班干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 １１ 草业科学基地

班团支书；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校优秀学生团干部；

１１８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领队；２０１３年度本科生党员骨干培训班优秀学员；２０１２

年度校二等奖学金。

新生寄语：

Ｈｅｌｌｏ，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

技学院光荣的一员了。我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副班主任，不过不要把我和你们的上

司联系起来哦～我是你们的“雪”姐，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家人！

在这个一切都那么新鲜的环境中，你们会有迷茫、有疑惑、有想念、有很多很多

……但不管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欢迎来“麻烦”雪姐，雪姐定会竭尽所能帮助你

的！

最后，借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个人

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我由衷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大学时光！

副班主任陆文君个人简介：

陆文君，女，汉族，中共预备党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进入兰州大学， 就读于

２０１１ 农林经济管理班。 现任 ２０１３级农

林经济管理专业副班主任。我是个文静

的女孩，做事认真，考虑问题周到。两年

的大学生活让我更加确定航标的重要

性，我坚信，唯有对的方向加上不懈的

努力才有机会成为梦想实现家。

新生寄语

欢迎你们在金秋九月来到雄宏苍劲的萃英山下， 在百年兰大开始你们的大学

之旅。刚入大学的你们，就像刚刚飞出笼的小鸟，有了自由却没有了依靠，想要自由

地飞，却没有坚硬的翅膀，但我相信，这里，会让你们的羽翼逐渐丰满，这里，会有许

多机会让你们得到历练。每一次的抉择会让你们惋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会让你

们顿悟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学四年，会是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你将平庸？你将创造奇

迹？这一切都由自己掌握。暂时的迷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没有确定的方向，

所以，选择一个方向，鼓起勇气，像风一样灵动，像蝶一样飞舞，生活的真真切切，让

四年后的自己无悔于这段最美的青春！

院训

《草业百科全书》编撰启动会



班主任俞斌华个人简介：

俞斌华， 现任 ２０１３ 级草业科学专业班主

任，２００２ 年考入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草

业科学专业学习，２００６ 年保送本专业硕士研究

生， 同年十月获硕博连读资格。 ２０１１ 年博士毕

业，留校任教。

新生寄语：

十年寒窗苦泛舟，终得梅花扑鼻香。 对刚刚

步入大学校园的你们来说， 这是第一次放下高

考的重担，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 这也是你们第

一次离开家庭的港湾，开始独立的求学生活。 大

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像一个梦工厂，描

绘着你的未来，编织着你的梦想。

大学，就是要学会学习，学会求知，学会探

索，学会生活，学会坚强，学会面对困难，学会沟

通交流，学会为人处世，学会善待生命中的每一

个人。

新的开始就在脚下，美好的蓝图等你绘就。 希望同学们勤奋努力，用心经营自己的大

学生活。 四年过后，你将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你；回首一望，青涩退去，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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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在线

内容充实的生命就是长久的生命，我们要以行为而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生命。 －－小塞涅卡

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库尔茨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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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１９２４ 年生，山东平原县人，中共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

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甘

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

１９４８ 年中央大学 （现南京农业大学）畜

牧兽医系畜牧专业毕业。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 年，任

继周师从我国草原科学奠基人王栋教授，专

攻牧草学。 １９５０年应兽医学家盛彤笙院士的

邀请到国立兽医学院 （现甘肃农业大学）任

教。 自那时起，先后在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

草原生态研究所、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

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１９５２年任讲师，１９７８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

授，１９８４ 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

生导师。 １９９５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

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草原系主任，甘肃农业

大学副校长。 １９８１年任创办甘肃省草原生态

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 １９９２年甘肃省教

育厅批准成立由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和甘肃

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共同组建的甘肃农业大学

草业学院，任继周为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２ 年，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整体并入兰

州大学，成立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任

继周任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任继周院士共主编出版了大学统编教材

４ 本，工具书 ４ 部，专著 １０ 本，在国内外发表

研究论文 １００余篇， 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全国优秀科技图书

奖二等奖一项。 １９７８年被评为甘肃省科学大

会先进个人，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１９８３ 年

美国草原学会授予他名

誉会员称号。 １９９１ 年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

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专家。 １９９９

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

步奖。 ２０００ 年被人事部

等部委授予全国优秀农

业科学工作者 称 号 。

２００９ 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

人）、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三农”模范人物、感

动甘肃人物、甘肃省情系陇原－献身教育特别

荣誉奖、 百年兰大－特殊贡献奖荣誉称号。

２０１０ 年荣获中国草学会首届“杰出功勋奖”。

２０１１ 年荣获国务院扶贫办“友成扶贫科研成

果奖”和 ＣＣＴＶ 三农人物。 １９８８ 年新西兰梅

西大学（Ｍａｓｓ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出资设立了任继

周教授奖学金，专门用以资助中、新两国农业

领域内学者、学生的交流。

任继周自 １９５０年执教以来，始终未脱离

草业科学的教学工作，尽心尽责培育新人，桃

李满天下。 １９５７年他应邀为农业部草原培训

班系统地讲授了草原学；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年受高

等教育部委派，作为草原专家，在越南民主共

和国河内农林大学讲学一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

他主持制订了以草原调查与规划、 草原培育

学、草原保护学、牧草栽培学、牧草育种学等

专业课为核心的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

业统一教学计划， 这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高

等草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与保证培养质量奠定

了科学基础。 １９８３ 年与 １９９１ 年任继周受农

业部委托， 两次牵头召开会议， 分别制订了

“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订了 “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博士学位研究

