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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校地合作中
的“水土不服”？这就需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
的办学格局，充分释放办学
体系的内生活力和发展动
能。安溪和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校区同时把目标瞄向
了“产业”，深耕“人才链”赋
能“产业链”，促进产城、产
才的“双向奔赴”。

“一开始学院设置了 3
个本科专业 4个方向，分别
对接茶产业链5个关键领域
人才需求，为安溪茶产业发
展培养了一批高端管理、科
研人才。”在郭玉琼看来，福
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的落
地，强化了安溪茶产业的智
力支撑，实现了“农学优势”

和“安溪茶叶”的成功嫁接。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栖。“学在安溪、留在安溪，
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福建
农林大学安溪校区茶学院
首届毕业生刘云云讲述了
自己从进入安溪校区学习，
到成长为安溪一家龙头茶
企优秀品质管理者的亲身
经历。刘云云的成长经历
只是安溪与福建农林大学
积极探索实践扎根县域办
学，携手各方共育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为安溪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的缩影。
自2012年办学以来，该学校
累计为社会各界输送近
3900名优秀人才，其中在泉
州占比达到 15%，这一大批

优秀的专业人才满足了不
少茶企的人才需求。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
围着需求转。近年来，安溪
的光电产业也强势崛起，汇
聚了晶安光电、天电光电、
中科生物等一批国内有影
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校
地双方决定加快推进创建
光电产业学院，投入2000多
万元支持建设光电与网络
工程实验室，为促进学院与
安溪乃至泉州光电信息、大
数据等新业态的深度融合
提供硬件条件支撑。

专业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花开并蒂，安溪校区如一轮
旭日冉冉升起。“学院设置茶
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管

理、电子信息等 4个二级学
科硕士点及茶学二级学科博
士点，实现‘本硕博’贯通，为
安溪产业发展培养高端人
才。”郭玉琼说，安溪人在自
己家门口，实现“从幼儿园到
博士阶段”的全覆盖教育，并
为当地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力
量已然成为现实。

战略机遇多重叠加，发
展态势春意盎然。与此同
时，学校创新产教融合形
式，新增科技特派员协助建
设“安溪铁观音茶学社”等
专家智库；组织专家教授进
企业，为其出谋划策解难
题；实施“产业人才培训”工
程，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大专
班等各类培训班……

校地“手牵手”画好“同心圆”
安溪与福建农林大学携手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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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共建的安溪铁观音茶科技小院获评“全国科技小院典
型工作案例”、组建农业遗产保护专家服务团队、发布安溪县茶
树种质资源阶段性成果、发布安溪茶园碳中和研究成果……五
月茶季忙，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不负“茶香”，喜结累累硕果。

频频落子的背后，是安溪与福建农林大学校地合作共建，
产教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自2011年合作办学以来，校地双
方携手，紧紧把握住每一个攀撑向上的机会，在升级进化之路
上画好“同心圆”。学校生源数从最初的339人上升到目前的
4638人；专业从以茶学系为主，扩展到数字经济、电子科学与技
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系列专业，并形成“本硕博”完整人才
培养体系；产学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成立“三茶”统筹发展研
究院、“三茶”统筹宣讲团，围绕茶产业链关键技术开展协同创
新，达成多个揭榜挂帅项目并合作攻关；从始建茶学院，到新增
数字经济学院，到升格为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再到校地共
同谋划创建光电产业学院，促进安溪校区与当地茶产业、藤铁
家居工艺、光电、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共赢发展，校
地合作硕果累累，步履不停……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
设，实现校地共赢的关键
是人才。近年来，安溪与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
紧紧牵住人才这个发展
核心要素的“牛鼻子”，实
施系列人才政策，优化人
才发展环境，实现人才强
校。

“捧出一颗真心，留
下一串脚印。”这是福建
农林大学安溪校区教师
时卫平最深的感受。时
卫平来自江苏，是中国人
民大学的博士生，2023年
11月份来到该校。“归属
感来自于省市县叠加的
引才政策。”时卫平坦言，
安溪提供了住房补贴以
及高校博士生的各项补
贴，吸引力十足。此外，
安溪山好水好，学校学术
力量雄厚，是他安家落户
又一原因。

近年来，在省、市出
台的人才政策基础上，安
溪调优扩容惠才措施，集
成优化和迭代升级原有
人才政策。在安溪县人
才政策的强大助力下，福
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办
学以来，累计吸引全国各
地高校 48名教师奔赴而
来，其中博士生就有 27

名，更让不少老师举家迁
到安溪。

“除了选优配强高素
质教师队伍，福建农林大
学也全力支持两地师资
共建共享，开通通勤车往
返福州安溪两地，推动优
质资源流向安溪。”郭玉
琼介绍，通过搭建更高更
好平台、提升福利待遇
等，聘任本土产业专业人
才做“高校产业教授”，强
强联合，更有助于补齐教
育链短板、支撑产业链升
级。

稻花香里话共赢。
“安溪要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全面建设具有茶
乡特色的现代化中等城
市，出路在发展、在转型、
在创新，关键靠人才。”安
溪县委书记吴毓舟、县长
刘永强表示，在这场高校
与地方的“双向奔赴”中，
在福建农林大学高度重
视下，安溪将持续举全县
之力，助推安溪校区提优
办学水平，围绕安溪县域
经济发展，不断探索办学
模式，培养与产业发展相
适应的高素质领军人才，
与茶乡安溪高质量发展
融合共生、校城共赢，画
好“同心圆”。

时光拨回到 2009 年 6
月。彼时，作为“全国产茶
第一县”的安溪，茶业是最
大的民生支柱产业。为推
动茶产业永续发展，2009年
6月，安溪县委县政府提出
创建一所茶专业院校的构
想并进行全面论证。

2010年，划拨1200亩土
地作为茶学院建设用地；
2011年 6月，安溪县政府成
功与福建农林大学签订《关
于合作创办安溪茶学院的
框架协议》；2013年秋季，安
溪茶学院首批 2012 级学生
正式入驻安溪校区学习，从
签订协议开工到正式招生
入驻仅用短短20个月时间。

扬帆再启新程。2023
年，安溪立足实际，投入1.67
亿元启动安溪校区扩容工程
项目，全面提升学院办学水
平。自项目开工以来，安溪
县委书记吴毓舟、县长刘永
强等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现
场调研、召开座谈会，与校方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问题，有
力有序保障项目建设。

“该项目新建学生宿舍
楼 3幢、教学楼 2幢，新增学
生床位 2500 个，教室座位
5000个，预计于今年 8月交
付使用，届时校区规模将达
到 7000人。”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校区管委会主任、安溪
茶学院（数字经济学院）院长
郭玉琼介绍，安溪校区还同
时启动400亩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建设茶树种质资源圃。

“学校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十多载峥嵘岁月，足见安
溪‘速度’。”这是郭玉琼对校
区发展的评价。她表示，背
靠安溪县委县政府和福建农
林大学两棵大树，福建农林
大学安溪校区无论是办学规
模，还是办学成果，都迎来质
的飞跃。今后，该校区将不
断深化内涵建设，提升服务
地方发展水平，打造高端产
学研平台，努力写好高校服
务地方发展大文章。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校区崛起彰显“安溪速度”

产业引领，本硕博贯通 校地合作渐成“新范式”

重磅引才，招贤选能
点燃办学“新引擎”

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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