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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依托学校雄厚的农科优势，充分发挥地域特

点，通过开展成人教育、水利技术培训和咨询、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为龙江农村经济

社会的发展、区域社会环境和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生态环境健康，环境污

染的治理等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成人教育方面，学院可培养农业工程类工程硕士，具有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

工程和工程管理专业高升专和专升本两个层次的网络教育，其中：工程硕士累计招生 185

人，各层次网络教育累计招生 314人，为黑龙江省水利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大支撑。 

在技术培训方面，学院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水务局合作，成立了农垦水利系统职称

培训中心，已累计培训 230余人，其中：农垦水利系统 180余人，哈尔滨市水务局非水

利专业人员 50 余人；2017 年，受鸡西水务局邀请，学院教师为鸡西、鸡东、密山和虎

林四县市水利管理人员开展了全省山洪灾害预警和《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培训；

2017 年和 2018 年，受哈尔滨市西泉眼水库管理处和桂林市水务局委托，学院派出多名

教师为水库管理人员和水务系统工作人员开展了技术培训和知识更新；2011和 2014年，

与水利厅合作，深入全省 44 个县市和农垦系统多个灌区进行节水控制灌溉技术培训，

累计培训农民 2300 余人人，发放资料 3000 余份，累计行程 20000 余 km，累计推广节

水控制灌溉面积 1500 余万亩，为黑龙江省节约农业水资源、提高水田灌溉水利用效率

做出了重大贡献。 

  



  

  

技术培训现场掠影 

在技术咨询方面，依托学院的农业工程设计室，“十二五”以来，先后完成了《嫩江

县沿江景观带及繁荣村水利规划》、《嫩江县绿色食品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北安市乌裕

尔河流域规划》、《黑龙江省双鸭山七星镇生态园水库规划设计》、《桦川县悦来灌区和新

城灌区末级渠系改造》、《鸡东县重点县建设项目》、《哈尔滨市成高子灌区现代高科技农

业园区规划》、《黑龙江省孙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项目》、《黑龙江中央储备粮库补

充耕地土地整理项目》、《黑龙江省宁安市响水小镇响水米产区水利工程规划》、《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宝莱河河道治理工程》、《黑龙江省二龙山农场龙惠小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等多个技术咨询项目，极大完善了当地的水利基础设施，提高了当地的灌溉水

利用系数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为当地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增效

提供了基础保障；2014年至今，学院多名教师受黑龙江省水利厅、哈尔滨市水务局、孙

吴县水务局、佳木斯市人才服务局等单位的邀请，担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命题小组

成员和考官、参加职称评审会议以及相关水资源规划和论证会议，为地方水利事业的发

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技术支持。 



  

  



  

 

已完成的规划设计报告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十二五”以来，先后受黑龙江省水利厅、黑龙江省水文局、

哈尔滨市水务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三江建设管理局等单位的委托，完成了黑龙江省灌

溉水利用效率提升和地下水资源开发潜力、黑龙江省农田输配水系统建设模式与优化、

黑龙江省水文图集的修订、哈尔滨市主城区城市化对流域水系与水文过程的影响和河流

治污方案及综合管理模式、黑龙江省松花江和嫩江干流治理工程，黑龙江省胖头泡蓄滞

洪区建设工程等项目研究工作，为黑龙江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与

修复、骨干水利工程的健康运行等方面提供了重大的水利科技支撑，有力的推动了黑龙

江省水利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校企与地方政府合作方面，与黑龙江中科建设集团合作，成立了东北农业大学水

利与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哈尔滨市欣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黑龙江农

大清源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上述校企合作模式为学院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加广阔

的平台，推动了产、学、研的结合；学院教师先后前往方正县担任科技副县长和大庆市

大同区太阳升镇担任科技副镇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农村环境

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开展技术培训 60 余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 2 万余册，

培训农民达 5万多人次，积极争取农发和扶贫资金，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条件，整批推

进 6个村 718户 2178人实现整体脱贫。 

高校育人之道，旨在社会服务。展望“十四五”，东农水利人将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

力度，进一步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强化产、学、研结合，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农

民生活水平提升发挥更大的作用。 