生培养的要求”。被农业部批准并颁发各高校

施行。 它对规范我国草原科学研究生培养工

作， 提高整体培养质量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

的重要作用。

南 志 标 ，１９５１

年生，河北省曲阳县

人， 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国草业科学的

学术带头人之一，国

家级草业科学教学

团队的带头人之一，

国家“９７３”项目“中

国西部牧草、乡土草

遗传及选育的基础

研究” 首席科学家，

国家“草地农业创新

引智基地”负责人，国际知名的草业科学家。

现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

长、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 农业部草地

农业生态系统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 西部

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草地农业教育

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

国际草地大会连续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美国牧草和放牧术语委员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

国际放牧研究协作网远东地区协调员

（１９９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畜牧兽医

水产学科评审组成员（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国

家科技进步奖养殖业专业评审组成员

（２０００－）；中国草原学会牧草与草坪草病害研

究组组长 （１９９８－）； 中国草学会名誉理事长

（２０１１－）；甘肃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９９－）；

甘肃省植保学会副理事长 （２００３－）。 《草业

学报》 主编 （２００４－）；《草地学报》 常务编委

（１９９３－）；《草业科学》编委（１９９０－）；《国外畜

牧学－草原与牧草》编委（１９９４－）。 １９７２ 年

就读于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１

年在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攻读硕士。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在新西兰梅西大学

（Ｍａｓｓ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新西兰国家科工部植

病所 （ＤＳＩＲ，Ｐｌ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攻读博

士，获博士学位。

自 １９６９ 年以来，先后作为工人、草原技

术员、 科研与管理工作者已在草地畜牧业生

产与科研领域工作了 ４０年。七十年代主要从

事高山草原野生牧草引种驯化及品种选育，

牧草种子生产， 栽培草地的建植与管理及天

然草原改良。八十年代，主要从事温带牧草病

理学与牧草种子学的研究， 尤以豆科植物土

传病害，牧草种传病害，病害调查与损失评定

见长。九十年代以来，继续从事退化草地生态

系统恢复与重建、 温带牧草和热带豆科牧草

病理学与种子学、高山优良豆科牧草选育、草

坪草病害、禾草内生真菌的研究。

以提高草地生态生产力为中心， 在天然

草地退化治理和栽培草地植物病害防治等领

域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并较为广泛地应用

于生产实践，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发表真菌

新种 ２个，修订国家标准 ５ 项，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 １项。 主编出版著作 ２部、ＳＣＩ期刊专辑

和专栏各 １期、 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

各 １部，参编著作 ４ 部，发表科研论文 ２００ 余

篇，其中 ＳＣＩ 收录 ４０ 余篇。 现作为首席科

学家，主持我国牧草学领域首个 ９７３ 项目“中

国西部牧草、 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

究”。 主持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８）、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９）和农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７）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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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风采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队伍

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宣个人简介：

王宣，女，汉族，甘肃兰州人，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

党员，公共管理硕士，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在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

参加工作，２００２年至今，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从

事学生工作，２００２ 年，任学院团委书记，２００８ 年任学院党

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

新生寄语：

首先，祝贺各位同学在历经十二年寒窗苦读之后，考入国家“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之一、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兰州大学，走进拥有以两名中国工程院

院士为核心的具有雄厚的科研学术及师资团队的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欢迎你们，２０１３ 级新

生！

你们带着各自的梦想与希冀，从四面八方相聚到经过百年历史积淀的高等学府，从何开

始？将是你们走进大学校园要思考得第一个问题。希望您们徜徉在优美校园的同时，首先了解

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大学精神，和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道法自然 日新又新”的院

训，以此为依托，了解学校与学院文化，真正融入其中，在订立自己目标的同时，利用宝贵的

１４６０天，坚持不懈、不断前行、尽情奋斗、走向各自的成功！ 正如李嘉诚所言，“成功没有必然

方程式”！

期待着你们的精彩……

辅导员王丹个人简介

王丹，满族，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出生，辽宁北镇人，管理学

院硕士。 ２００９年 ７月，任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专职辅导员，

２０１０年 ４月，任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团委副书记，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团委书记。 工作期间荣获全国高

