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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农    学    会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农人学（学术）发〔2025〕2 号 
 

关于举办 2025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 

暨中国农学会年会的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有关专家：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以及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扎实落实农业农村

部党组工作安排，更好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赋能

农业强国建设，根据中国农学会十二届三次理事会及中国农

学会十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的工作部署，定于 11 月举办

“2025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暨中国农学会年会”。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5 年 11 月 6—8 日（6 日报到，7 日全体会议，

8 日专题及平行会议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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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浙江省杭州市 

三、参会人员 

中国农学会理事、学会分支机构委员、单位会员及个人

会员，省级农学会及兄弟学会代表；成果入选及报告发布单

位代表；青年托举人才及学会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涉农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和相关机构的有关代表；涉农专

业科技工作者及高校学生代表；论坛年会论文入选者代表等。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农学会、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作物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水稻研

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农林大学、国家盐

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 

五、活动安排  

设主会场和分会场。主会场活动包括院士专家主旨报告、

成果发布、场景路演、成果展览展示、前沿访谈等；分会场

活动包括专题会议、平行会议、科普巡讲、成果转化对接活

动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旨报告与院士报告会  

拟邀请孙其信、陈剑平、万建民、赵春江、钱前、谯仕

彦、徐明岗等院士专家围绕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突破

农业科技重大前沿问题策略与进展等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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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发布 

发布《2025 中国农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5

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2025 中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全

球竞争力分析》《2025 全球农业研究热点前沿》《2025 中

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2025 盐碱地改良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报告》及新版农学名词首发式等。 

（三）场景路演  

选择新近遴选产生的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引领作用的

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进行现场路演。 

（四）前沿访谈 

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特邀企业、金融、

教育、科研等领域的代表访谈交流，分享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真知灼见。 

（五）专题会议  

特邀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承办。围绕农业科技创

新部分重点领域进行专题研讨交流，为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思路和借鉴。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议题： 

1.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专场 

2.科技支撑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专场 

3.智能农机装备发展专场（牵头人：周国民 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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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农业发展专场（牵头人：严建兵 华中农业大学校

长） 

5.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专场（牵头人：徐明岗 中国工程

院院士、山西农业大学教授） 

6.未来食品发展专场 

7.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专场（牵头人：谯仕彦 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8.食品营养与健康专场 

9.肉牛肉羊产业提质增效专场 

10.浙江大学相关学院组织的专场 

其他相关议题尚在沟通对接过程中。 

（六）平行会议  

重点组织部分学会分支机构承办。聚焦服务乡村产业振

兴、农业强国建设开展交流，分享经验做法，为加快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议题： 

1.气候韧性与粮食安全—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分会 2025

年学术年会（牵头人：刘布春 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分会主

任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 

2.中国农学会农业资源与环境分会 2025 年学术年会 

3.和美乡村建设研讨会（牵头人：周武忠 中国农学会乡

村建设分会（筹）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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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4.农文旅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牵头人：闵庆文 中国农

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 

5.乡村 CEO 发展论坛 

6.中国农学会人才工作分会换届暨英才论坛（牵头人：

毕坤 中国农学会人才工作分会秘书处负责人） 

7.中国农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暨神农青年论坛

（含科学家讲党课） 

8. 头雁领航 科技强农—2025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赋

能大会暨“头雁”创新发展论坛（牵头人：马晶 中国农学

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秘书） 

9.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学术研讨会（牵头人：田淑芬 中

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主任委员） 

其他相关议题尚在沟通对接过程中。 

（七）成果展览展示 

对近年来获国家科技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和省部级

科技奖等奖项并具有产业化价值和重大应用前景的农业科

技成果，以及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等进行展示宣传，助

推农业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 

（八）科普巡讲  

邀请生物育种领域知名专家，分享生物育种前沿技术、

澄清转基因相关谣言，提升青年学子对于生物育种技术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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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知，为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九）成果转化对接活动  

组织成果完成方与应用场景相关单位对接交流，搭建技

术成果转化桥梁，助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六、注册缴费  

为方便预定住宿宾馆和会场，更好为参会代表服务，请

各位参会代表提前安排好参会计划，尽早报名参会。 

  （一）注册报名  

会议注册报名共 2 种途径：一是扫描下方二维码注册报

名； 

 

二是在中国农学会官网（http://www.caass.org.cn/）点击

“2025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暨中国农学会年会”图标，在

线注册报名。 

（二）注册费标准  

注册费由中国农学会统一收取，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代

表住宿费及往返交通费自理，会议不安排接送站。注册费标

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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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类型 10 月 18 日（含）之前缴费 10 月 18 日之后缴费 

会员 1800 元/人 2200 元/人 

非会员 2200 元/人 2600 元/人 

学生（凭学生证） 800 元/人 1000 元/人 

（注：注册费标准以缴费日期为准，不以注册日期为准） 

（三）缴费方式

  可采取在线支付、银行转账、现场缴费三种方式，优先

推荐在线支付缴费。如需单位汇款，请汇至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中国农学会 

  收款账号：11040101040003509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汇款请备注：姓名+电话+论坛年会） 

（四）会议发票

  中国农学会统一开具电子发票，并于会后发至代表注册

报名时预留的邮箱，注册报名时务必核对发票抬头、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邮箱等信息。 

（五）欢迎加入中国农学会成为会员

  登录中国农学会网站（https://www.caass.org.cn）会员系

统完成在线注册，或关注中国农学会微信公众号，点击【会

员服务】—【会员注册】，完成个人会员注册。 

七、其他事项 

http://www.ca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