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组织的《辅导员之歌》歌词征集活动

一等奖、“兰州大学辅导员标兵” 称号、“兰州大学优秀共

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新生寄语：

大学第一天，我们学会收起亲人的思念，一个人打理行装；

大学第一年，我们常在校园文化里游走，打造精彩的开端；

大学第二年，我们在专业领域的懵懂里，探索未知的一切；

大学第三年，我们在理想指引下寻找目标，汲取知识的营养；

大学第四年，我们在迈入社会前奋力武装，为明天整装待发。

希望新同学们能够把握大学生涯的每一天，用心感受，用力付出，伴理想前行，倚信心收

获。 大学因你而精彩！

兼职辅导员王晓娟个人简介：

王晓娟，博士，教授。 １９９５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细

胞生物学专业；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国家

重点实验室生态学博士（硕博连读），获博士学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植物细胞工程

与毒理学效应研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在同济大学现代农业工

程研究院工作，主要从事智能温室的生物环境因子调控研

究。 ２００４ 年作为 “萃英人才” 引进到兰州大学工作，２００６ 年在澳大利亚植物基因功能中心

（ＡＣＰＦＧ）做访问学者。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在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做访问学者。 目前主要从事

牧草种质资源和植物细胞遗传方向的研究工作。

新生寄语：

大学生活弥足而珍贵，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体味师生情谊的甘甜，尽管歌唱青春的岁

月。

大学生活丰富又多彩，自主探寻知识的奥秘，推开草业课程的大门，尽情享受学习的乐

趣。

大学生活不长又不短，懂得珍惜每天的时光，掌握一二三四的节奏，尽力打造完善的自

我。

兼职辅导员张兴旭个人简介：

张兴旭，男，汉族，１９８３年生，甘肃临泽人，讲师；２０１１年 １ 月

入选“兰州大学第四批优博培育计划”留校，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获得博

士学位 （指导教师为南志标院士）， 目前在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工

作。 承担本科生《草地保护学》和《农业微生物学》实验课教学，

２０１３年 １月受聘为我院本科生兼职辅导员。 研究方向为禾草内

生真菌共生体及其次生代谢产物学。 目前已发表研究论文 ２０余

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ＳＣＩ一区和二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６ 篇。

近 ５年参加和主持包括国家 ９７３计划课题、农业部行业公益性专

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基金项目近 １０项。

２０１１年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第七教工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０年获“教

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和“兰州大学第四届研究生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２００７和

２００９年分别荣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三好研究生”称号。

新生寄语：

大学生活是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阶段。

在这里，你将收获学业、友情和爱情中的一些或者全部！

培养性格，打好基础，为以后的人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和铺垫！

班主任唐增个人简介：

唐增，现任 ２０１３ 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班

主任，湖南人，１９８２ 年出生，２００４ 毕业于湖南

师范大学，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在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学位，于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０ 年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进入兰州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合作导师为南志标院士。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成为

兰州大学， 同时也是我国草学博士后流动站

第一个出站博士后。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由兰州大

学“萃英人才建设计划”引进，聘为副教授。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担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名誉院长任继周院士学术秘书。 主要研

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新生寄语：

进入大学之前， 大家可能听说过不少诸

如“大学生必修课”之类的言论。实际上，大学

的生活和学习都没有固定模式， 这是大学最

吸引人的之一。 不同的方式都可以收获精彩

的大学。 但没有固定的模式不代表没有方向

和原则。最重要的是努力，不仅仅是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还有人文修养，团队精神，交流的

技巧和相处的艺术等等， 而这些是今后立足

于社会的资本。只有努力，才能收获一个可能

有遗憾，但没有后悔的大学和青春。

孔子在《大学》中开宗明义的指出：“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希望

经过四年的努力， 今天的大学新生成为一个

具有良好品德，懂得与人相处交往之道的人，

为未来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班主任曾彦军个人简介：

曾彦军， 现任

２０１３ 级草业科学基

地班班主任，兰州大

学草地农业科技学

院副教授。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兰州大学草业科学

植物繁殖生态学专

业毕业，获农学硕士

学位。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兰

州大学攻读草业科

学种子生理生态学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于美国肯塔

基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生物系，种子科学实验室做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有：阿拉善

干旱荒漠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种子库特征； 干旱荒漠区优势种植物种子萌发生态

适应性及对策；白刺属植物种子休眠类型及休眠破除方法；白刺种子生活力的生物

化学（四唑）测定方法和程序；阿拉善荒漠草地的水分分配格局研究等。

新生寄语：

伴随着高原上凉爽的秋风， 朝气蓬勃的你们即将来到美丽而宁静的兰州大学

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大学怎样度过？ 也许你和家人已设想了许多。 大学是人

生的关键阶段，通过它你走向独立、步入学术、融入社会、进而展开你绚丽多姿的人

生画卷。 在这里你拥有同龄人不易得到的学习条件，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学习和提

高自己。 在这里与你相处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优秀青年，可以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

增进相互了解，结成深厚的同学情谊。 在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教师，期待着用人生的

阅历、积淀的知识和赤诚的热情引领你们一路向前，走得更高更远。

傅华，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彦荣，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龙瑞军， 现任兰州大学草

业科学萃英特聘教授，教

授，博士生导师。

王锁民，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现任学院副院长。

梁天刚， 教授， 博士生导

师。

沈禹颖， 教授， 博士生导

师。 现任学院副院长。

李春杰，中共党员，教授，

博士生导师。

侯扶江，农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任学院院

长。

林慧龙，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李彦忠，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王晓娟，博士，教授。

郭正刚，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李文龙，理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惠敏，理学（生态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卫国， 教授， 博士生导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